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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前往大陸地區留學已蔚為風尚，惟兩岸在社會結構、意識型態、

教學環境與制度等存在顯著的差異，使得台籍學生必須分心解決適

應的問題無法專注於學業。年輕學子在選擇留學之路時，必須要事

先加以審慎考量前進大陸所可能遭受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赴大陸地區留學所遭遇的困難 

根據台灣留學大陸青年學生發展協會2003年的網路調查顯示，

台灣留學生到大陸求學面臨到的困難主要有：台灣的學歷採認問題，

占9%；畢業後的就業問題、衛生習慣的差異，占8%；住宿問題，包

括校內宿舍簡陋昂貴與在外租屋不易，占7%；飲食習慣不同、學校

管理不當、上網不便、台胞的受騙經歷，占5%；其他有學費太高、

辦理簽證困難、天然氣候差異、與本地同學的相處問題、長距離戀愛、

想家、政治環境不同，言論尺度的差異、大陸人士的民族情緒和敵意、

治安問題、假學歷、仲介糾纏不清、學校的軟硬體設備不佳等。 

出國留學本是開拓眼界、學習新知的趣事，但若在生活習慣大不

相同的外地，周遭的人事物都得重新適應，尤其在大陸的留學生，還

要遭受民族情緒的特殊眼光，就像生活在夾縫中一樣，那種苦不堪

言、寄人籬下的感覺，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理解，也才更能體會

民主社會的自由思想可貴之處。 

行事作風及價值觀之差異 

「來者是客」為中國傳統的美德，但在相互競爭的狀況與學校負

責台灣留學生老師的疏忽下，似乎不是如此；對於台灣留學生的意見

與困難，不能站在一個較開放與理性的立場去面對問題。而中國大陸

學校制度的僵化也使得台灣留學生無法適應，遇到問題，從發生到解

決都需要很長時間，在被動依循校規與行政流程的環境中，台灣留學

生面臨困難時，往往缺乏適當、即時的解決方案，即使有關單位了解

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往往仍維持官僚作風，導致問題惡化，影響台生

權益。例如：在同樣的師資與教育環境下，學費及住宿費與當地學生

有所差異(平均貴了一至二千元)，付較高的代價，卻沒有得到應有的



權益，若真的發生問題，權益受損的台灣留學生又該往何處投訴？ 

其次，就意識形態的角度而言，舊有的國家思想使得大陸人民慣

於接受命令指示而不加以判別，與台灣自由思考的民主環境有著顯著

差異。近年來，由於兩岸問題的懸而未決，使得大陸人民對於台灣問

題的態度充滿了民族情緒和敵意，由於存有成見，台灣留學生若沒有

相當的成熟度而受其影響，則容易在價值觀念上產生混淆，出現認同

危機。 

學歷認證問題 

再者，若從台灣教育產業供需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擁有許多國

際知名的重點學府，若是突然開放，則有可能影響本國教育環境，例

如：衝擊到國內學校的招生，或畢業就業者權益。 

最後，目前大陸教育環境莨莠不齊，各種文件憑證常出現偽造假

冒，因而有許多學歷認證出現了假造的現象，但相關問題層出不窮；

一些經由不法管道所獲得的學歷，若公司無法判別真假，也會造成事

業單位因為錯誤的人才運用而導致利潤的損失。 

審慎評估 

台灣留學生前往大陸留學有其自我實現的動機，但在大陸缺乏歸

屬與自尊的需求；由於身處政治對立大國，又離鄉背景，因而往往缺

乏歸屬感。就自尊方面而言，對信心、價值感和勝任能力的需求在不

同體制的認同標準下產生扭曲，無法獲得他人真心的尊敬與讚美，有

的是對立的情結與冷潮熱諷，在實現潛能與產生意義的需求上也造成

瓶頸與困頓。 

總而言之，負笈他鄉、追尋理想，台灣留學生前往大陸深造，是

為了滿足自己對於未來的規劃，為了避免上述負面因素的影響，前往

大陸時，應審慎評估，選擇具有實力與知名度的學府，調整自我心態，

以免適應不良，同時也需要理解兩岸關係的現況，避免學成之後卻無

用武之地的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