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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生的入學日趨重要且具有挑戰性。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大學必須建立更

為國際化之學生組成，這正是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之情況（Amirali, & Bakken, 

2015）。招收國際生是全球化高等教育機構和促進校園多元性的重要因素。國際

生不僅為大學的文化和多元人才作出貢獻，還可帶來經濟效益。他們的學費和生

活費通常有助於經濟上支撐大學。在預算減少的時代，許多大學正面臨吸引高素

質學生之激烈競爭，且能同時維持課程的品質和效益（Amirali, & Bakken, 2015）。

本文從國際觀點分析國際生招生策略並進一步提出對精進臺灣國際招生之啟示。 

二、招收國際生之重要性和原因 

(一) 招收國際生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近幾十年來的全球趨勢。隨著世界日益緊密相連，高等

教育機構在促進國際了解和合作的角色上變得更為重要。招收國際生是國際化過

程之一項要素。McKibben（2018）研究指出高等教育機構的本地招生人數下降和

教育經費減少，迫使這些機構尋找替代之收入來源，國際招生因國際生可為校園

帶來的教育、文化和經濟效益而受到關注。McKibben（2018）之研究有三個重要

發現為：(1)從國際生招生的角度來看，國際生對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性在於可帶

來經濟、文化和教育之利益；(2)國際生對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地方、州、國家經濟

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3)高等教育機構在招生標準和招生管理計畫上需要相關

積極措施，以確保招生學生之素質。 

1. 經濟影響（Economic Impact） 

招收國際生最直接和具體的好處之一是對高等教育機構之經濟影響。國際生

在許多國家支付的學費高於國內學生，這有助於為大學創造收入（Levent, 2016）。

此外，他們通常透過住宿、飲食、交通和其他生活費用對當地經濟產生貢獻。根

據 NAFSA（2020）的一項研究，2019-2020 學年，國際生為美國經濟貢獻超過 390

億美元。 

2. 多樣性和跨文化交流（Diversit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招收國際生可透過增加文化和多元人才豐富校園環境。接觸不同的觀點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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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對所有學生都有益處，促進更具包容性和全球化之學習環境。還可以提供跨文

化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這在當今全球就業市場中是不可或缺之技能（Rose-

Redwood, 2010）。 

3. 構建全球網絡（Building Global Networks） 

完成學業後，國際生通常會回到自己的祖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校友網絡對大

學很有價值。這些校友可以擔任學校招生大使，幫助招收新的國際生，建立研究

合作，並在全球範圍內提高機構之聲譽（Pandit, 2009）。 

(二) 招收國際生之原因 

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對國際化，尤其是國際生招收感興

趣，有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增加機構的收入、獲得國際地位、增加多樣性，

以及根據國家、機構類型和市場地位的認識而有所不同。高等教育機構朝向全球

化和國際化邁進背後的三個動機因素（Gök & Gümüş, 2018）：(1)商業化（將國際

生視為一個收入來源）；(2)創建無國界的國際學者社群（無國界的社群）；和(3)增

加多樣性。營利型大學主要關注第一個原因，因為將國際生視為收入來源或廉價

的勞工，其他大學也關注國際生對聲譽、發展和多樣性，以及財務激勵的影響。 

三、招收國際生的挑戰與障礙 

(一) 招收國際生的挑戰 

儘管招收國際生可提供眾多好處，但高等教育機構在過程中面臨一些挑戰。 

最常觀察到的挑戰包括（Amirali & Bakken, 2015）：國際生抵達前後的溝通、

語言障礙、尋找住宿、適應新文化、獲得適當的財務支撐，以及融入教育體系（課

程）。 

1. 簽證和移民法規（Visa and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複雜的簽證和移民法規是主要挑戰之一。國際生需要獲取適當的簽證才能在

外國學習。這些法規可能令人困惑且經常更改，這使大學需要保持最新訊息並為

其潛在學生提供指引（Bordoloi, 2015）。 

2. 競爭（Competition） 

對高等教育的全球需求正加劇吸引國際生的競爭。大學必須區分自己與競爭

對手，並提供足以吸引的原因，使學生選擇其課程（Weeks, Filion & Luna,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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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和文化障礙（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語言和文化障礙可能是阻礙吸引國際生的重要障礙。潛在入學學生可能會對

在不懂母語或對當地文化不熟悉的國家學習而感到猶豫（Abdulai, Roosalu & 

Wagoner, 2021）。 

4. 財務考慮（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學費、生活費和醫療費用的成本對許多國際生而言可能是阻礙。獎學金和財

務資助之普遍取得機會，對高等教育就讀學生非常重要（Mesidor & Sly, 2016）。 

5. 國際行銷（International Marketing） 

有效的國際行銷對於觸及潛在學生甚為重要。大學需要投資於能夠觸及國際

接收者並傳達其特色之行銷策略（Wu & Naidoo, 2016）。 

(二) 招收國際生的障礙 

招生的障礙可分為三類，亦即學生人口統計、政治和經濟（McFadden, Maahs-

Fladung & Mallett, 2015）： 

1. 國際生的人口統計特徵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變化，國際生的人口統計特徵直接影響招生和留校繼續攻

讀計畫（McFadden, Maahs-Fladung & Mallett, 2015）。來自中產家庭的傳統年齡學

生成為許多國家之主要國際生團體。由於這些攻讀學士學位的年輕學生，他們通

常不確定想要的學習領域，這使得招生工作變得較為耗費人力。國際研究生對專

業和機構選擇則較為明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通常會為招生人員帶來障礙，例

如美國是一個社會和宗教寬容的國家，但許多其他國家則較不開放。性別角色、

宗教實務和道德價值觀之不同可能會在國際生考慮出國留學時有負面的情緒。例

如，宗教保守派可能會對異性教師和混合宿舍感到不舒服。 

2. 政治障礙 

在美國，包括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實施的嚴格政府政策和法規。國

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HS）和隨後的學生和交換訪問者系統（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 SEVIS）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的，最初對進入美國

的國際生產生影響。SEVIS 是一個基於網絡的資料收集和報告系統，用於監控國

際生和交換訪客的入學狀況。國際生的入學人數在 2003-2004 學年首次下降

2.9%，並且由於 SEVIS 的限訂，國際生不再願意申請進入美國的機構。但自 2006

年開始，國際生人數則每年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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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障礙 

可以進一步分為機構和/或全球。機構障礙可能包括不足的大學部獎學金和

可用的財政資助、國際生的學費增加，以及國際生的州外學費成本、招生人員的

海外差旅預算有限、與聯邦合規法規相關的工作量增加，以及人力資源未能因應

變化的學生人口。其他國家已認識到為經濟發展需要招收國際生，並提供獎學金

作為激勵措施。除上上述之外，2021 年以來新冠疫情（COVID-19）亦造成全球

高教國際生流動之障礙，所幸現在疫情之後此一障礙已逐漸消失。 

四、招收國際生的策略（Recruiting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根據綜合經驗和專家分享的招生實務，Choudaha, Chang & Kono（2013）建

議一個強調科技、合作夥伴關係和研究互動的回應策略架構（圖 1）。為實現最佳

的招生成果，高等教育機構應當同時採用此三項關鍵實務，以實現積極和高效的

招生成長。在這個架構內，透過在招生過程中衡量和調整招生措施，來優先考慮

使用的有效措施，以及運用更具成本效益的策略。同樣地，合作模式可以擴大透

過社群媒體和面對面溝通放大效應之正面口碑，以增加對潛在學生的接觸。 

 
圖 1 回應策略之交互作用（The Interplay of Responsive Strategies） 

資料來源：Choudaha, Chang & Kono, 2013, p. 14 

為了以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國際招生目標，而不妨礙國際化理念，高等

教育機構需要瞭解當代的國際大學部學生群體之選擇大學決定過程、需求和偏好

（Choudaha, Chang & Kono , 2013），例如地點、父母、支援服務，以及社群媒體

口碑。他們的流動模式和偏好也不同於國際研究生。高等教育機構不能單純地將

針對招收研究生設計的實務擴展到這個獨特且新興的大學部學生群體。採用與學

生需求相符的回應性機構策略和實務：國際招生策略只有在與目標學生群體的具

體需求和偏好保持一致時才能有效且永續。積極主動的大學和學院可以透過發展

內部能力，並實施一個基於科技、合作夥伴關係和研究之間的交互作用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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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應資金充足的國際大學部生之增加。 

Gök & Gümüş（2018）層探討土耳其大學對國際生的招生政策和策略。指出

隨著世界各地的大學競爭學生流動市場的人數，土耳其大學一直在努力措施吸引

來自各國的學生。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土耳其大學使用國際上大學常用的策略，

包括參加展覽和活動，透過科技、網絡和社群媒體進行宣傳，以及使用代理商。

然而，土耳其學校還開發其獨特的機制，如拜訪當前國際生的父母、高中訪問和

夏令營。具體而言，以下是六項常見之招生策略（Gök & Gümüş, 2018）： 

1. 參加國際教育展覽和活動：土耳其的大學使用參加國際展覽和活動作為招收

國際生的一種策略。 

2. 使用媒體和科技進行廣告宣傳：土耳其的大學透過網站、社群媒體和線上平

台等方式進行廣告宣傳。 

3. 與招生代理合作：土耳其的大學與招生代理機構合作，透過他們的幫助來吸

引國際生。 

4. 使用過去和現有的國際生作為招收代理：一些土耳其的大學利用他們現有的

國際生來宣傳和招收新的國際生。 

5. 與目標國家的學校合作：土耳其的大學與目標國家的學校進行高中拜訪或發

送宣傳資料。 

6. 邀請國際生家長參觀和舉辦特殊活動：一些土耳其的大學邀請國際生的家長

參觀學校，或者舉辦針對目標學生群體的特殊活動，如夏令營等。 

這些策略是土耳其大學吸引國際生的主要方法之一，並且這些策略在全球的

大學中也常被使用。 

除了上述之外，為因應挑戰並充分利用招收國際生的機會，大學採用各種策

略。 

1. 建立國際辦公室（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Offices） 

許多大學建立專門的國際辦公室或部門，以協調和簡化國際生的招生過程。

這些辦公室通常提供簽證指引、學術輔導和文化支援服務，以幫助國際生融入機

構的學術和社群生活（Briggs & Ammigan, 2017）。 

2. 線上存在（Online Presence） 

在現今數位時代，線上存在甚為重要。大學可以創建資訊豐富且足以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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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和社群媒體檔案，以展現課程、校園生活和整體學生體驗。這種線上存在應

該提供多種語言版本，以迎合國際接收者之多元需求（Rijt, 2021）。 

3. 有針對性的招生會展和活動（Targeted Recruitment Fairs and Events） 

參加國際招生會展和活動允許大學直接與潛在國際生互動。這些會展為大學

提供一個平台，以展示其課程、回答問題並與潛在申請人建立關係（Green & Koch, 

2015）。 

4. 獎學金計畫（Scholarship Programs） 

為減輕財務擔憂，大學經常向國際生提供獎學金和財務資助計畫。獎學金可

以基於學術成績、財務需求或二者結合而設立。這些計畫可以幫助更多學生獲得

資助（Schröder, 2014）。 

5. 交換計畫（Exchange Programs） 

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伙伴機構建立交換計畫可能是吸引國際生的有效方式。這

些計畫允許學生在國外學習一個學期或一年，可以在機構之間創建互惠關系

（Llewellyn-Smith & McCabe, 2008）。 

6. 校友參與（Engaging Alumni） 

校友可以在招生國際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大學可以運用其國際校友網絡來

宣傳其課程並分享他們的積極經驗。校友可以擔任學校招生大使，協助新的國際

生，並成為他們的諮詢導師（Agbonlahor, 2023）。 

7. 文化和語言支援（Cultural and Language Support） 

為因應語言和文化障礙，大學可以提供語言課程和文化導向課程。這些措施

有助於國際生適應新環境，並在學術生涯中感到較為自在（Michelotti, 2009）。 

8. 與教育代理合作（Collaboration with Educational Agents） 

許多國際生依賴教育代理或顧問來指引他們完成申請過程。大學可以與聲譽

良好的代理合作，擴大覆蓋範圍，並為國際生提供準確的訊息和支持（Hulme,, 

Thomson, Hulme & Doughty, 2014）。 

9. 增進研究合作夥伴關系（Research Partnerships） 

與其他國家的大學和機構建立研究合作夥伴關系也可以吸引國際生。有機會

與知名教師一起參與尖端研究項目對於尋求研究機會的潛在學生而言可能是一

個重要吸引因素（Harder, Windenbach & Ross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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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促進國際化（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要建立一個全球化機構的聲譽，大學應積極宣傳國際化作為一項核心價值

觀。這包括將國際觀點整合到課程中，鼓勵教職員工作和學生交流，並在整個機

構中培養全球化思維（Cantu, 2013；Rosyidah & Rosyidi, 2020）。 

五、個案研究 

Ozturgut（2013）指出最佳實務的三個重點是：提供學術支援和利用校園資

源，包括提供學業支援和利用校園資源，以幫助國際生適應學習環境和課程要求。

參加和參與國際教育會展和招生活動，以吸引和招收國際生。與其他機構合作，

包括與非營利機構、高中、政府機構和其他大學合作，以吸引和招收國際生。在

實務中的應用，有一些成功招生國際生的大學的案例研究。 

1. 墨爾本大學 

澳洲的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在招收國際生甚為成

功。該大學設有專門的國際事務辦公室，提供多種服務，包括簽證支援、學術諮

詢以及文化支援服務，以幫助國際生融入該機構的學術和社群生活。還為國際生

提供多種獎學金，根據學術成績，進一步激勵申請。該大學強大的線上存在，具

有多種語言版本的網站和活躍的社群媒體檔案，有助於與國際接收者建立聯繫。

此外，墨爾本大學與一個教育代理網絡合作，並與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機構建立

交換計畫（Hawthorne, Minas & Singh, 2004）。 

2.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BC）

致力於國際化。UBC 提供眾多的獎學金機會，包括「國際領袖獎學金」，該獎學

金表彰優秀的國際生並提供財務支撐。UBC 積極參與其校友，其中許多是國際

生，以宣傳該大學的課程並指引新生。該大學與世界各地的機構建立廣泛的研究

合作夥伴關系，吸引尋求研究機會的國際生（Wylie, 2020）。 

3.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擁有全面的招收國

際生策略。NUS 提供各種獎學金機會，包括「NUS 全球優秀獎學金」，涵蓋學費

和生活費的費用（Collins, Sidhu, Lewis, & Yeoh, 2014）。 

基於上述可知，成功大學招收國際生的關鍵：提供多元獎學金、校友參與、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提供全面支援，如簽證、學術和文化支援。除上述之外，

Ozturgut（2013）討論美國校園上國際生人數的增加，以及在招收和留住這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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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面需要的最佳實務。提到國際生對國際化非常重要，他們在校園上的存在非

常重要。強調美國的國際生人數正在成長，以及國際生對美國經濟數十億美元之

貢獻。然而，亦指出美國在招收和留住國際生方面缺乏全面的國家政策。並認為

許多學校在錄取國際生時並不完全解他們的目的，以及他們在學校中的適應情

況。該研究旨在透過探索擁有大量國際生的特定學校的做法，確定在美國的校園

上招收和留住國際生的最佳實務方法，而且提供成功的國際生招生工作的例子，

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和教育代理人的使用。該研究的結果可以為其他學校和政策訂

定者提供關於美國國際生計畫的優點和缺點的訊息。美國大學校院日趨意識到國

際生對於其國際化努力措施的貢獻。在招收和留住國際生時，其關鍵在於能夠「在

參與互動的個體之間有效地建立關聯和溝通，即使這些個體之間沒有共享相同的

文化、種族、語言或其他重要變項」。此調查亦顯示，國際生在美國校園的存在

意義重大，這些學院提供最好的服務，使這些學生感到受歡迎。國際生不僅是這

些大學校院為他們提供的服務的接受者，而且還是相互受益的合作夥伴。然而，

缺少的是首先需要訂定一項國家國際生招收政策，因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

生可能會選擇其他目的地，比如澳洲和英國，這些國家採取「有針對性的招收措

施」。其次，為利用國際生的經驗，使他們在返回自己的國家時擔任大使，他們

在接待院校中接受到最好的服務非常重要。這尤其重要，自從 9/11 攻擊事件以

來，需要重新建立與世界各地國家的關係，以改善美國之形象。 

六、對精進臺灣國際招生之啟示 

根據本文之探討以下提出對臺灣招收國際生之五項啟示： 

1. 提高國際生的多樣性和跨文化交流 

招收國際生不僅豐富校園的多元性，也促進跨文化交流和了解。學生們能夠

在課堂和校外場合接觸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同學，這有助於擴展他們的視野，增進

對世界的了解，並培養跨文化溝通和合作的技巧。同時，這種多樣性也可以為研

究和學術領域帶來新的觀點和想法，以促進創新和知識交流 

2. 擴大國際招生策略並與教育代理合作 

為了吸引更多國際學生，高等教育機構需要訂定綜合的國際招生策略。這包

括發展多元宣傳和宣傳管道，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社群媒體和網站是

有效的宣傳工具，可以用來展現課程、校園生活和學生成功故事。還有與優質的

教育代理合作也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因為這樣可以擴大對潛在國際學生的接觸面，

提供準確的申請和入學訊息，並提供需要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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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財務資助和獎學金機會 

許多國際學生面臨經濟障礙，因此提供財務支援和獎學金機會是吸引他們入

學的關鍵。這些支援計畫包括學術獎學金、需求本位之財務資助，或者是其他形

式的援助，例如兼職工作機會或校內工作。這些計畫不僅可幫助國際學生負擔高

等教育費用，還可鼓勵他們選擇臺灣作為攻讀學位之目的地。 

4. 解決簽證和移民法規的問題 

國際學生往往需要處理簽證和移民法規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繁瑣和困難的

過程。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提供準確的簽證和移民法規指引，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

申請和入學程序。機構還可以提供支援，以處理在臺灣的居住和學習過程中可能

出現的簽證相關問題。這種支援可以包括提供簽證延期的建議、處理文件和申請

程序，以及協助應對可能出現之緊急情況。 

5. 加強國際行銷和校友參與 

有效的國際行銷對於提高招生效果至為重要。高等教育機構可以透過宣傳課

程、研究成果和學生生活來吸引國際學生。在行銷方面，使用多種語言版本的官

方網站和活躍的社群媒體平台，以便與全球潛在學生建立聯繫。此外，校友參與

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校友可以成為學校的招生宣傳大使，分享他們的成功故事，

指引新的國際學生，並在招生活動中參與。校友網絡的積極參與有助於建立更緊

密的社群，以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前來就讀。 

總之，以上這些啟示提供一個全面的架構，以協助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訂定

更好的招收國際學生策略。這將有助於提高成功招生的機會，並進一步推動臺灣

之國際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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