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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緣起 

國內大學受到少子化的衝擊，生員不足嚴重，大都著眼於招收國際生入學以

補缺額。兩岸關係尚佳時期，每年招收陸生續有成長，但在兩岸關係欠佳時，中

國大陸凍結陸生入臺升學及交流，政府和學校只好強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做為因

應。新南向國家學生，包含有東協十國、南亞六國及大洋洲兩國。其中更受注目

的是開設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簡稱產學班或專班）招徠學生，使得新南向國家學

生達到 3.5 萬人之多，逼近陸生在臺總數 3.7 萬（TVBS，2018.5.2；聯合報，

2019.5.9）。學生反映該班可半工半讀，又可學中文，提高未來的就業力和薪資，

是他們來就讀的理由（聯合報，2019.5.9）。 

過在這肯定的聲音外，陸續傳來外籍生淪為黑工的消息，立委召開記者會披

露，媒體追蹤報導。2018 年 10 月，爆發康寧科大透過仲介「免費就學，打工賺

錢」的口號，招攬南向國家外籍生來台就學，學校協助簽證，並和廠商簽訂實習

合約，不料學校和仲介產生糾紛，學生被帶到其他工廠工作，淪為黑工（風傳媒，

2018.11.7）。該校宣稱校方確有行政疏失，但對非法打工之事不知情。2019 年 3
月，立委又以記者會指出苗栗育達科大涉嫌與仲介合作，招攬菲律賓籍學生來臺

攻讀碩士，卻私下強迫學生簽訂非法打工契約，如果拒絕就依約退學，嚴重違法，

要求教育部嚴格徹查（中央社，2019.3.4；國立教育廣播電台，2019.3.4）。同年

（2019）9 月，教育部組成專案小組查處專班學生非法打工案時，查到康寧的案

外案，有 36 位學生涉非法入學（今日新聞，2019.9.9）。 

二、問題討論 

(一) 問題性質   

2016 年教育部（2017.7.21）訂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

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旨為鼓勵技專校院配合政策，辦理產學班，以新南

向國家為對象，擴大招收國際學生。政策重點是產學連結、學校特色、技術實作、

實務課程及產業發展等方面。 各技專校院為拓展生源及爭取政府發給的專班補

助費，積極配合，有的是為了衝高註冊率，避免被列入專案輔導學校或退場名單。

問題出在大部份學校平常未經營新南向國家的教育市場，又乏政府外交奧援，要

在有限時間內招滿學生，乃用移工人力仲介牽線。他們往往對外宣傳來臺灣「可

打工兼留學」，又可「改善家境及拿到學歷」，學生抵臺後扣留護照、逼迫其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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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償還仲介費，藉以謀利。仲介、學校與產業三方連手，利用規定的漏洞，讓

外籍生每周超時打工，弱勢學生任憑宰割，而產生嚴重問題。（鏡週刊，

2018.12.27）。大部分錢是仲介拿走（每月從學生薪資扣除兩千元），學校從中扣

除 1.1 萬元學費，學生不從，就會被迫退學。由爆發的事件來看學士、碩士專班

全都淪䧟，學生來臺留學，工作為先，學習其次，且工作性質與所學學系南轅北

轍。 

(二) 教育部的處理 

教育部的產學班政策，乃是政府教育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環節，預計新南向招

生每年成長 20%，108 學年時達到 5.8 萬人（中國時報，2018.12.25）。到 106 學

年止，招到新南向國家學生數已超出原訂的 4.03 萬人。可見這個政策以衝量為

目標，未顧及品質問題。專班事件發生後，令人反覆思考這個政策對嗎？有無必

要繼續衝量呢？再則這些學生喜歡打工賺錢超過學習，大學也認為賺不到這群學

生的學雜費，有的不願再花精力去招馬來西亞以外國家學生。 

教育部處理產學班的問題，採取學生受教權優先的立場，學生想繼續就讀則

協助轉學，成立外籍生中、英、越及印尼四種語言的服務專線，監督及視察各校

外籍生就學情況。教育部對出問題的學校，祭以限期回覆、裁罰董事會和校長、

勒令學校停招境外生、停發獎補助款，禁止各校利用違法仲介招生，要求各校信

守招生宣傳的住宿和獎學金承諾、清查及處理違法工讀情形（中央社，

2018.11.14a, 2019.3.4）。教育部也依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要求，組織調查

小組，無預警到大學調查，以監督並發掘違法情事。 

在產學班事件之後，我國高教聲望受損嚴重，印尼公開宣布不再讓 18 歲中

學畢業生來臺求學。教育部乃修改策略，於本年上半年起試辦二技專班，由印尼

政府篩選並推薦滿成年優秀專科畢業生，臺灣這邊由科大提供免學費獎勵（自由

時報，2019.6.9）。試辦後發現，這批學生程度好、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強，學校

省派人去海外招生之苦，還產生外交效益。若持續試辦成效夠好，未來將擴及其

他國家。 

(三) 監察院的糾正 

產學班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各界批評聲浪此起彼落。監察院針對教育部自

106 學年度開辦產學班，以臺灣高等及技職教育之專業，協助培育新南向國家青

年學子之政策及其執行，提出糾正案（今周刊，2019.8.6；鏡新聞，2018.11.6）。
根據監察院（2019.7.23）的調查報告，糾正焦點主要有三項。其一為痛批教育部

未建立相關招生規範與策略，造成外籍生誤解來臺可免學費讀大學又可打工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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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未確實督導參與計畫的大學做好招生工作。其二為未釐清新南向學生來臺後

的實習與工讀，專業與技術實作之政策目標失焦，令外籍生淪為「學工」、「廉價

外勞」，爭議不斷，嚴重傷害臺灣高教與國際形象。其三為招生多集中於極少數

國家及地區，造成學校彼此間相互競爭搶學生，傷害我國高等及技職教育品牌，

更損及我國國際形象。 

監察院（2019.7.23）也指出，新南向產學班學生來源高比率集中於極少數國

家，越南和印尼合計 2,494 人，佔總數 3,158 人之 98.2%。該產學班開辦後，學

校特別空出時段不排校內理論課程，便於廠商統一安排學生工讀。且該產學班學

生於同家廠商從事校外實習及工讀者甚為普遍，調查發現產學班校外實習人數計

有 1,434 人，其中多達 1,424 人係於同家廠商工讀。 

(四) 其他批評 

該產學班還受到重量不重質、學術含量低的深層批評，質疑該班學生在工作

賺錢之外，學不到什麼。評論者指出，專班之開設是用重金鼓勵，短期內招到許

多學生，五天工作、一天上課、一天休息，到課率欠佳，學系和實習內容相去甚

遠，企業把學生當作業工看待（中國時報，2018.12.25）。這個政策的後果是讓學

生學習變成次要，學生被剥削，用以廉價地填補企業缺工，也導致臺灣高教學位

氾濫、惡名昭彰（自由時報，2019.6.9）。 

該專班設計成移工的模式，更受到批評。第一年工讀可有 20 小時，第二年

實習可有 40 小時，等於是五天工作，為何不把外籍生規劃成知識和技術學習的

模式（黃偉翔，2019.3.8）。評論者且指出解決之道應加強監督，由教育部和勞動

部主動進行勞檢。專班辦理的學校一定要負起責任，絕不可抛棄教育本質，把學

生的利益賣章。各校找廠商，談薪資，必須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不得放任廠商要

求外籍生加班，出事了自然要負責。再則，科大端缺乏正確辦學理念，誤用實習，

向產業推消外籍生比移工更可做骯髒、危險與輪班工作，工作配合度高且喜歡加

班，成本比移工低，辦學遊走灰暗地帶。學校自身成為仲介，輸送四十億補助經

費給企業。這些不當的觀念和作為一定要改正過來。 

以該專班進行國際生教育，宜考量國內外大學學士、碩士教育的本質和標

準，課程固可多元，但品質和標準必須一致，且學士班和碩士以上班次的要求，

需有所區隔。此次專班的開設，其教育品質和標準備受質疑，有必要檢討改進，

否則學生在臺灣沒學到該有的知能，輕易拿到學位，大家都會受到嚴重傷害，教

育決策和實務工作者豈能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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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建議 

(一) 調整教育新南向政策，回到以專門人才培育為主 

新南向教育政策目前以類似移工的模式在運作，看起來像是缺工之替代。此

模式宜加以調整，指向中高階專門人才培育，兼顧實務必要的基礎知能之學習和

實習，學生畢業後取得學位相當之學力，歸國後才能成為國際社會有用的人才。 

(二) 專班教育宜由重量改為重質的方向  

專班政策導向於快速增加南向國家之學生量，教育目標及對應的課程教學徒

具虛名，需要趕快調整以提高教育品質及實現教育目標。政府必須重視短期內專

班學生快速成長，開辦學校的師資、課程、教學、輔導等條件，應具備充分和優

質的水準。校外實習必須對應於課程內容，當然不應大量集中於少數企業。 

(三) 更應鼓勵正規招生的教育模式而不是專班模式 

專班開設宜考量正規班的能量，也要考慮正規班辦學條件。招收專班學生，

應具備的教育條件應確實檢視，避免學校用現有條件大量招收專班學生，連累正

規班學生之教育品質。專班模式辦學，不能只看優點，對於缺點也要檢討，招生

辦學絕對要量力而為。以正規班次按部就班培養學生才是正道。 

(四) 嚴格禁止各校經由仲介招生及抽成 

把國際招生當成生意做的仲介方式，弊端重重，應予杜絕。學校招生應由學

校自己辦理，或透過校際合作及國內組成的國際招生組織協助，政府包含教育部

及其他各部會應提供必要協助，且要有效地監督學校之運作。 

(五) 專班之核定及監督宜更加審慎 

教育部應更嚴格地審查該專班的開設，對於專班課程的審查也要更加深入，

包含專班的教育目標及課程開設的一致性如何，校外實習和校內授課的配置是否

合宜，校外實習如何監督和指導，學生工讀之定義為何及如何把關，學生自學及

課外生活時間如何輔導。這些都要檢視，且於專班核可後，必須不定期進行抽訪。 

(六) 訂定大學國際生教育指標納入專班核可審查之依據 

要開辦專班實施國際生教育的學校，也應經過國際生教育指標基準之篩選，

合乎要求者始同意其開班招生。瀕臨退場及其他未具備國際生教育條件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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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排除其國際招生之資格。此一標準當然應適用於專班外的其他國際生教育。 

(七) 針對專班招生及修課實習輔情形進行研究分析 

專班開設核可之審查不能只看到書面資料，實際運作情形及其中之修訂和執

行成果，有待蒐集資料分析，發現其中之問題加以處理。以該專班一年四十億經

費來看，宜保留其中部分經費做為研發考核之用。研究分析結果亦宜對社會公

開，以便大眾共同監督。 

(八) 宜將專班招生納入國際生之教育統計 

教育部國際學生來臺就學之統計，可看到 2009 至 2018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

位生和非學位生成長達三倍之多(教育部統計處，2019a, 2019b)，看起來是過度

成長，專班的開設有必要考慮學校能量。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在教育統計上卻

難找得到資料，有待蒐集納入，做為國際招生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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