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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從教育交流開始做起  
社論專載

 

新政府自上任以來，就非常重視選前的承諾，其中包括開放大陸學歷採認以及大

陸學生來台就學，因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相關理念，希望能促進兩岸高等教育正常

交流，吸引大陸優秀學生來台就學，並期藉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辦學水準。在新政府

的督導下，教育部與相關部會也積極規劃與準備，希望最快能在下一個學年度開啟兩

岸高等教育交流的新頁。

 

　　我國在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八十年成立大陸委員會，並且在八十一年通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其中第二十二條明文規定兩岸人民的高等教育學歷採認事宜由

教育部另訂之，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才正式有了法源。回顧過去近二十年來，雖然在李

前總統任內的教育部長吳京曾經在民國八十六年公布「大陸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並且附帶公布七十三所採認的大學名單。當時的規劃對於大陸學歷採認採取「三階

段論」：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公布之前就去大陸就學者一概不予採認；在「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公布之後一直到「大陸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公布之前去大陸就學者

，給予兩次檢覈機會；在「大陸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公布後才去大陸就學者，則必

須先報備，而且要在規定的七十三所大學就讀，將來畢業才可以有檢覈的機會。但是

這個辦法始終沒有實施，吳京部長也很快就下台，全案停留在原點。

 

　　由於前後兩位總統帶領下，對於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正常交流一直採取比較保留

的態度，不但開放大陸學歷採認遙遙無期，更無法論及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直到

新政府上任後，才真正開始積極推動起來。不論是從高等教育辦學素質的提升，兩岸

關係的改善以及國內高等教育生源下降的壓力而言，我們都支持開放大陸高等教育政

策的理念，也深信這是當前對國家與社會、對高等教育發展最為有利的作法。

 

　　長期以來，本校在「國際化」的辦學方向之下，與中國大陸大學的交流起步早就

開始，並且成效卓著。雖然政府還沒有開放大陸學歷採認以及大陸學生來台就學，而

本校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的「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推動本校與大陸的高等教育

學術交流不遺餘力。每年有很多本校教師赴大陸出席研討會與發表論文，出席學術活

動等等，同時也有許多大陸學者應邀來本校短期講學、訪問與研究。包括國際研究學

院、商學院、教育學院等等都與大陸重要學術機構合作，分別在兩岸舉辦學術研討會

，增進兩岸學術交流。近年來更擴大到學生交流，本校也將甄選學生到復旦大學等重

點大學進行為期長達一年的學習。此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合作計畫，使本校與大陸

的高等教育機構「互助、互利」，創造雙贏。

 



　　面對未來政府將要開放兩岸大學學歷教育的正常交流，本校除配合政府政策外

，並且應當及早因應。在開放大陸學歷採認方面，對持大陸學歷者前來應徵教職，以

及是否對大陸發布本校師資招聘訊息等，皆值得留意；在開放大陸學生就讀方面，包

括開放招生的系所、名額分配、招生工作、資料審查、入學輔導、心理與課業輔導等

等，亦必須由各單位及早準備，才能夠減少可能出現的問題。總之，兩岸高等教育正

常交流是邁向兩岸和平的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懷抱著期待與肯定的態度，迎接

這一歷史性時刻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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