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留學臺灣趨勢調查

2023.0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2022 -2023留學臺灣趨勢調查

2

為瞭解境外生來臺動機、留學生活概況、留臺發展意願
及整體意見，本會每兩年定期舉辦本境外生留學臺灣意
見調查。期能透過全方面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成果，客
觀綜整境外生整體背景資訊、留學臺灣之決定歷程與影
響因素，以及實際來臺就讀後之個人意向及滿意度，由
此刻劃境外生留臺發展之趨勢輪廓與發展特點，並與各
校全球招生、品牌行銷及境外生輔導等實務業務產生對
話與互動，以持續推動各校國際化整體發展。

調查目的：

來臺就讀之外國學位生、外國交換生、僑生（含港澳）、
陸生、華語中心學生及海青班學生等為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

於111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21日期間，開放全國大學
校院境外生參與調查，共計回收4,691份有效問卷。

調查時間：

由本會發文至全國大學校院，函請國際處協助推廣境外
學生踴躍填覆網路問卷，進行電腦輔助網路系統調查(網
路調查)。

調查方法：

調查說明



一、樣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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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結構

受訪者以亞洲的人口比例較多(89.3%)，
其次依序為歐洲(3.3%)、北美洲(2.6%)、
南美洲(2.2%)、非洲(2.1%)、大洋洲
(0.5%)。

89.3%來自亞洲

39.9%男；59.0%女

18-24歲較多(69.7%)

男性占39.9%，女性占59.0%，跨二元
性別者占0.3%，另有0.8%受訪者未表
態。

18-24歲的受訪者較多，占69.7%；其
次依序為25-34歲(26.5%)、35-44歲
(2.9%)、45歲以上(0.6%)、13-17歲
(0.3%)。

2.1%

89.3%

3.3% 2.2% 2.6% 0.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洲 亞洲 歐洲 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男性

39.9%

女性

59.0%

非二元性別

0.3%

不便透露

0.8%

0.3%

69.7%

26.5%

2.9%
0.6%

0.0%

20.0%

40.0%

60.0%

80.0%

17歲以下 18-24歲 25-34歲 35-44歲 45歲以上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似，僅南美洲人數排
序由第五提升至第四，稍有變動，然比例
分布相近。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似，其中女性比例由
56.6%略升為59%。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似，其中18-24歲比
例由68.0%略升為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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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結構

學生身份方面，以僑生(含港澳生)為最
多，占45.2%；其次依序為外國學位生
(41.1%)、中國大陸學位生(6.2%)、華
語中心學生(3.8%)、外國交換生(3.5%)、
中國大陸交換生 (0.1%)。

45.2%是僑生(含港澳生)

22.9%就讀
「商業、管理及法律」

在臺灣就讀的課程方面，以就讀「商
業、管理及法律」的比例較多，占
22.9%；其次依序為「藝術及人文」
(16.6%)、「工程、製造與營造」
(11.4%) 、「服務」(8.0%)、「醫藥衛
生及社會福利」(7.6%) 等。

22.9%

16.6%

11.4%

8.0%

7.6%

7.4%

7.3%

5.4%

5.2%

4.5%

3.5%

0.1%

0.0% 20.0% 40.0%

商業、管理及法律

藝術及人文

工程、製造及營建

服務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

資訊通訊科技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教育

語言學習課程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其他

22.9%

16.6%

11.4%

8.0%

7.6%

7.4%

7.3%

5.4%

5.2%

4.5%

3.5%

0.1%

0.0% 20.0% 40.0%

商業、管理及法律

藝術及人文

工程、製造及營建

服務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

資訊通訊科技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教育

語言學習課程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其他

45.6%

16.9%

1.5%

2.2%

33.8%

0.0% 20.0% 40.0% 60.0%

目前在臺灣就讀的學校

臺灣政府（外交部、教育部

、國科會、國合會等）

其他臺灣的非政府單位

臺灣以外的其他單位

沒有領取獎學金或補助

45.6%領取學校獎學金

領取獎學金情形方面，以「來自目前
就讀之學校」為最多(45.6%)；其次依
序為我國政府(16.9%)、臺灣以外的單
位(2.2%)、其他臺灣非政府單位(1.5%)，
此外，未領取獎學金之學生佔33.8%。

45.2%

41.1%

6.2%

3.8%

3.5%

0.1%

0.0% 20.0% 40.0% 60.0%

僑生（含港澳生）

外國學位生

中國大陸學位生

華語中心學生

外國交換生

中國大陸交換生

與2020年相較，僑生人數由35.8%大幅上升至45.2%，外國交換生由6.1%下降至3.5%。

與2020年相較，仍以商業、管理及法律為最多，藝術及人文則由11.9%提升至16.6%。

與2020年相較，整體領取獎學金人數由
68.4%略降為66.2%。



二、決定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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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歷程

選擇出國留學的原因方面，以「體
驗外國生活與拓展視野」的比例最
高，占89.8%；其次依序為「到海
外接受更好的教育」(67.7%)、「希
望能獲得國外工作機會」(49.9%)、
「增加未來職場競爭力」(49.8%)、
「提升英文或其他語言能力」
(33.2%)等。

89.8%「體驗外國生活」為何選擇出國留學

決定到臺灣留學的主要原因方面，
以「文化適應容易」的比例較高，
占44.9%，其次為「良好的學術品
質及聲譽」 (42.7%)，第三為「未
來想留臺工作或定居」(35.8%)。
此外依序為「留學費用考量」
(35.2%)、「學習華語」(32.3%)、
「社會風氣自由開放」(32.0%)等。

44.9%「文化適應容易」為何選擇臺灣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學生仍以「體驗外國生活」為主要動機，然比例由64.8%大幅
提升至89.8%，第二名「到海外接受更好的教育」，相較前年略為提升(63.6%提升至
67.7%)，第三名「希望獲得國外工作機會」，則大幅提升約二成(28.4%提升至49.9%)，
且其排序亦由前年第五名上升至本年度第三名，顯見近年來畢業後是否能續留海外發展，
對於境外生決定是否應至海外留學之影響力大幅提升。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文化適應容易」相較前年大幅提升約一成五 (28%提升
至44.9%)，且排序由第四躍升至第一；「良好的學術品質及聲譽」亦大幅提升近二
成(24.8%提升至42.7)，排序由第七躍升至第二；「未來想留臺工作或定居」亦有
大幅度提升(23.8%提升至35.8%)，排序由第八躍升至第三。2020年度第二及第三
名主要原因皆為經濟因素選擇來臺，近年境外生之來臺動機，逐漸轉變為對於臺灣
高教品牌之肯定，且更希望能留駐臺灣、長期發展。

89.8%

67.7%

49.9%

49.8%

33.2%

5.2%

0.4%

0.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體驗外國生活與拓展視野

到海外接受更好的教育

希望能獲得國外工作機會

增加未來職場競爭力

提升英文或其他語言能力

由政府或雇主資助出國留學

親友推薦

學費考量

44.9%

42.7%

35.8%

35.2%

32.3%

32.0%

26.4%

19.3%

16.2%

13.5%

0.1%

0.0% 20.0% 40.0% 60.0%

文化適應容易

良好的學術品質及聲譽

未來想留臺工作或定居

留學費用考量

學習華語

社會風氣自由開放

提供獎學金

治安穩定

親友推薦

地理位置

認識、體驗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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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歷程

為何選擇目前就讀學校的方面，以
「學校聲譽及特色」的比例較高，
占50.5%；其次依序為「課程符合
個人興趣」(47.9%)、「校園友善及
國際化」(33.2%)、「申請入學方式
簡便」(29.4%)、「提供獎學金」
(24.4%)等。

50.5%「學校聲譽與特色」為何選擇目前學校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學校聲譽及特色」由22.3大幅提升至50.5%，排序亦由
第五躍升為第一；「課程符合個人興趣」由60.8%略降至47.9%，排序由第一略降
為第二；「校園友善及國際化」則為新增之選項，並一躍成為第三。由此觀察，推
測各校經營學校教育品牌顯有成效，深刻影響境外生選校動機，也證實「品牌行銷
策略」對當代國際招生成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與2020年相較，前四項來源排序皆無變
化，然「網路或社群網站」由61.2%提升
至67.9%。此外亦呈上升趨勢之來源共兩
項，即排序第五「臺灣大使館或駐外辦事
處」，相較前年大幅上升約12.6%；本年
度排序第七「當地國的臺灣教育中心」，
亦略為提升約0.6%。

50.5%

47.9%

33.2%

29.4%

24.4%

23.5%

20.4%

19.2%

19.1%

18.3%

13.0%

0.8%

0.1%

0.0% 20.0% 40.0% 60.0%

學校聲譽與特色

課程符合個人興趣

校園友善與國際化

申請入學方式簡便

提供獎學金

學校的地理位置

親友師長推薦

提供全英語課程

畢業後較有競爭力

留學費用考量

同學或校友推薦

考試分發結果

曾就讀的經驗

得知臺灣高等教育資訊的管道方面，
以「網路或社群網站」的比例較高，
占67.9%；其次依序為「親朋好友」
(54.4%)、「招生博覽會或教育展」
(43.5%)、「過去就讀的學校」
(31.1%) 等。

67.9%「網路或社群網站」如何獲得資訊

67.9%

54.4%

43.5%

31.1%

27.4%

23.7%

23.7%

13.9%

12.3%

0.3%

0.1%

0.0% 20.0% 40.0% 60.0% 80.0%

網路或社群網站

親朋好友

招生博覽會或教育展

曾就讀的學校

臺灣大使館或駐外辦事處

大眾媒體

當地國的臺灣教育中心

代辦中心

臺灣學校教職員

留台同鄉會

民間團體

由此推知，近年我國全球駐點機構推動招生策略成效卓著，能有效接觸各國當地學生並傳
遞學生所需之關鍵資訊，促使各國學生了解臺灣高教概況，並決定來臺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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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歷程

78.5%「Instagram」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Instagram」超越「Facebook」成為時下境外生最常使用
之社群媒體，比例由73.0%上升至78.5%，「Facebook」則由73.3%大幅下降至59.6%。
「YouTube」則由35.1%上升至38.9%，媒介與管道顯著轉變。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接觸過
Facebook之比例由31.3%上升至35.5%。
此外，當時調查時未提供YouTube、
Instagram、Twitter等選項，故無法比較。
由此觀察本會近三年來推動行銷宣傳，多
角化經營時下年輕人常用之社群媒體，於
各管道推廣SIT品牌顯有成效。

境外生曾接觸過之SIT平臺使用情形，
以「Facebook」的比例較高，占
35.5%；其次依序為「官方網站」
(34.9%)、「YouTube」(20.7%)、
「Instagram」(19.8%)、「Twitter」
(2.2%)等。

35.5%「SIT Facebook」

78.5%

59.6%

52.2%

38.9%

23.7%

16.1%

14.4%

7.1%

4.4%

2.8%

0.8%

0.3%

0.3%

0.2%

0.2%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0% 20.0% 40.0% 60.0% 80.0%

Instagram

Facebook

LINE

YouTube

WhatsApp

WeChat

TikTok

Twitter

Linkedln

Weibo

Kakaotalk

Telegram

Red Book

SIGNAL

Zalo

Discord

Tandem

9gag

TikTok

LIHKG

Zoom

Reddit

SnapChat

78.5%

59.6%

52.2%

38.9%

23.7%

16.1%

14.4%

7.1%

4.4%

2.8%

0.8%

0.3%

0.3%

0.2%

0.2%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0% 20.0% 40.0% 60.0% 80.0%

Instagram

Facebook

LINE

YouTube

WhatsApp

WeChat

TikTok

Twitter

Linkedln

Weibo

Kakaotalk

Telegram

Red Book

SIGNAL

Zalo

Discord

Tandem

9gag

TikTok

LIHKG

Zoom

Reddit

SnapChat

78.5%

59.6%

52.2%

38.9%

23.7%

16.1%

14.4%

7.1%

4.4%

2.8%

0.8%

0.3%

0.3%

0.2%

0.2%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0% 20.0% 40.0% 60.0% 80.0%

Instagram

Facebook

LINE

YouTube

WhatsApp

WeChat

TikTok

Twitter

Linkedln

Weibo

Kakaotalk

Telegram

Red Book

SIGNAL

Zalo

Discord

Tandem

9gag

TikTok

LIHKG

Zoom

Reddit

SnapChat

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方面，以「Instagram」為最多(78.5%)，其次依序為
「Facebook」(59.6%)、「LINE」(52.2%)、「YouTube」(38.9%)、
「WhatsApp」(23.7%)等等。

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

35.5%

34.9%

20.7%

19.8%

2.2%

38.7%

0.0% 20.0% 40.0%

Study in Taiwan

Facebook

Study in Taiwan 

官方網站

Study in Taiwan

YouTube

Study in Taiwan

Instagram

Study in Taiwan

Twitter

以上都沒有看過

SIT平臺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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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35.5%

34.0%

31.7%

28.1%

27.6%

21.3%

20.3%

20.0%

0.1%

0.0% 20.0% 40.0% 60.0%

與臺灣人交流

教育品質

生活環境

交通方式

社會風氣

語言學習

醫療照顧

飲食習慣

生活花費

休閒娛樂

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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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歷程

45.0%「與臺灣人交流」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與臺灣人交流」由前年排序第五躍升為最為滿意的面向，
比例則由20.4%大幅上升至45.0%。「教育品質」則維持排序第二，「生活環境」由排
序第四略升至排序第三。由此數據推測，近年多數境外生在臺多能擁有一定程度的機會
與本國生交流，可能與各校國際事務人員及各校系所師長之一線輔導工作成效有關，能
有效建立本國生與境外生雙向連結與互動。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生活花費」仍為
境外生留學臺灣最主要的挑戰，由42.8%略
升至43.4%。「適應臺灣學術環境」則由
24.5%大幅上升至41.6%。其中，「孤單」
由40.0%大幅下降至34.1%，「歧視」亦由
12.2%略降至11.3%。在近年疫情影響及社
交距離下，境外生之孤單感能大幅降低，各
校一線國際事務人員之輔導工作功不可沒。
此外，課業要求對境外生之壓力，亦可說明
系所師長及同儕對境外生的重要性。

在最為挑戰的部分，以「生活花費」
為最多，佔43.4%，「中文能力」
其次(41.9%)，「適應臺灣學術環境」
第三(41.6%)。

43.4%「生活花費」

對於在臺留學生活中最滿意的部分，
以「與臺灣人交流」為最多，佔
45.0%，「教育品質」其次(35.9%)，
「生活環境」(35.5%)第三。此外依
序為「交通方式」(34.0%)、「社會
風氣」(31.7%)、「語言學習」
(28.1%)、「醫療照顧」(27.6%)、
「飲食習慣」(21.3%)、「生活花費」
(20.3%)、「休閒娛樂」(20.0%)等。

最挑戰的部分

最滿意的部分

43.4%

41.9%

41.6%

41.0%

34.1%

30.7%

27.1%

25.7%

11.3%

0.9%

0.5%

0.3%

0.2%

0.1%

0.1%

0.1%

0.0% 20.0% 40.0% 60.0%

生活花費

中文能力

適應臺灣學術環境

尋找工作或實習

孤單

適應臺灣生活文化

學業要求

學費

歧視

飲食

交通

居留證/工作證核發程序

居住環境

天氣/氣候狀況

醫療與防疫政策

校園環境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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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歷程

54.8%「境外生同儕社群」

此題為新增之題項，由調查結果觀察，可知境外生以「境外生社群」、「系上同儕」及
「聯繫家人」為最主要產生社會連結及心理支持之對象，各校可依此方向長期關懷或輔
導介入，如持續辦理相關活動並經營社群平台，促進境外生在臺適應情形。

遇上困境時，對境外生個人最有幫
助的管道，以「境外學生同儕或社
群」為最多，佔54.8%，「系上同
儕」其次(52.8%)，「聯繫家人」第
三(49.2%)。其次依序為「其他臺灣
朋友」(35.1%)、「運動課程或戶外
活動」(27.2%)、「系上教職員」
(25.8%)等等。

最有幫助的管道

54.8%

52.8%

49.2%

35.1%

27.2%

25.8%

16.9%

10.2%

2.9%

1.5%

1.0%

0.3%

0.3%

0.3%

0.2%

0.2%

0.1%

0.1%

0.0% 20.0% 40.0% 60.0%

境外學生同儕或社群

系上同儕

聯繫家人

其他臺灣朋友

運動課程或戶外活動

系上教職員

校內其他單位教職員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校外心理衛生機構

自我調適

母國朋友

使用社群媒體

宗教信仰

工讀

伴侶

工作單位同事

申請助學金

寵物



三、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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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

在來臺日程的影響方面，有
47.7%境外生表示因疫情「推
遲來臺留學的日期」，44.4%

「不受影響」，另有7.9%因疫
情選擇「提前來臺留學的日
期」。

47.7%「推遲來臺日期」如何影響來臺日程

對於疫情的擔心程度方面，有
62.7%境外生表示「不擔心」，
28.4%感到「擔心」，僅8.9%感到
「非常擔心」。

62.7% 對於疫情「不擔心」疫情擔心程度

推遲來臺留學

的日期

47.7%

提前來臺留學的日期

7.9%

不受影響

44.4%

8.9%

28.4%

43.7%

19.0%

擔心 37.3%
不擔心 62.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擔心

擔心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此為本年度新增之題目，有近半數學生受疫情影響延遲來臺，但亦有四成多境外生表示
不受影響。

此為本年度新增之題目，有六成多學生對疫情不太擔心甚至完全不擔心，但亦有近四成
境外生感到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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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

對於關心的疫情資訊，有36.7%

境外生對於「國際旅遊限制」最
為關心，32.1%對於「臺灣國內
的疫情規範」較為關注，17.9%

對於「就讀學校的防疫措施」較
為關注，另有13.3%「未特別關
心」任何疫情資訊。

36.7%「國際旅遊限制」關心的資訊類型

對於授課形式的偏好，有50.1%境
外生最為偏好「實體教學課程」，
33.5%偏好「實體/線上混合式教學
課程」，11.0%偏好「遠距教學課
程」，另有5.3%偏好「預錄式線
上課程」。

50.1% 「實體教學課程」授課形式偏好

36.7%

32.1%

17.9%

13.3%

0.0% 20.0% 40.0%

國際旅遊限制

臺灣國內的疫情規範

就讀學校的防疫措施

未特別關心

50.1%

33.5%

11.0%

5.3%

0.0% 20.0% 40.0% 60.0%

實體教學課程

實體/線上混合式

教學課程

遠距教學課程

預錄式線上課程

此為本年度新增之題目，「國際旅遊
限制」及「臺灣國內的疫情規範」先
後為我國境外生較為關注的疫情資訊。

此為本年度新增之題目，多數學生偏好「實體教學課程」，其次為混合式授課形式，
遠距教學第三。可見面對面授課仍為境外生最為偏好之授課形式，但在近年疫情的劇
烈影響下，也對線上課程並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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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

在是否有家人陪同留學的部分，
以89.8%「無家人同行」為最
多，但仍有4.9%有「伴侶」陪
同，2.3%有「兄弟姊妹」陪同，
1.1%有「父母/祖父母」陪同，
0.9%有「伴侶與小孩」陪同，
0.4%有「小孩」同在臺灣。

89.8%「無家人同行」
4.9% 「有伴侶同行」是否有家人同行

此為本年度新增之題目，絕大多數學生並沒有家庭成員共同來臺生活，但亦有約一成學
生攜家帶眷來臺求學。各校國際處可參考此人數比例，針對有家庭之境外生提供必要之
資訊與資源引介。

4.9%

2.3%

1.1%

0.9%

0.4%

0.2%

0.1%

0.4%

89.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伴侶

兄弟姊妹

父母/祖父母

伴侶與小孩

小孩

表兄弟姊妹

阿姨/姑姑/叔叔/伯父

其他家人

無



四、個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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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向

對於是否同意全英語課程有其必要，
共58.8%境外生表示同意。

58.8%「同意」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同意度由69.8%下
降至58.8%。可能與此次調查「僑生」為多、
以及近年學習華語之趨勢有關。

全英語課程有其必要

33.1%

25.7%

9.6%
3.4%

28.2%

同意 58.8%

不同意 13.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對於來臺求學中文能力是否重要，
共88.4%境外生表示同意。

88.4%「同意」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同意度由87.6%略
升至88.4%。可能與近年來臺學習華語之上
升趨勢有關。

中文能力相當重要

46.4%
42.0%

1.9% 0.4%

9.3%

同意 88.4%

不同意 2.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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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向

對於是否推薦朋友來臺學習華語，
共84.0%境外生表示同意。

84.0%「同意」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同意度由79.3%上
升至84.0%。與近年來臺學習華語之趨勢相
符。

是否推薦來臺學華語

對於來臺簽證申請是否過於複雜，
共41.8%境外生表示同意。

41.8%「同意」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同意度由27.5%大
幅上升至41.8%。應為近年疫情席捲全球，
境外生入臺手續及管理相對嚴格之故，可以
想見各校輔導境外生入臺或接機等行政庶務，
相對複雜。

簽證申請是否複雜

42.0% 42.0%

1.6% 1.1%

13.3%

同意 84.0%

不同意 2.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11.8%

30.0%

22.8%

4.5%

30.9%

同意 41.8%

不同意 27.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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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向

對於申請各校之程序是否過於複雜，
共37.8%境外生表示同意。

37.8%「不同意」學校申請是否複雜

對於是否希望留臺工作，共79.9%

境外生表示同意。

79.9%「同意」是否希望留臺工作

6.3%

22.8%

31.7%

6.1%

33.1%

同意 29.1%

不同意 37.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39.9% 40.0%

4.2%
1.5%

14.3%

同意 80.0%

不同意 5.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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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向

對於是否推薦來臺讀書，共78.1%

境外生表示同意。

78.1%「同意」是否推薦來臺讀書

對於是否推薦目前就讀的學校，共
64.5%境外生表示同意。

64.5%「同意」是否推薦目前學校

33.3%

44.8%

2.1% 1.0%

18.9%

同意 78.1%

不同意 3.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26.8%

37.7%

5.1%
2.5%

27.9%

同意 64.5%

不同意 7.6%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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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向

對於是否認為來臺就讀是份好投資，
共84.2%境外生表示同意。

84.2%「同意」來臺是否為好投資

38.4%

45.8%

1.7% 0.6%

13.5%

同意 84.2%

不同意 2.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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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對於是否曾經申請過工作證，共
65.6%境外生表示「是」。

65.6%「曾申請」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同意度大幅提升近一
成，由58.8%提升至65.6%。

未曾申請過工作證之原因，以
「希望專注於課業」為最多
(44.4%)，「不曉得相關資訊」
其次(14.9%)，「尚未符合可申
請資格」(13.7%)第三。

44.4%「希望專注課業」未申請之原因

是否曾申請工作證

是

65.6%

否

34.4%

44.4%

14.9%

13.7%

10.1%

8.2%

5.7%

1.4%

1.1%

0.6%

0.0% 20.0% 40.0% 60.0%

希望能專注於課業

不曉得相關資訊

尚未符合可申請資格

目前的課程或科系有所限制

難以尋找工作機會

申請程序太過複雜

沒有意願/沒有申請需求

考慮申請但尚未申請

獎學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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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曾申請過工作證之原因，以
「增加生活零用錢」為最多
(42.9%)，「減輕家中經濟負擔」
其次(38.4%)，「需要外國的工
作經驗」(11.8%)第三。

42.9%「增加零用錢」

與2020年調查結果相較，主要
原因排序類似。其中「增加生活
零用錢」之比例由28.7%大幅上
升至42.9%，「減輕家中經濟負
擔」由14.1%大幅上升至33.4%，
「需要外國的工作經驗」由
9.5%略升至11.8%。

曾申請之原因

42.9%

38.4%

11.8%

3.8%

3.1%

0.0% 20.0% 40.0% 60.0%

增加生活零用錢

減輕家中經濟負擔

需要外國的工作經驗

目前的課程或科系有所要求

朋友推薦或師長建議

在工作證申請之趨勢變化上，「增加生活零用錢」仍為境外生申請工作之主要原因，
且比例大幅上升約一成五，此部分可能與社會結構及經濟環境變遷有關。整體而言，
回顧本次調查結果，「希望留臺工作」為本年度多數境外生決定出國留學、並選擇來
臺就讀之核心因素，可以看見更多境外生選擇兼顧學業與打工/實習，印證境外生對於
「工作機會」、「簽證申請」及「留臺發展」等相關資訊之高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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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洲學生為最多；本次調查中，學生身份部分，以僑生(含
港澳生)超越外國學位生排序第一。攻讀之專業領域方面，仍
以「商業、管理及法律」最受境外學生青睞，「藝術及人文」
由第三上升至第二。由此觀察，近年我國藝術及人文相關科系
之高教品牌，對於境外生之吸引力有所提升。

背景資料

以「網路或社群網站」、「親朋好友」等線上及口耳相傳之口
碑為主要管道。此外，整體而言，「網路或社群網站」、「臺
灣大使館或駐外辦事處」、「當地國的臺灣教育中心」等三種
管道，近五年來重要性提升。由此推知我國在各國駐點機構推
動招生策略顯有成效，能有效接觸各國當地學生並傳遞學生所
需之關鍵資訊。來臺動機方面，比起往年基於經濟因素選擇來
臺，近年對於臺灣文化與社會風氣之偏好、臺灣學術聲譽及教
育品牌之肯定，且盼能留臺發展之長期規劃等三大因素，躍升
整體境外生選擇來臺之關鍵因素。

來臺留學之決定歷程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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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因素推遲來臺留學日期與不受影響之境外生各佔約半數。
此外逾六成境外生對疫情並不擔心，近四成境外生感到擔心。
課程形式方面，過半數境外生仍最為偏好實體教學課程
(50.1%)，逾三成偏好實體/線上混合式教學課程，僅一成左右
偏好遠距教學課程。

疫情影響

本年度近八成境外生樂意鼓勵朋友來臺灣讀書、約七成樂意鼓
勵朋友至目前就讀的學校就學；近九成境外生認為中文能力相
當重要，相較前年略為提升，另有近六成境外生希望校方提供
全英語課程，相較前年降低約一成，並有近八成五境外生認為
留學臺灣對未來職涯發展是很好的投資。整體而言，近年來
「留臺工作」不僅成為境外生來臺留學的主要動機，實際來臺
就讀後，亦有近八成外籍生仍然將留臺發展納入長期規劃，由
此可知，無論前端招生策略或後端輔導工作，「留臺工作」實
為境外生留學臺灣之關鍵推力。透過此次調查結果，可以見得
我國政府推動國際優秀人才攬才、育才、留才之政策實有成效，
本會亦將透過多方策略及專業平台，持續協助延攬全球優秀人
才來臺就讀、留臺發展。

個人意向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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