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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由百餘所國內大專院校及教育部於95年1月所共同籌

畫而成立，共設有董事 17席及監事 5席。董事長由董事互選而任之，目前（第三屆）由私立

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擔任，基金會辦公室則設在臺灣大學明達館（將遷址於淡江大學城區

部）。基金會結合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技職教育協會之高等教育組織，

以積極的態度、穩健的腳步，擴大我國高等教育在國際社會上之活動空間及影響力。  

二、設立目的 

    國際合作為我國近年高等教育對外發展之重點工作項目，基金會之成立正為能協助國內

各大專校院統籌規劃對外宣傳與推廣；藉由籌備組團各重要之國際教育者年會及展覽，辦理

國際高等教育研討會、國內大專院校國際參展事務研討會及協助我國海外教育中心之發展與

活動，增加我國高教於國際地位之能見度及我國高教在國際社會上之活動空間及影響力。業

務範圍主要包含： 

(一) 協助各大學校院發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事宜。  

(二) 籌辦國際性之高等教育研討會。  

(三) 籌組在國外舉辦大學博覽會並推廣招收國際學生。  

(四) 接受委託從事國際合作事宜。  

(五) 推廣國際間有關我國學術及文化之研究。  

(六)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七) 臺灣教育中心輔導與考核。 

三、組織概況 

    基金會目前以董事會為最高決策與管理單位，由執行長總理並督導基金會各項會務，組

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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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本會以擔任統籌國內大學對外事務平臺之宗旨設立，為確實發揮該功能，針對 100年度之

工作，規劃為下列七大子計畫項目，分述如下 

一、留學臺灣行銷 

為完善規劃各項留學臺灣之文宣品、網站，以達到實質臺灣高等教育對外宣傳與行銷之

目的，並進一步累積與強化赴海外參加國際教育展或年會之形象，本會自 98年度起即針對「留

學臺灣」（Study in Taiwan，簡稱 SIT）整體品牌形象製做一系列之文宣品與網站。而來台

進修之國際學生，在政府之推廣下已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且囊括之國家也涵蓋全球各地，十

分多元。在臺國際學生間，並無固定組織專責聯絡和促其交流，使得留學生之間橫向的聯繫

殊為薄弱。為求改善現況，本會與國內學校合作，發起國際學生聯誼會活動，串連目前於臺

灣各校求學之國際學生，提供學生交流平台，使其得以和其他同樣在臺灣求學的該國學生聯

繫和溝通；進而增進感情並發展校友會之雛型。 

(一)留學臺灣文宣製作 

留學臺灣文宣為本會對外宣傳之重要文宣品，內容包含臺灣高等教育及各大專院校之

相關訊息；於各大教育者年會及招生展上發送給各參展的招生人員及學生，以達宣傳臺灣

高等教育及招收外籍學生之效益。由於之前的版本為 99年起即沿用至今，無論是封面或整

體設計皆已經使用過許多次；為了配合本年度內容更新，並讓文宣品呈現嶄新的風貌，包

董事長 

董事 17席 

執行長 

監察人 5席 

兼任會計 1名 兼任出納 1名 

專任助理 1名 

計畫專員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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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留學臺灣手冊、學華語到臺灣、及企管與短期兩本文宣，本會皆重新設計整體風格及排

版，並將於 101年起開始使用。本次設計以方格為設計主軸，並配合不同的文宣內容作不

同之意象結合。除了文宣封面及內部排版之變更外，亦雇請專業之攝影師重新拍攝外籍學

生照片，以用在文宣之中。另，留學臺灣手冊內容中也加入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所

審核通過之 85個英語學程資料，以供有意願前來臺灣留學之外籍學生參考。 

(二)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網站 

本會新版「Study in Taiwan」網站自 99年 5月 1日上線，新版網站設有國內各校介

紹、獎學金、學程等資訊，並建置搜尋引擎，方便國際學生搜尋。為產生網路社群效應，

本會擬進一步擴充該網站功能，規劃會員制度，並在現有基礎上建立國際學生校友網絡，

透過社群經營方式將 Study in Taiwan網站運作成為未來國際學生、在臺國際學生、畢業

國際學生的重要連結網絡，強化網路行銷力量，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讀。 

「Study in Taiwan」網站（以下簡稱 SIT網站）現為國內最大國際學生入口網站，目

前共有 117 所學校資訊、1,777 個系所和學程以及 161 種各校獎學金資訊在網站中供國際

學生查詢，並可讓學生容易連結到各校國際學生申請專頁，簡化國際學生資訊搜尋的步驟。

一年來，共計超過 10 萬人次造訪（以美國及東南亞居多），有近 7 成是新訪客。SIT 網站

中新規劃「Taiwan in touch」社群專區及校友會專區，擴大社群行銷影響力。「Taiwan in 

touch」結合微網誌和討論區功能，提供尚未來臺留學的學生與本地國際學生交流的平台，

藉由口碑行銷的力量宣傳臺灣高等教育；「校友會專區」則係本會蒐集各校國際學生校友會

及學生組織資訊，未來國際學生只要上 SIT網站，便可輕易查詢自己的國家在臺灣的哪些

學校有該國學生組織，且便於聯繫。而有鑑於學生族群高度依賴網路及 Facebook，本會也

建立 SIT Facebook 粉絲頁（http://www.facebook.com/studyintaiwan），透過 Facebook

張貼臺灣高等教育及海外教育展相關資訊，歡迎各校串連。此外，本會本年度亦將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0年 6月評鑑通過之 85個全英語學程放上 SIT網站上供國

際學生瀏覽。 

(三)國際學生在臺聯誼會 

目前在臺灣就讀之國際學生之間，有校友會組織者實屬少數，也因此留學生之間無法

進行經驗之傳承，彼此間橫向聯繫也不方便。因此本會期以協同各學校之國際事務單位，

做出各校之國際學生名單，統計出相關資訊，並以進行聯誼會之模式，建立起校友會之雛

型，以利之後各校間之國際學生的聯繫。如此，不管是在臺灣或是畢業歸國後，這些國際

學生都能成為臺灣教育之最佳宣傳，並能適當地將在台學習經驗傳承給該國學生，以利於

該國學生來台之後，能順利在生活及學習方面做最好的接軌，更加增進國際學生來台學習

之意願。 

本年度共舉辦兩屆國際學生聯誼會，分別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承

辦。以邀請各校 1～3名國際學生參與會議之方式，使國際學生得以認識其他在臺灣求學之

同鄉及異鄉人士，並能與其交流和分享經驗。第一屆聯誼會中並成立在台國際學生會組織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Union, TISU），分別選舉出北、中、南區之代表，及一

名總會長。預計 2012年之國際學生聯誼會將委請此學生會組織協助辦理。 

http://www.facebook.com/study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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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整體宣傳 

(一) 統籌規劃參加海外教育者年會 

100年由本會統籌規劃所參加之國際教育者年會之基本資訊如下表所示： 

年會 舉辦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承辦學校 

亞太教育者年會 

(APAIE) 
3月 9-11日 

臺灣 

臺北 

本會與 24所大專院校、

及 7間華語中心 
本基金會 

美洲教育者年會 

(NAFSA) 

5月 31日~ 

6月 4日 

加拿大 

溫哥華 
本會與 18所大專院校 淡江大學 

歐洲教育者年會 

(EAIE) 
9月 16~18日 

丹麥 

哥本哈根 
本會與 19所大專院校 輔仁大學 

全美外語教學 

協會年會 

(ACTFL) 

11月 19-21日 
美國 

丹佛 

本會與 8間華語中心、 

3個民間單位 

國立成功 

大學 

1、參展規劃 

(1) 由本會負責促成臺灣學者爭取該年會講座主講權，及統籌臺灣組團參展事宜，並負

責臺灣高等教育攤位(Study in Taiwan臺灣館)之整體形象設計。  

(2) 另將於臺灣館內新增規劃設計華語區空間希冀以目前已具成效之各洲教育者年會

中，擴大做為臺灣華語於各洲市場推廣之試金石 

(3) 展期，本會積極協助各校推廣，現場並發送游本會製作之各項 SIT整體宣傳文宣、

手冊及共同紀念品，藉以宣傳臺灣高等教育環境與短期學分學程。  

(4) 在現場活動，每日於特定時段舉辦 Happy Hour活動，如大師揮毫、中國剪紙、生肖

猜謎、故宮拓印與抽獎等活動，吸引國外學者駐足攤位，學校代表並藉此機會進行

各校之宣傳與推廣。  

(5) 展後由駐外單位協助安排當地大學參訪活動，與該校教師舉辦交流座談會，針對交

換生等議題與國內參展院校進行意見交換。 

2、高等教育講座 

    今年臺灣在年會中共有多場講座發表，由其本年度亞太教育者年會於臺灣舉辦，臺

灣投稿者多，共有 15篇講座入選，主題多圍繞在國際學生招募與輔導、跨國校際策略聯

盟與合作、數位化高等教育等，其中，本會亦協同國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大學校院

協進會及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發表，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系統，現場參予熱烈、互動活絡。

藉由這些講座之發表，不僅讓世界各國對於臺灣高等教育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亦使臺灣

高等教育在國際上更具能見度與競爭優勢。 

3、展外(前)行程 



 

5 

 

    本年度，亞太教育者年會主辦校國立臺灣大學委請本會於展後舉辦北、中、南三區

文化參訪暨交流會，本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同步舉辦，

並由三校邀請各區鄰近學校一同參與，藉此活動讓各國與會者對於臺灣學校之專長領域

及臺灣文化有更深地瞭解。此外，本會於統籌規劃另三場於國外舉辦之年會，特商請駐

外文化組協助辦理當地學校參訪、圓桌會議或舉辦臺灣論壇(Taiwan Forum)，舉辦形式

說明如下表所示。 

年會 展外行程名稱 內容 

美洲教育者年會 Taiwan Forum 
就臺灣整體高教狀況、T4系統與華語教學三個

不同層面進行演說 

歐洲教育者年會 
哥本哈根大學 

參訪 

由該校國際長 John E. Andersen接待，瞭解該

校科系、英語授課情況以及目前與國內交流狀

況，並針對交換生議題與國內參與院校進行意見

交換。 

全美外語教學 

協會年會 

丹佛語言學校 

參訪 

由教育部駐休士頓文化組協助安排進行華語教

學課程參訪觀摩，教學觀摩結束後，由該校校長

簡報並接受參訪代表提問進行交流。 

(二) 國際教育展 

100年由本會統籌規劃所參加之國際教育展之基本資訊如下表所示： 

教育展 舉辦日期 地點 參加單位 協助承辦 

印度教育展 
4月 30~ 

5月 1日 

印度 

新德里 

本會與 

19所大專院校 
清華大學 

俄羅斯教育展 
11月 30~ 

12月 2日 

俄羅斯 

莫斯科 

本會與 

12所大專院校 
本基金會 

1、推展重點 

(1) 宣導及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特色、競爭優勢及學科領域，期擴大招收印度及俄

羅斯學生來臺就讀。 

(2) 介紹政府鼓勵國際學生來臺就學之相關配套措施，包括臺灣獎學金等政策。 

(3) 展現各校特色及優勢，並擴大招收學生來臺供讀學位。 

2、參展規劃 

(1) 由本會負責統籌臺灣學校赴當地參展，並延續 2011各年會之攤位設計，以「Study in 

Taiwan」為臺灣館攤位主軸，結合臺灣高等教育與多元化精神，主要呈現留學臺灣

之活力，以及「Study in Taiwan」的鮮明形象，共同行銷推廣臺灣高等教育，透過

當地最大的教育展平台，面對面向學生及家長宣傳臺灣優質高等教育，藉此機會擴

大臺灣於國際高教之能見度，希望優秀之國際學生赴臺留學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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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所組臺灣館為兩教育展中之最大攤位，參與之臺灣各校合力於展覽攤位上共同

推廣臺灣高等教育、宣揚臺灣文化與環境，亦卯足全力推廣所屬學校的特色課程與

優勢，並祭出多項文宣品與紀念品分送，吸引參觀者駐足瀏覽，詢問度高。 

(3) 展覽期間，本會亦不定時於攤位上舉辦 Happy Hour活動，常聚集眾多學生與家長參

予，場面熱鬧，成為展場中最引人注目的焦點攤位之一。 

(4) 本會除展場以「Study in Taiwan」為主題設計來展現特色外，另替各參展學校設計

學科表，讓來觀展的學生清楚地知道哪些學校有他需要的課程，輔以現有的由本會

製作的相關宣傳文宣「Study in Taiwan」、「學華語到臺灣」、「商管」及「短期」等

發放，對宣傳我國高等教育相當有幫助。 

(5) 展外由駐外單位協助安排當地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參訪活動，盼藉此促進臺灣大學

校院與當地大學校院之學術合作交流。 

三、雙邊高教交流 

為累積與強化臺灣與特定區域或國家之雙邊聯繫,包括建立與加強我國大學與其他地區

大學進行交換學生、雙聯學位、學術合作計畫與交流機會。 

(一) 臺灣-日本 

    自 97年 4月，本會與日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大阪大學聯盟」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內容包括臺日雙方參與校共同研究計畫、每年交換學生、教職員互訪等重要國際教育交流

協議。臺日雙方院校皆希望藉此協約為一基礎交流平台，以達到學術交流目的，並增益臺

日高等教育發展，共同激盪出學術火花。而此次 8月 22至 23日於日本大阪舉行的「臺日

大阪高等教育論壇」被視為簽訂合作備忘錄後的具體落實合作之一，具重大意義。除此之

外，我方也積極籌辦臺日私立大學校長論壇，希冀建立每年或每兩年一次的合作方式，以

奠定臺日學術交流深厚基礎，故此行也順道拜訪日本全國私立大學協會，於會中表達建立

合作機制的想法並邀請日本大學校長於年底來臺參加第一屆臺日私立大學校長論壇。 

本次會議，由專題演講開場，大阪大學聯合會特邀請日本名設計師安藤忠雄就「如何

迎向國際化社會」發表專題演講，並闡述教育國際化視野的重要性。下午分科會的部份共

分為四個主題，依序為大學之國際化與教育體制、大學之國際化與產學合作、大學之國際

化與大學評鑑及大學之國際化與大學經營，由日方及臺方各四位校長分別發表，並分別交

換意見及分享雙方在面對國際化的過程中，校園經營及各方面發展受到的挑戰與發展經

驗。第二屆臺日大阪高等教育論壇擬於 2013年於臺灣舉行，臺日學術交流活動將常態化進

行，增益雙邊高教發展並維持友好的學術關係。 

(二) 臺灣-美國佛州 

第三屆「臺灣與美國佛羅里達州高等教育交流會議」於本年 9月 1日至 2日假美國奧

蘭多市舉行，為落實雙邊實質交流及促進了解，逐步推動交換學生及交流平台等備忘錄內

容，佛羅里達理工學院人文與傳播系為臺灣學生量身訂作，7月 18日開始，開設為期三週

美國研究短期課程，課程包含現代美國歷史及美國外交政策，邀請臺灣各大學院校同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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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參加，課程於 8月 5日結束。鑒於佛州發展前景，此次學術交流合作以科技發展、醫療

技術、生命科學、能源環保、觀光休憩等重點學科為主，臺灣此次參與的 8所院校皆於上

述面向有卓越的教學研究成績，並期能透過此次教育協議及配合佛州培育人才需求，鞏固

拓展雙方合作關係。 

此次交流會由教育部吳部長清基率領 11 所台灣大專院校、及美洲地區（含加拿大及

巴拉圭）35 位文化組長共同與會。佛州方面出席人員除私立大學校院系統外，尚有州立大

學系統等共同出席。會中駐邁阿密辦事處與佛州私立大學系統、佛羅里達理工學院簽訂臺

灣書院合作意向書，雙方同意加強在高等教育方面之合作，並就創設「臺灣書院」一事提

供特定協助，以增進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之教育交流。會中更促成國內 9所大學與佛州大

學簽訂互惠合作學生交換協定，總計有 4 組共 17 件合作協定之簽約。此次論壇，延續第

一屆及第二屆精神，會中探討雙邊高等教育方針，亦針對綠色校園議題進行討論。 

(三) 臺灣-歐洲 

本會與淡江大學、歐洲教育展、英國文化協會、荷蘭教育中心、法國教育中心、德國

學術交流中心聯合於本年 10月 24日假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三屆臺歐高等教育

論壇。 本次論壇參加人員計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歐洲高等教育機構相關國際

事務人員，以及臺灣各高等教育機構代表，共計超過 100位代表與會。會中除了主題的討

論，亦安排各與會代表進行媒合活動，由雙方代表以一對一方式洽談各項事宜，促進臺歐

高等教育瞭解並發展合作契機。參加者對論壇的整體安排感到滿意。大多數歐洲與臺灣學

校代表覺得第一場專題演講及座談、媒合活動對於往後建立學術交流相當有用，因此感到

滿意。 

四、國內交流會議 

    本年度本會共舉辦三場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二場英文網站實務精進交流會、及本會

為協助推動教育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新增之二場工作坊和一場教育展，摘要如

下所示。 

會議 舉辦日期 承辦學校 主題 參加人數 

國際事務主管 

交流會議 

3月 04日 
臺北醫學 

大學 

吸引國際優秀年輕學生及學

者之策略與經驗  
共計 88人 

10月 14日 東海大學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  

之境外招生策略  
共計 105人 

12月 16日 
南台科技 

大學 

國際學生招募之 

永續經營策略 
共計 114人 

大學校院英文網站精

進實務交流會 

7月 22日 

(研討會) 
本基金會 

大專校院英文網站品質提升 

英文網站內容編寫實務 

網站流量提升 

國外大學網站個案分享 

共計 80人 

10月 18日 

(工作坊) 
本基金會 共計 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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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招收境外學

生實務工作坊 
10月 20日 銘傳大學 

招生成效卓越之大專校院招

收境外學生經驗之分享 
共計 80人 

大學推動國語文教學

實務工作坊 
11月 02日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招生成效卓越之華語中心教

學實務經驗分享 
共計 50人 

特色大學教育展 10月 19日 輔仁大學 

臺灣華語教學成效 

建構全英語課程 

建構全英語園區 

共計 130人 

(一) 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1、臺北醫學大學－吸引國際優秀年輕學生及學者之策略與經驗 

本次會議由臺北醫學大學與本會共同舉辦，計有將近 90位來自全國各大學負

責各校國際事務之主管參與此一盛會。會議以研討會方式進行，會中特別邀請國家衛生

研究院伍焜玉院長主講臺灣高等教育及創新研發之策略，國科會國際合作處林宗泰處長

主講實習及候鳥制度之成果及突破，政務委曾志朗主講全球透視：亞洲有關優良研究實

務的經驗。三位長官精闢的演說內容，以及演說中殷切期盼與叮嚀，發人深省。在進入

全球化的時代，各校發展國際事務的同時，大學院校中負責國際事務之主管們更體認到

任重道遠，貴在一步一腳印往世界邁進。會議的另一個重點是與會主管們的經驗交流，

各校主管們針對「吸引國際優秀年輕學生及學者之策略與經驗」及「高等教育網

絡、聯盟及國際競爭力」兩項議題進行意見交換與討論。北醫訪問教授 Dr. Vallaurie 

Crawford亦以「大學出版物與高等教育」為題發表演說。會議最後由張武修國際長與本

會陳美惠執行長主持座談，與會貴賓在熱列的討論中依依不捨的劃下句點。 

2、東海大學－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境外招生策略 

    過去幾年，台灣大專院校皆在推展國際化的工作上許多耕耘，在這過程中，政府扮

演的角色與相關的配套政策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因此，本次會議規劃的第一個主題

便從這兩個面向談起，期望與會者對當前政策有更清楚的了解和掌握。第二個主題則聚

焦全球各個區域的招生經驗與成果分享。鑑於華語學習仍是近年境外學生來台求學的主

要目的，第三個主題將分享華語資源如何成為境外招生的一大助力。最後，我們將議題

拉回招生後端的境外學生輔導體系與後勤支援系統。藉由交流，我們期望與會者能夠從

中獲得推展高教國際化的養分，同時增進彼此之間的支持與互動。本次國際事務主管會

議係由東海大學與本會共同主辦，邀請教育部與國內大專院校國際事務主管進行交流，

分享招收境外學生之挑戰、經驗與成果。期望各大專院校負責國際事務的主管能充分使

用本會議所學，讓台灣的大專院校更朝國際化邁進。 

3、南台科技大學－國際學生招募之永續經營策略 

   目前至台灣就讀的國際學生已突破三萬六千人，隨著全球化以及政府政策的快速推

動，學校對於國際學生招募的經營格局隨之擴大，各種挑戰以及外部競爭隨之而來，各

校除了提升教學水準以及整體國際化能力外，建構完整的國際學生友善學習環境及機制

乃是台灣教育輸出計畫脫胎換骨及提升全球競爭力的關鍵。走入全球教育市場，各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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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一流的國際視野及做法，因此在招募國際學生的策略中，整合學校之優勢為首要

任務。本次會議由南臺科技大學與本會共同辦理，除了延伸本年度前兩場次交流會議之

主題，特別將此次交流會議之內容將聚焦於國際學生招募之代理人制度、國際學生服務

之精進措施以及就業輔導與實習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及分析並提供有效策略，以協助

各校擬定成功的國際學生招募策略規劃以及長線佈局經營。 

(二) 大學校院英文網站精進實務交流會 

    本研討會分為五項主題，分別為「大專校院英文網站品質提升」、「英語

內容編寫實務」、「網站流量提升個案分享」、「國外大學網站個案分享」、「大

專校院推薦個案分享」等，並請各校委派國際事務主管、國際招生負責人員、網

頁管理及資訊人員、網站內容翻譯人員等領域之同仁與會。本次研討會各校報名

踴躍，共計 80 人與會；參加人員以國際事務主管占近一成，國際招生負責人員

占近五成，網頁管理及資訊人員占四成，及網站內容翻譯人員。並以國立大學校

院人員為占最多。本次會議，學員對會議整體滿意度達 98%（最滿意為 25%，滿

意則佔 73%），並認為講者簡報內容豐富及充實，對於本會往後持續辦理英文網

站相關之交流會議給予莫大的支持與鼓勵。  

(三) 大學校院招收境外學生實務工作坊 

    本工作坊分為四項探討的主題，分別為「大專校院英文網站品質提升」、

「英文網站英文內容編寫實務」、「網站行銷與使用行為之分享」、「大專校院

推薦個案分享」等，本次工作坊受廣泛關注，各校報名踴躍，然考量工作坊的互

動狀況及對日後各員實務上搭配合作的效益，邀請各校委派國際招生負責人員、

網頁管理及資訊人員、網站內容翻譯人員此三項領域之工作同仁一同與會，期以

小組討論的型式，增進各校交流與學習。參加人員以網頁管理及資訊人員最多，

近五成；國際事務主管及國際招生人員為四成，其餘為專案人員、英文網站翻譯

人員、講師等。學員對工作坊整體的滿意度為 84%，並表示日後會想再參加本會

所舉辦之英文網站相關精進實務活動者相當高，多數並支持明年能舉辦研討會及

工作坊各一場。本會未來除將努力設計更適合與會同仁的專題，同時期許下次工

作坊各校均能委派複合領域同仁，並期望更加了解本工作坊對各同仁與他單位之

合作效益，和參加過後續回校操作實際效益。  

(四) 大學校院招收境外學生實務工作坊 

    為促進國內大學校院招生國際學生之經驗傳承及資源分享，邀請國立清華大

學、銘傳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及南台科技大學等招生成效卓著之大專校院

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招收境外學生相關推動措施及經驗，協助尚未具招生規模大

學校院積極開展各項招收境外學生之基礎建設工作，並邀請近 80 名尚未具招收

境外學生規模，有積極意願投入之大學校院業務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參與本實務工

作坊。其中銘傳大學劉國偉處長以韓國學生為例，針對韓國學費、畢業生就業情

形等面向，分析台灣的大專校院可以招收韓國學生的優勢；此外，劉處長亦以英

制高中申請資格的經驗做分享，得到與會者很大的迴響。南台科技大學主講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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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興副校長，吳副校長則是以增進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鼓勵學生出國研習以

及招生國際學生等理念為主軸，以達到推動國際化的目標。在工作坊的最後進行

綜合座談，各校與會者藉此機會提出有關招收境外學生的相關問題，與講者互動

熱烈，透過本工作坊以達到知識平台分享的目標。  

(五) 大學推動國際華語文教學實務工作坊 

    為鼓勵大學於校內設立華語中心，對外可招收華語研習生，對內可提供在台

國際學生研習華語，本次工作坊邀請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文藻

外語學院、國立成功大學以及淡江大學等招生成效卓著之華語中心，進行實務案

例分享，希望經由經驗傳承及資源共源方式，協助大學校院積極投入華語文教學

資源開展及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針對從組織、師資、課程、

教材等面向探討設立華語教學中心之要素，而另外邀請到文藻外語學院、國立成

功大學以及淡江大學，分享華語教學中心招收外國學生之策略及實施方式。除此

之外，另外有舉辦語文競賽、卡拉 OK、節日活動等，讓境外學生有機會可以深

入了解台灣生活，也可以聯絡同學間的感情。教師方面，則是透過教師研習活動，

除了回饋教師平日的辛勤，也可達到聯絡情誼、經驗交流等目的。最後是邀請到

淡江大學周湘華主任分享經驗，特別以華語中心的特色來做分享，其中提到 TOCFL

免費報考、學員保險以及華語暑期夏令營，都是吸引學生的要素。而在招生策略

中，不管是平面宣傳、網路宣傳、合作夥伴、政府資源與教師夥伴，都有免費的

資源提供給與會者做參考。工作坊最後進行綜合座談，各校與會者藉此機會提出

有關華語中心的相關問題，不論是中心的設立或是招收策略，與會者與講者之間

互動熱烈，透過本工作坊以達到知識平台分享的目標。  

(六) 特色大學教育展 

   我國自 2011 年起首次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國際秘書處，由教育部主辦，輔仁大學承辦，負責組

織與協調所有會員國工作。亞太大學交流會已具有十八年的歷史，為亞太地區最

重要的國際學術組織之一，由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菲律

賓、泰國等共三十四個會員國，將近五百個會員校所組成。而我國從今年起主掌

協調業務，以學術外交的方式提升臺灣之國際能見度。今年為首次於臺灣舉行國

際理事會，邀請會員國理事與會，討論組織發展與相關業務方向。藉由這次的機

會，在 UMAP 會議期間規劃「臺灣特色大學教育展」，邀請國內辦理「華語文教

育」、「英語授課學程」以及「英語授課園區」成效卓越的 14 所大學校院，以

教育展形式舉辦。透過如此的型式向外賓介紹我國高等教育以及華語文教育優

勢，進而洽談吸引該國學子來台留學或研習之合作方式。除了教育展部分，本次

活動另外規畫專題演講，其講者分別邀請到文藻外語學院華語中心廖南雁主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周碩彥教授以及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處劉國偉處長，針對「華語

教學」、「全英語教學」以及「全英語園區」三大主題與外賓分享台灣的華語文

教學以及全英語授課的環境，希望藉由如此的機會，宣傳台灣教育與文化特色，

吸引外國學生來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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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教育中心 

(一) 建立臺灣教育中心整體識別形象 

本會於 100年 10月 12日召開「臺灣教育中心推動 Study in Taiwan工作會議」，為整

合海外臺灣教育中心識別系統，建立品牌形象，本會委請設計公司協助設計並規劃臺教中

心 Logo。經各中心投票表決，最後獲選 Logo為「啟」，該 Logo使用簡潔的造型融入書本

的意象營造「開啟」的概念，象徵「open to the world」的概念，並兼具「門」及英文字

母「T」（Taiwan）的意含。自 101年度起各海外臺教中心統一使用本識別系統，將提供境

外學生留學臺灣諮詢及本國各校前往交流、參展更好的服務。 

(二) 辦理臺灣教育中心研討會 

1、 文藻外語學院場次：本會於 100年 4月 22日假文藻外語學院召開「越南高等教育暨越

南學生招收策略研討會」，邀請到教育部技職司張科長惠雯及文教處賴科長碧姬前來與

會，張科長並以「深耕東南亞計畫」為題進行演講，說明教育部推動深耕東南亞政策

之目標及作法。接下來請龍華科技大學葛校長自祥講述越南高等教育現況及該校招生

經驗分享。下午則請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辦公室分享「東南亞地區菁英來臺留學之現

況與展望」，讓與會各校代表知悉目前東南亞菁英來臺情形。並請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市

兩臺灣教育中心負責人文藻陳處長茂祥及暨大陳主任佩修，就中心之任務及發展現況

進行報告。最後則請銘傳大學劉副處長廣華以「從法規面探討如何招收國際學生」為

題，說明在新法規下各校能如何招收外生及僑生。此次共計 117人參加，92％的與會

者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場次：本年 12月 14日本會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舉辦，並同時為台

灣教育中心揭牌，寫下臺教中心發展重要的一頁。第一場專題演講請到教育部文教處

吳亞君研究員報告我國招收國際學生策略及未來展望，提到我國招收國際學生現況分

析、我國高等教育輸出優勢與機會，以及我國招收境外學生目標與策略。第二場專題

演講請到銘傳大學劉廣華副國際長（同時也是蒙古臺灣教育中心負責人），報告如何

利用臺灣教育中心招收外國學生。劉副處長從政策面切入到執行面，介紹臺灣教育中

心的任務及招生策略，鼓勵各校積極參加臺灣教育中新海外招生各項活動。下午分 A、

B兩組進行分組座談，分別請各中心主管就該中心明年度之規劃向與會各校報告，歡

迎各校一同參加各中心明年度招生相關活動。本次共有 75位學校代表報名參加，回收

問卷中公私立一般大學約佔 7成，公私立技職約佔 3成。高達 98％的與會者表示招收

國際學生為該校現階段重要政策，顯見本議題之重要性，100％的學校表示願意參加臺

灣教育中心舉辦之相關活動來協助招生。本次工作坊的滿意度（滿意及非常滿意）達

94％，感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及各校的支持與肯定，明年度將持續改進辦理。 

(三) 參與海外臺灣教育中心招生展 

1、 泰國：為擴大招收外國學生，教育部將東亞區域視為重點招生區，泰國即為其中重要

的第一站。教育部委託菁英來臺留學辦公室主辦「2011 臺泰教育論壇」暨「臺灣高等

教育展」，可謂雙邊學術合作和交流之重要里程埤。本次由教育部長率團，帶領台灣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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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專院校代表共計約 150 人參加，所到之處包括曼谷與清邁。透過這次臺泰雙方官

方之合作，於本年 2月 11日假 Shangri-La Hotel 辦理「2011 臺泰教育論壇」，致力

與泰國教育部建立友好關係，並協議往後台灣與泰國輪流辦理學術研討會，持續二國

之交流與合作。當天共有 16所臺灣大專院校各別與 35所泰國大專院校簽署雙邊合作

協議。而「2011臺灣高等教育展」則由菁英來臺留學辦公室負責籌辦，協同駐泰國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曼谷臺灣教育中心、清邁臺灣教育中心之力，於 2011 年 2月 12~13

日假曼谷 Siam Paragon 百貨公司及 2 月 15日假清邁大學各辦理一場台灣高等教育

展。本會陳執行長亦前往臺泰教育論壇及招生展，並赴曼谷、清邁兩中心訪視，瞭解

兩中心在此次招生展配合之情形，以及中心日常業務推動情形。 

2、 蒙古：教育部林政務次長聰明率同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陳惠美執行長及銘傳大學李銓、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與明道大學汪大永等三位校

長及 17所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等共 44人，於秋分之日抵達塞北大漠之國蒙古訪問，

並主持第三屆臺灣教育展，為「臺蒙科學文化教育中心」揭幕，與蒙古教育文化科學

部副部長舉行臺蒙兩國教育高層會談，並獲頒蒙古榮譽博士學位，圓滿順利，成果豐

碩。林政次此行係以現職中華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之身份應邀訪蒙，為歷年來首位訪

問蒙古之中華民國政務官員，在兩國未有邦交之情況下，將我國與蒙古之文教交流更

向上提昇，實屬不易。第三屆臺灣高等教育展於 24日上午正式開幕，本次教育展為期

兩天，人潮洶湧，各校共計提供 156名學費全免獎學金，25名學費半免獎學金，估計

近千人前來觀展。各校平均詢問人次近 400人，其中不乏家長帶著子女不遠千里前來

瞭解各校的特色及獎學金政策，可見我國高等教育對蒙古學生相當具有吸引力。 

3、 印尼：為加強臺灣與印尼文化與教育交流，吸引印尼學生赴臺灣進修，教育部於本年 9

月 29日至 10月 7日在印尼舉辦「2011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共有 27所臺灣知名大

學及中央研究院等國際學術交流組織近 70位代表至印尼參展，提供各領域國際學程招

生及各式獎學金資訊。本次招生展於亞齊、日惹及泗水三城市舉辦，由「菁英來臺留

學辦公室」(Elite StudyInTaiwan Program Office, ESIT)及設於泗水之印尼臺灣教

育中心主辦，並結合印尼當地學校資源，分別於 10/1在亞齊 Syiah Kuala University、

10/3日惹 Gadjah Mada University及 10/5 Atrium of Tunjungan Plaza, Surabaya

舉辦三場招生說明會。此次教育展參展團員包括校長、研發長、教務長及各校負責國

際學術交流暨學生事務人員等，是臺灣各大學院校於本年度印尼招生後再度結集至印

尼辦理聯合招生說明。各校於印尼三場招生說明會中設攤與學生進行面對面交流，提

供學校簡介、學程說明、申請入學流程，及獎學金等相關資訊。本次本會除赴泗水參

加招生展外，並拜訪泗水臺教中心及所在學校「泗水理工大學」之副校長及國際長，

感謝渠等支持臺灣教育中心。目前該中心透過媒體、教育展、參與活動及其他各種管

道，已成功將臺灣高等教育資訊發送超過 1,500人次，並實際提供超過 500人次的諮

詢服務並自 9月起開辦華語課程，預計於年底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此次也協助教育部

辦理泗水場次之臺灣高等教育展。 

4、 越南：於 11月 21日至 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峴港市、河內市三大城市盛大舉行。本

次越南地區「臺灣高等教育展」係由教育部策劃指導，中原大學「菁英來臺留學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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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與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教育資料中心」合作辦理；「第二屆臺越

教育論壇」則由臺灣教育部與越南教育培訓部共同策劃，並由越南「峴港大學」與臺

灣龍華科技大學「峴港臺灣教育中心」合作籌備。本年度教育展規模盛大，共有來自

臺灣 41所大學 130位代表，含 18位大學校長、7位副校長、17位國際合作處主管親

自參加。教育展與招生說明會於 11月 21日在越南南部「胡志明市百科大學」、11月

24日在中部「峴港大學」、11月 25日在北部「河內國家大學」三所大學校園中公開舉

行。教育展提供越南學生與各臺灣各大學代表進行面對面交流，提供學校系所簡介資

料、解說申請入學流程，並公布各項留學獎學金名額與申請方式。臺灣各大學代表團

於 11月 23日一同出席於峴港市皇軍廣場旅館(Crowne Plaza Hotel & Resort)會議中

心舉行的「第二屆臺越教育論壇」，與越方教育培訓部以及越南各大學教育領導，針對

雙方各項合作議題進行討論交流。本次論壇討論大學教育如何結合大型企業進行「產

學合作」的模式，以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企業人才需求的緊密聯結。 

六、學習環境調查訪評 

為能在訪視前先行掌握各校之實際情況，本會訂定訪視指標、設計問卷，針對受訪校院

之外籍學生及國際事務單位先進行問卷調查及各校自評。本年度則開放各大專校院自由報名

方式，9所學校選自於 98、99年度受訪過的 44間學校，其餘則由擁有 40名以上外生之大專

校院自行申請。 

(一) 目的：本次訪視重點項目為瞭解受訪學校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課程)/國際學程之實際

發展現況，外籍生在校學習行政教學支援系統，招收外籍學生整體推動策略等實施情形

等，以及相供相關改善建議。期建立校際標竿，彙整受訪學校招收外籍學生來臺留學之

特色、優點及可供其他學校學習之典範案例，增進校際經驗交流分享，並於「Study in 

Taiwan」資訊平臺向國際學生廣為宣傳。 

(二) 訪視五大指標：學校國際化發展優勢與現況、無語言障礙學習環境及教學支援系統、國

際學生學習環境之行政支援系統、國際學生實習、就業輔導與追蹤、學校英文網站。 

(三) 執行方式：訪視學校資料蒐集，收集重點以訪視五大指標相關內容為主，並進行國際學

生問卷，調查對象為受訪校現 99學年度所有外國學位生及交換生為主，調查方式採「線

上問卷」進行，問卷調查重點亦以五大指標相關內容為重點項目；其後邀請專家學者組

成訪視小組，實際到校訪視進行瞭解。 

(四) 英文網站評量：於問卷調查及實地訪視進行的同時，本會請專家瀏覽各校校級英文網頁

及國際招生專頁，評量對象為 18所受訪校院的學校英文入口網站、國際招生網頁或國

際事務處網頁。針對各項指標進行評估，幫助各校了解自身於國際門面營造之改善空

間，及其資訊和用法對實際或潛在來臺外籍學生的友善程度，以達成增進國際招生執行

之效益。主要評量項目為：網站資料充分性、內容正確性、資料即時性、介面一致性、

網站互動性。 

(五) 訪視成果應用：為提昇 100年度計畫執行成效，本會已建置完成「大學校院招收國際學

生實地訪視資訊平台」，除將歷年訪視過之學校資料上傳，供其他各校觀摩學習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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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訪視相關訊息公告之用。後續擬規劃此訪視平台做為為國內國際學生相關調查數據資

料庫，除請各校逐年更新相關資料及數據外，亦定期調查國際學生對學習環境國際化環

境滿意程度，以提昇訪視計畫效益。 

七、高教國際化研究案 

本會在推動臺灣高等院校國際化的工作上，整合不同校院參與國際高教相關活動，與提

升臺灣能見度上，已有基礎。為進一步發揮本會前瞻規劃之功能，本年度提出 5個研究計畫

案，邀請 5位國內大學資深國際長，為臺灣高教國際化相關議題進行先導研究，期待這些研

究成果，能在臺灣高教的發展上，提供建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計畫分五個子項目：Erasmus 

Mundus 研究計畫、國際學生校友會運作計畫、短期進修研究、亞洲高等教育輸出政策研究、

及東南亞招生策略。本年 2月、7月及 12月分別召開工作會議，除請各位研究員報告研究進

度外，亦進行投稿策略與經驗之分享。此外，亦邀請研究員於本會舉辦之國際長會議上分別

發表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果投稿於 2012年之亞太教育者年會，並獲大會錄取，預期可加強

世界各國對臺灣高等教育之認識。 

参、決算概要 

一、收支餘絀實況 

(一) 業務收入決算數 3,529萬 6, 336元，較本年度預算數 1,473萬 1,000元，增加 2,056

萬 5,336元，約增加 139.61 %，主要係因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增加，致補助收入增加。 

(二)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80萬 9,867元，較本年度預算數 205萬元，減少 124萬 133元，約

減少 60.49 %，主要為辦理各項研討會酌收之報名費收入減少。 

(三) 支出總額決算數 3,285萬 9,138元，較本年度預算數 1,678萬 1,000元，增加 1,607

萬 8,138元，約增加 95.81 %，主要係因教育部補助計畫增加，故計畫支出增加。 

(四) 上列收入總額決算數合計 3,610萬 6,203元，支出總額決算數 3,285萬 9,138元，本

期賸餘 324萬 7,065元。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 本期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25萬 7,897元，主要為本期賸餘 324萬 7,065元、折舊

與攤銷 66萬 5,391元、應收款項增加 3萬 7,054元、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124萬 3,792

元、應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86萬 1,297元。 

(二) 本期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7萬 2,000元，為遞延費用攤銷增加。 

(三) 本期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為 0元。 

(四) 本期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3,952萬 7,356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 398萬

5,897元，致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4,351萬 3,253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一) 本年度其他基金無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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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累積餘絀本年度期初為 398萬 5,518元，本年度增加 324萬 7,065元，累積餘絀期末

為 723萬 2,583元。 

(三) 本年度淨值決算數 4,333萬 2,553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 本年度流動資產決算數 4,358萬 1,807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4,080萬 2,648元，增加

277萬 9,159元，約 6.81 %。 

(二) 本年度其他資產決算數 79萬 9,763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119萬 3,154元，減少 39萬

3,391元，約減少 32.97 %，主為遞延費用減少。 

(三) 本年度流動負債決算數 104萬 9,017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191萬 0,314元，減少 86

萬 1,297元，約減少 45.09 %，主要為預收款項減少所致。 

(四) 本年度淨值決算數 4,333萬 2,553元，為基金餘額 3,609萬 9,970元，及累積餘絀 723

萬 2,583元總和。較上年度決算數 4,008萬 5,488元，增加 324萬 7,065元，約 8.10 

%，主要為本期餘絀增加，致淨值增加。 

肆、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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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收 支 餘 絀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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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現 金 流 量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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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淨 值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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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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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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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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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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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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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基 金 數 額 增 減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0年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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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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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主  辦  會  計：曾淑和 

董    事    長：張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