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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學讀書，連續兩個學期不及格超過半數，

就要被退學；準此而論，馬總統的團隊在執行「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

學」的政策（請見文後備註），連續兩年都嚴重不及格，尤其是第二

年的本科生招生，竟然計畫要招收 1566人，卻只招到 677人，到今

年九月開學時候真正到台灣恐怕只會少，不會多。換句話說，缺額將

近三分之二，難道不需要有人負責嗎？ 

 

筆者之所以一開始以「馬總統的團隊」概括稱呼是因為無法單一歸咎

於教育部、陸委會、陸生聯招會或哪一個單一單位或個人，因為「開

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的政策是兩岸六十多年以來最為重要的指標性

政策，如果沒有和平，就不會有高等教育的往來。因此這一個政策的

背後意義重大，不是單一部會或是個人可以承擔其失敗的後果。根據

筆者的親身接觸，只能以「痛心」來形容相關部會官員的「無關緊要」、

「本位主義」的思維，看不到政務官的影子，更看不到行政院對此一

重大政策的重視。 

 

第二年招收陸生本科生的制度設計共有九十一所大學計畫招收 1566

名陸生，一直到放榜的新聞稿才公布「有九成的陸生志願集中在十五

所大學」。換句話說，「馬總統的團隊」預見到陸生「很不配合」，

填寫志願太過於集中少數私立大學，導致幾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學

「很沒面子」，教育部與聯招會決定要嚴格執行核定的名額。從預先

可以知道的後果來看，「馬總統的團隊」該作為而不作為的地方太多，

也太明顯；所有的疏失早就可以預見，權責單位卻堅持「依照核定名

額放榜」，既沒有備取設計，也沒有名額留用的空間，更不公布各大

學各學系陸生報名的狀況，也不公布各校系最低錄取標準，讓許多落

榜的考生傳聞滿天飛。 

 



根據最新消息（2012/7/12），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技職教育學術化」，

指出跨部會都必須為此負責。技職院校招不到陸生，卻在新聞稿當中

指出，「陸生家長普遍還是把科技校院的學校比照為大陸的職業院

校，因此在選填志願時還是跟去年一樣，集中在部分學校或某些領域

學系，」筆者不解的是：聯招會的意思是要陸生將台灣的科技院校比

成台大、政大？看來陸生並沒有誤解，監察院的糾正文已經證實技職

教育「技職」與「學術」兩頭空，這是我們該檢討的。 

 

綜合這兩年招收陸生的實際成果，筆者深感痛心。以下綜合執政團隊

的政策與執行的問題，提出幾項重點。 

首先是「為什麼要招收陸生？」執政者必須先釐清此一爭議。是為了

招收一流學生，或是為了兩岸正常交流，還是為了餵飽招不到學生的

後段班大學，把陸生當成「救急」的「肥羊」？從報考研究生限四十

一校畢業才可以，彷彿令人覺得政府是比較有原則的，並非飢不擇

食。可是如果從本科生的申請門檻來看，尤其是第二年的核定招生名

額來看，顯然與研究生的堅持完全不對等。恐怕沒有人可以回答，以

至於整個執行方案完全失靈。 

 

但是政府的高層必須表態，作為開放陸生來台的最高指導方針。筆者

認為上述三者當中，第二種「兩岸高教正常交流」才是對兩岸人民最

有利的。尤其是當大陸限制高考成績二本以上的高中畢業生才能來台

灣，那無異就宣告了台灣的後段班生源沒有指望了。可是實際上來

看，政府官員的作為是「依法行政」，而不是「依最高指導原則」－

「促進兩岸正常交流」作為。寧可預見缺額上千人，也不願通權達變，

既滿足大陸考生的心願，也促進兩岸青年更多的交流。「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有沒有用心思考，在這裡就一目了然。 

 

其次是「不透明」的作為，完全違背聯招的基本精神。如果是各校單

招，各大學可以自行負責；但是聯招就必須要透明，才有公信力。可

是第二年比第一年更糟糕，不但沒有記者會公布研究生與本科生報名

結果，新聞稿也沒有，網頁上也查不到。以至於各大學只知道自己的



學校報名情形，完全不知道全台灣其他學校的報名情形。一直到放榜

結束，才公布榜單，但是研究生部分對於放棄就學的最後結果，聯招

會也不公布。本科生部分也是旺報報導幾所主要大學放棄就學的情

形，也沒有公布全台灣所有大學的資料。 

 

「不透明」更表現在教育部核定各校招生名額的計算公式上，到底是

如何計算出來的？淡江大學只准招收 45人，義守大學可以招收 50

人，銘傳大學可以招收 95人，南台科技大學可以招收 45人？有太多

疑問，圍繞著陸生報名與錄取名額，無法令人心服。更有意思的是，

教育部與聯招會的「創意」，要以「報到率」決定明年的核定名額。

這種想法如果不是故意要給「熱門大學」如輔仁大學、淡江大學等「穿

小鞋」，就是完全不了解大陸的高等教育制度。競爭越激烈的大學，

是兩岸同時在搶好學生，「腳踏兩條船」是人性使然；台灣沒有獎學

金，如果大陸可以上好學校，當然就放棄台灣。簡言之，報到率與競

爭率是成反比，豈有報到率低就減少名額的道理。 

 

根據教育部與聯招會的另外一項「創意」，就是公布錄取新聞稿上，

是以「錄取名額」排序，而不是以「錄取標準」排序，或者是以「錄

取率」排序。因為後兩項都不肯公布，但是第一項被「核定名額」卡

死，完全失去聯招會「大學排序」的意義。舉例來說，輔仁大學與淡

江大學報名志願總數都超過一千，但是核定名額分別是 104與 45人；

可是其他有些大學幾乎是「來者全都錄取」，或者是錄取率很高。這

一些事實陸生都知道，教育部與聯招會故意隱匿「不透明」，有一位

浙江大學教授就笑筆者說：「你們台灣不是很自豪，自由民主與開放

嗎？怎麼這一點比不上大陸？」真的令筆者感到臉上無光。 

 

「陸委會在哪裡？」、「政務官在哪裡？」是筆者針對馬總統開放陸

生來台就學政策執行成效檢討要提出質疑的地方。 

 

顧名思義，陸委會應該重視此一政策，而且應該告訴人民為什麼要開

放，對台灣人民有什麼好處，爭取台灣人民的認同與支持。但是打從



2008年馬總統就任以來，陸委會在開放大陸學生來台政策的執行層

面，公開場合似乎很少出現。更不必說要居於領導的角色。兩岸完全

不對等，因為大陸國台辦例行記者會才會針對陸生來台問題發言，大

陸教育部完全不發言；反觀台灣則是教育部強出頭，陸委會完全退居

第二線。究竟政府體制出現什麼問題？教育部「包山包海」，就連陸

生談戀愛、考駕照、買保險、辦金融卡等都要問教育部。政府的體制

混亂，莫此為甚。這是大陸政策，不只是教育政策，教育部只要負責

把陸生教育好，輔導好，其他部分需要整個政府團隊合作起來才可以。 

 

延續上一個質疑的是「政務官不見了」，通通是事務官層級回應相關

問題。例如第二年本科生放榜之後，缺額過高，許多陸生家長跨海電

話或親自來台詢問「要不要補錄取？」這個問題如果停留在「事務官」

層級，根本毫無機會。但是筆者早在放榜之前就公開呼籲，「放寬招

收陸生名額是自信的表現」，期盼執政者重視。因為這一個問題如果

由政務官來思考，恐怕答案就不一樣。心理學有一派理論「完形心理

學」，基本主張就是「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合」。今天我們看待大陸政

策與兩岸關係，就是要有一定的高度，不可以從枝節來看，不可以因

小失大。沒有想到陸生想要來台灣就學，輔大與淡江等熱門大學也願

意多收，但是政府不但沒有鼓勵，反而成為「障礙」，理由是「依照

核定名額」錄取。想想，何等荒唐？這個時候「政務官在哪裡？」怎

不令人痛心？ 

 

總之，歷史的前進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歷史沒有偶然，今年的陸生「生

不逢時」，他們的「台灣夢」碎了。筆者知道很多人唯一選擇輔大或

者是唯一要來淡江就學，其他大學都不要，筆者真的很感動，那是一

種跨越海峽兩岸的感動，為什麼我們不願意幫助他們來台灣求學？當

有人要來台灣求學，我們都求之不得，更何況都是二本以上的優秀學

生？看到這兩年招收陸生的各種錯誤、本位主義與官僚作風，筆者深

感無助與痛心，如果台灣原地踏步，如何面對子孫？這一些事實高層

知道嗎？馬總統知道嗎？請相信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我們

政府讓對岸太多青年與家長失望了。未來會更好嗎？誰也不敢說。 



備註：台灣招收大陸本科（大學）生簡要說明 

目前的規定是，限擁有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

六省市戶籍的高中畢業生才可報名，每人最多可填報五個志願。申請

者必須參加當年高考(大專聯考)，且成績達到「二本線」以上才受理，

「三本線」或「專科線」都不受理，台灣將會退回報名費。 

 

大陸共有 31個省市、自治區，高考全國統一在每年六月七到九日舉

行，但並非全部統一命題。台灣開放招收的六省市就全部都是「自主

命題」， 所以無法直接進行「分數比較」。此外，大陸 31個省市的

分數線規定也很複雜，基本上各省市自主權很大，中央無必要統一。  

 

台灣連續兩年招收大陸本科（大學）生作法都「不透明」，今年開始

限「二本線」以上才錄取，報名人數反而增加 603人。最多前三名:

輔仁大學(約 1810志願數)、 淡江大學(約 1065志願數)、銘傳大學(約

600多志願數)。但是聯招會都不公布全部資料, 上述資料是旺報

(2012/6/20)的報導，如今錄取卻不增反減，淡江大學錄取人數 20

人，其錄取率堪稱全台數一數二--要看學系;但是聯招會也不公布錄

取率，只公布錄取名額，以致淡江與金門大學還少一位，金門大學錄

取 21位;期盼政府可以「補錄取」，總數才一千多人報名，比起去年

北北基聯測數萬名改分發相比，容易太多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