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專院校意願與選校決策之研究

林益豐、姚惠忠

E-mail: 9605046@mail.dyu.edu.tw

摘 要

　國內近年來人口出生率降低，在學人口數亦逐年遞減，加上台灣加入WTO後面對世界各國名校強大競爭壓力，教育市

場機制呈現汰弱留強的局面。2002年8月首次實施大學分發入學新制，即出現部份大學招生嚴重缺額的狀況，此問題未來

將會日漸嚴重，甚至危及到學校的生存。因此，台灣的大專院校如何提升競爭力，為學校招生不足額的窘境現況，開闢一

條可能的生存之道，更顯迫切與重要。 本研究擬以目前大陸學生來台研究動機中，加以推論大陸學生未來可能來台的就讀

意願；及從訪談者在台的實際感受，來探討可能的選校因素。於2005年8月，透過研究者及受訪者的人際關係作下線的滾

雪球抽樣方法，針對短期來台的大陸學生做深入的訪談。藉由訪談資料歸納出台灣教育環境的優劣勢，以做為兩岸教育開

放時，台灣大專院校爭取大陸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時之參考。 希冀從本研究發現提供台灣大專院校相關招生策略的建議，做

好吸引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的準備，以利學校本身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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