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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由於教育機會的有限與地理空間的侷限，高等教育的「留學」是一個積

累人力資本、追求社會流動的常見途徑。較常見的留學路徑是前往北美、西歐、

日本等核心國，近二十多年來，也開始有一定數目的台灣學生前往中國大陸求學。

他們為什麼去中國留學？遷移的動機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有複雜多重的面向，我

跟學生吳伊凡訪談了六十名在中國就讀不同科系的台生，想要了解是那些因素促

使他們踏上這條另類的留學路。

人們考量求學地點時，最直接的因素在於學習所得的利益與所需的成本。去中國

唸書是否因為對岸提供了較佳的教育品質？以目前的條件來說，這樣的動機通常

只出現在一些強調中國為「正統」的科系，如中文、中國歷史以及中醫。去中國

唸書是否因為較低的學習成本？儘管中國的學費與生活費確實比台灣低，也比去

美日等國留學的成本相距甚遠，一般來說並不是台生遷移的主要誘因。

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中國大陸提供了相對容易取得的教育機會與管道。一方面，

在攏絡台灣人的政治考量下，中國政府提供台生比外國學生優惠、比本國學生寬

鬆的入學管道。早期更存在一些非正式的管道，如插班與試讀。另一方面，在台

灣，儘管進大學的門檻降低，要進入特定專業或名校的機會仍然有限，跟此「窄

門」相比，大陸的特殊入學管道顯得「容易」許多。

許多人因為在台灣沒有辦法(或預期無法)考上自己想要唸的科系或名校，因而選

擇以中國為替代性的求學管道，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去念西醫或中醫的台生。由於

醫生在台灣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所得高(相反地，在中國並非如此)，許多人立志想

當醫生，或者家裡人期待他要當醫生，只好渡海去習醫。

在許多個案中，遷移不是學生個人的決定，而是受到家人的影響。常見的是，家

人因為工作或事業先遷移到大陸，因而帶動子女的遷移。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也

遇到有些個案是為了就近照顧小孩唸書，父母申請調派來大陸工作。此外，在一

些去對岸念大學的個案中，遷移不是小孩的自主決定，而是父母的安排，不乏被

父母強迫送來，又以學醫者居多。

許多人去中國唸書，不是或不只為了學習本身，而是希望透過求學來達成其他的



目標。許多人預期在當地求學的經驗與資歷可以促進他們未來在中國市場的就業

或創業。金融商管的專業，視中國為區域性的全球資金匯集點，可以提供比台灣

更大、更國際化的市場。念法律的預期在兩岸經貿市場活絡、中國考照制度鬆綁

後，可以提供他們重要的工作利基。

更多的受訪者陳述去大陸求學的理由是要去「玩」、去「看看」，以模糊的方式表

達了他們對於中國的興趣。對於家庭有外省背景的人來說，相對較容易對中國衍

生歷史與文化上的親近感。但台生中也不乏本省背景但對中國有高度興趣者。少

數人基於情感連結而趨近大陸，大部分的人是對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存在

很大的好奇。

小莉前往大陸唸碩士班的起因，源於她在台灣唸大學期間，曾經接觸到來台參訪

的中國學生會代表，這些學生的能言善道與「非常精英」，讓她「嚇到」，立志一

定要去中國看看。此番的印象深刻其實對照的是她的先前成見，小莉說：「因為

我們一直都覺得大陸很爛、很落後嘛」。

台生對中國的好奇不是單純的對於一個地方的陌生、不熟悉或不了解，反而是因

為他們有既存的知識與印象，再加入媒體炒作的「中國熱」、「上海熱」，拼貼出

一個有關「中國」的混搭馬賽克。因為台灣人把中國貶為落後蠻荒之地，所以他

們的「崛起」與「精英」益發讓人驚訝；由於我們在歷史地理課本中已經讀了許

多的中國，這樣的對「祖國」的「熟悉」，讓實際生活如「外國」的「陌生」感

顯得對比強烈。對於置身於此曖昧論述地圖的台灣人來說，「中國」指涉了多重、

甚至矛盾的複雜意義，中國讓人感到新鮮、好奇，也讓人感到不解與焦慮。

對於去中國求學，台灣社會懷抱兩個常見的迷思。倡議去中國留學者，往往強調

大陸學歷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通行證。然而，許多畢業台生的經驗遠非如此。基

本上，台生在中國教育體系的位置類似台灣大學裡的「僑生」，特殊入學管道有

時讓台生在本地學生間遭受異樣眼光。台生在中國求學時被當作「本國人」般對

待，但畢業後找實習、找工作之際，台灣人的身分又成了「外國人」，多數台生

的機會仍侷限於台商醫院或企業，醫療專業也難以在當地開業。許多台生因此洄

游台灣，又面臨學歷認證的關卡。

反對承認中國學歷者，也存有另一種迷思，認為去大陸唸書將淪為中國統戰、洗

腦的對象，質疑台生的政治忠誠與認同。事實上，在對岸求學與生活的經驗提供

了許多台生一個「文化接觸」的機會，掏洗了教科書中陳舊的、虛幻的中國，也

解構了媒體炒作的眩目的、片面的中國，讓他們「重新認識了一個新的中國」，

也讓他們重新定位自己與台灣。



受訪者小武生動地描述：「再怎麼藍的人，去了大陸後都會開始出現綠光」。在學

校舉辦的中秋聯歡晚會上，平日相處甚歡的大陸同學慫恿要他唱「東方之珠」，

他心裡隱隱不舒服，腦子一轉說，那我們來唱「愛拼才會贏」吧。

在兩岸政治糾葛與全球經濟動盪的脈絡中，面對崛起的中國，好奇又焦慮的心理

叢結，不僅描述了渡海負笈的台生的心情，也是潛伏於台灣社會的一種集體心

態。讓我們持平以待，中國學歷的市場效益不應被誇大，也無須對此恐慌，或施

以背離台灣的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