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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際文教交流

壹、政府間簽訂之教育文化協定
為推動與各國文教交流關係，我國積極與外國各級政府簽訂

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以作為雙方各項交流合作之依據，
此係我國教育部施政理念與政策之優先推展項目中「加強教育國
際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展現。目前教育部與美國俄亥俄、密西
根、愛荷華、阿肯色、緬因、馬里蘭、猶他、科羅拉多及維吉
尼亞等�個州，及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奧地利、俄羅斯、加
拿大、德國、約旦、帛琉、巴拉圭、印尼、越南、蒙古、馬來西
亞、菲律賓、教廷及泰國簽有教育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錄且持續
執行中。

貳、臺灣研究全球布局
為加強國際社會認識及瞭解臺灣，教育部近年積極推動海外

臺灣研究，擇定於世界知名大學成立「臺灣研究講座」，教授及
研究有關臺灣文學、語文、政治、經濟及社會等主題。
計畫內容包括：開設「臺灣研究」相關課程、邀請「臺灣研

究」短期客座教授、設置臺灣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獎學金及購贈
臺灣研究相關圖書等。
另為加速推動並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與教育部認可之外

國大學及學術單位進行以臺灣研究為主旨之學術合作與交流，教
育部訂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實施
要點」，鼓勵國內大學校院與世界知名學府辦理臺灣研究國際合
作計畫。本年補助計畫如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捷克布爾諾馬薩裏克大學之「互動學
習與跨國教學：臺灣研究在多元媒體之應用」。

二、國立政治大學與日本廣島大學、兵庫教育大學之「臺灣史
教學與研究國際合作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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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中興大學與韓國外國語大學之「推動臺灣文學與電影
研究在韓國植根計畫」。

四、輔仁大學與比利時魯汶大學之「臺灣研究工作坊在魯
汶」。

五、東吳大學與日本愛知大學之「近六十年臺灣發展經驗的東
亞觀點」。

六、長榮大學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之「臺灣長榮---奧地利維也
納的『臺灣族群與性別』專題教學計畫」。

七、崇右技術學院與日本長崎國際大學之「臺灣茶道與茶藝文
化研究雙邊交流計畫」。
上述各項「臺灣研究講座」及�項校際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

已奠定國際高等學府研究臺灣之基礎，整體績效卓著。對於推廣
學術外交，更有莫大助益。
未來教育部除續於知名大學設置「臺灣研究講座」外，更擬

積極深化及廣化「臺灣研究」的國際學術能量，以達成全球布
局。
總計本年於英國、德國、奧地利、荷蘭、義大利、美國、加

拿大、日本及澳大利亞等�國與��個大學共同合作進行��項「臺灣
研究講座計畫」，明細如下：

國名 大學 內容 期程

歐洲

�

英國

劍橋大學 東方學院華文教師計
畫

�0��-�0��

� 倫敦大學 臺灣研究資深教學研
究員計畫

�0��-�0��

�
德國

哥廷根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計畫 �0��-�0��
� 杜賓根大學 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

心臺灣研究獎學金
�00�-�0��

� 荷蘭 萊頓大學 臺灣講座教授計畫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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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 羅馬第三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計畫 �0��-�0��
�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 臺灣研究中心 �0��-�0��
美洲

�

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
汀校區

臺灣研究講座 �0��-�0��

� 波士頓大學 臺灣研究計畫 �0��-�0��
�0 加州大學聖塔

芭芭拉校區
�.臺灣研究中心獎助
計畫
�.臺灣研究中心基金

�0��-�0��
�0��-�0��

�� 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校區

臺灣研究計畫 �0�0-�0��

�� 喬治梅森大學 推動臺灣研究計畫 �00�-�0��
�� 馬里蘭大學 推動臺灣研究計畫 �00�-�0��
�� 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校區
臺灣研究計畫 �0�0-�0��

�� 喬治華盛頓大
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 印第安那大學
布魯明頓分校

臺灣研究講座 �0��-�0��

�� 北卡大學教堂
山校區

臺灣研究講座 �0��-�0��

�� 聖路易市華盛
頓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

加拿大

卑詩大學 提升臺灣研究計畫 �00�-�0��
�0 多倫多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 渥太華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 亞伯達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 麥基爾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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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

日本

早稻田大學 �.臺灣研究所
�.臺灣研究講座

�00�-�0��
�00�-�0��

�� 櫻美林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0��
�� 拓殖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0��
�� 杏林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0��
��
澳大利亞

蒙納許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0��
�� 澳洲國家大學 臺灣研究講座 �0��-�0��

參、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一、與美國教育合作：
（一） 積極支持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換計畫：致力推動我與美

國學者互訪、交換研究、進修、講學及提供留美資訊
服務，�0�年共有��位美籍學人前來臺灣交換；另有本
國籍學人��位至美國著名學府進修研究。

（二） 參加第�屆臺馬里蘭高等教育會議暨第�屆臺佛羅里達
高等教育會議：
�月��日及��日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率團赴美接續參
加馬里蘭州「第�屆臺灣-馬里蘭高等教育會議」(The 
�st Taiwan-Maryland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及佛
羅里達州「第�屆臺灣-佛羅里達高等教育會議」(The 
�th Taiwan-Florida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臺美
雙方參加人數高達一百多位。會中更促成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馬里蘭州私立大學校院協會
(MICUA)簽署合作備忘錄，進ㄧ步落實我培育頂尖菁
英人才之目標；另促成東吳大學與陶森大學(Towson 
University)簽訂教育合作備忘錄及國立臺南大學與塞
利斯伯利大學(Salisbury University)簽訂教育合作備忘
錄；會中並宣布第�屆臺灣與馬里蘭高等教育會議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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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在臺灣舉辦。
由教育部邀集國內��所大學校院舉辦之「�0��鮭魚返
鄉美國東部臺灣教育展」，於�月��日至��日在紐約舉
行，由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及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代
理司長邱玉蟾率同銘傳大學校長李銓、高等教育國際
合作基金會董事長張家宜、我方��校國際事務人員及
駐紐約辦事處等計�0餘人參與。在各方積極協助下，
第一天參加人數即達�00人次，獲得紐約在地第�、第�
代華裔子弟之熱烈迴響。

二、與英國教育合作：
為提升我國在國際關係上之能見度，奠定「臺灣研究」在
國際間學術研究主體地位，民國��年起於英國劍橋大學、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校設置臺灣研究講座及臺語等相關課
程，並持續推動中。

四、與其他地區國家之教育交流：
（一） 與歐盟國家交流：

�、 與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杜賓根、哥廷根、奧地利
維也納、瑞典隆德大學等校合作設置臺灣研究講
座及課程，以奠定「臺灣研究」在國際間學術研
究主體地位。

�、 辦理臺法雙邊教育工作會議。
（二） 與亞太國家交流：

�、 協助日本早稻田大學辦理第�期臺灣研究計畫（民
國��至�0�年），內容包括臺灣專題研討、臺灣議
題講座及出版刊物等。

�、 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
由教育部主辦、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協辦及淡江大學承辦之第�屆「�0��臺北大阪
高等教育會議」於�0月��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旨在促進臺灣與大阪之高等教育合作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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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會者包括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日本大
阪地區大學聯合會理事長井上正崇、關西大學等
��所大學，�位校長、副校長以及國內大學�位校
長、副校長等共同參與，與會者約�0餘人。
會中由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副司長邱玉蟾發表「臺
灣高等教育政策與高教國際化現況」專題演講，
雙方並針對「提升大學學生移動力之道(實習生、
交換生、學位生、語言生)」、「高科技與綠色校
園」、「大學管理與經營之道」及「培育國際創
意研發人才」等�項主題進行座談及討論；會後計
有臺方�0校願意提供大阪學生��名獎學金名額，
後續並交由日方調查大阪學校願意提供臺灣學生
獎學金之名額，以藉由本論壇之舉辦，達成建立
臺北及大阪區域聯盟學校之目標。
會後雙方同意原則上每兩年辦理一次雙邊高教會
議，並確認下屆會議將於�0�年在大阪舉行。

�、 臺泰高等教育論壇：
為推動行政院重點服務業之「高等教育輸出-擴大
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00-�0�年)」，以打造臺
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之目標，教育部以
「精進在臺留學友善環境」及「強化臺灣高等教
育優勢行銷」�大主軸，推動各項高等教育輸出工
作。
��月��日至��日於泰國曼谷舉辦「第�屆臺泰高等
教育論壇暨臺灣高等教育展」，��日舉辦「臺灣
高等教育展」，由我方�0所大專校院參展，共吸
引約�,�00名泰國學生參觀洽詢及當地主流媒體包
含世界日報、銳利明晰深入報、民族電視臺及第
三電視臺等到場採訪。
��月�0日於泰國曼谷舉辦「第�屆臺泰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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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由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偕同國際及兩
岸教育司副司長邱玉蟾、�0所大學共��名各大專
校院校長、副校長及國際事務主管；以及泰方前
教育部長WICHIT Srisa-an、高教署副署長PINITI 
Rtananukul、技職署署長CHAIPREUK Sereerak等
�0名高教、技職教育官員及��所大學、���名代表
合計共���名人員參加。
會中雙方除討論臺泰間建立國家資歷架構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之可能性外，
並達成共識執行臺泰菁英�00計畫，該計畫將於
�0�年至�0�年執行，由泰方負責受獎生機票及生
活費及臺方免學費方式，每年選送��0名泰國大學
講師至臺灣攻讀碩博士學位。另將每年辦理接待
泰國大學赴臺參訪計畫，以進行雙方學術教育交
流等多方面合作。

�、 臺灣印尼高等教育論壇：
第�屆臺灣印尼高等教育論壇於�月��日至��日在
印尼峇里島藝術大學(Indonesia Institute of Arts (ISI) 
Denpasar)舉行。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及印尼教
育部高等教育總司長Ir. Djoko SANTOSO及中等教
育總司長Achmad JAZIDIE分別率領雙方教育主管
官員及大學校院代表約��0名出席。
在官方會議中，雙方達成下列共識：簡化印尼公
費生來臺就讀之學歷驗證程序，雙方將朝全面簽
署學歷互認協議方向思考及努力，以進一步促進
印尼學生來臺就學。論壇結束後，我國代表團並
於�月��日至�0月�日在泗水、棉蘭、雅加達及亞
齊等�地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及招生說明會，計有
我國��所大專校院參展，吸引超過�,�00名印尼學
生前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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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越教育論壇：
近年來我國與越南教育合作日益密切，本年計有
�,���名越南學生於我國就讀，其中�,���人為正式
學位生，名列我國第一大境外生來源國。
第�屆臺越教育論壇於��月�日於高雄義守大學舉
行，本年計有越南��所學校、��名人員及臺灣��
校、��0名人員共�00餘名雙方教育主管及大學校
院代表與會，越南教育培訓部由次長范孟雄率領
職業教育司司長黃玉榮、國際合作司副司長范志
強、大學教育司副司長阮氏金鳳、中等教育司副
司長武氏秀英、國外培訓局副局長阮春旺、越南
臺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阮士洪等共�名官員來臺參
加論壇，該部派出之訪團為歷屆以來最高層級，
除顯示近年來兩國高等教育交流之緊密合作關係
外，並代表對臺灣優質教育學習環境之肯定。
雙方在官方會議中達成具體共識：修訂臺越教育
合作瞭解備忘錄（Vest �00 Plan），由原本教師申
請資格放寬為包含公務人員，另原僅限供讀博士
放寬為包含碩博士課程，名額由每年�0名增加為
�00名，另涵蓋華語先修課程。此外，放寬語言能
力認定標準，由原本需檢具中文第�級能力改為第
�級證明，及英文能力證明為TOEFL �00。預估本
次修訂可增進越南菁英學生來臺就讀之意願，並
達成我擴大招收境外學生來臺就讀之目標。

�、 臺紐大學校長論壇：
�0月�日至��日教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應紐西蘭
大學校長協會邀請，率領我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實踐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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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組長遲耀宗赴紐西
蘭訪問，並於�0月��日參加第�屆臺灣-紐西蘭校
長論壇，係繼�0�年�月臺紐雙方簽署「臺紐經濟
合作協定」以來，我教育官員及學校代表首次訪
紐，受到紐方官員及學界高度重視。我代表團本
次訪問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奧克蘭科技大學、懷
卡托大學、梅西大學、維多利亞大學、坎特伯雷
大學、林肯大學及奧塔哥大學等�所國立大學。紐
西蘭國立大學雖僅有�所，但頗具學術盛名，我方
學校代表團此行亦充分展現各校特色，針對紐西
蘭大學有意願合作之領域包括:農業(國立中興大學
與國立臺灣大學)、餐旅及觀光(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設計(實踐大學)、電機工程(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與修平科技大學)及推廣臺灣優質華語文學習環
境與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藉由實地參訪與面
對面座談，直接提升合作交流之效益。

五、國際教育校際合作：
（一） 為有效掌握國內大專院校與外國學校或學術機構簽署

教育學術交流合作合約情形，教育部於民國��年建置
完成「國內大專院校學術交流調查系統」，民國�0�年
計有���所國內學校與���所國外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並簽訂�,���件學術交流合約。

（二） 教育部本年補助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件，其中�
件中央政府機關補助案、��件學校補助案、��件設立
有案之民間學術機構或教育事務之法人團體補助案及
�件駐外館處薦送補助案，補助金額共新臺幣�,0��萬
�,000元。

肆、輔導外國學生來臺留學
一、教育部自��學年度起與外交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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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設置跨部會「臺灣獎學金」，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
讀正式學位。本年度受領臺灣獎學金之外國學生共�,���
名，受獎人來自全球��個國家，於國內��所大學校院就
讀；其中教育部受獎生部分共計�0�人，總計攻讀學士者
���人(佔��.��%)，攻讀碩士者���人(佔��.��%)、攻讀博士
者�0�人(佔�0.��%)。民國��年起設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
金」，以鼓勵外國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本年受獎人數共
���人，來自全世界��個國家。另補助��所大學校院設置外
國學生獎學金。

二、建置臺灣獎學金計畫資訊平臺提供駐外館處、國內大學校
院國際事務人員登錄填報資料及受獎生線上問卷、統計資
料查詢。另建置全國大專校院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統，協助各校建立完整且即時正確之外國學生資料，掌握
外國學生最新動態資訊，進行相關統計與分析，另與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電子通報學生異動情形，有效率掌握
外國學生在臺情形。

三、推動「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政策，教育部補助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推廣「留學
臺灣」（Study in Taiwan, http://www.studyintaiwan.org/）
網站、編印來臺攻讀學位及華語等�項重要文宣分送各駐
外館處對外宣傳、並自民國��年起推動設置「臺灣教育中
心」，擴大宣導留學臺灣及推動華語教學活動。�0�年度教
育部持續補助銘傳大學等�校於美國、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蒙古、日本等�國設立�所臺灣教育中心以推展華語
文教育市場、開設華語課程；宣傳留學臺灣，招收境外學
生。另補助國立清華大學於印度設立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負責選送華語教師赴印度大學任教。

四、補助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協同國內大學
校院參加亞洲、歐洲、美洲教育者年會（APAIE, EAIE, 
NAFSA）及全美外語協會年會（ACTFL）；��年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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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菁英來臺留學計畫」（ESIT），已分別與越南、
印尼及泰國簽訂高階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或協定，協助其
獲官方獎學金之大學講師或政府官員來臺攻讀碩、博士學
位或受訓，迄�0�年共有���位東南亞菁英來臺，ESIT另邀
集國內大專校院組成聯盟學校，共同宣傳及行銷我國優質
高等教育，並成立ESIT平臺（http://www.esit.org.tw/）供東
南亞菁英及外國學生線上申請來臺求學。

五、外國學生來臺求學人數穩定成長，我國��學年度在教育部
認可之大專院校及華語文教學機構就讀之外國學位生、短
期課程及華語研習生人數共計��,�0�人，��學年度學生人數
達��,���人，至�0�學年度學生人數已達��,���人。

伍、公（自）費留學輔導
一、本年於北、中、南、東各地計辦理留學宣導研習會�場。此
外並更新留學資訊網站、彙整海外留學安全資訊、委託相
關機構辦理留學宣導活動，長期對各地民眾與學生提供多
元完整之留學資訊。

二、教育部駐境外教育機構協助駐在國各校我留學生同學會舉
辦各項活動、接待新生、節日慶典及聯誼活動。

三、教育部委請臺北市立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辦理留學輔
導、留學講座及留學新生座談會，提供留學生資訊服務。

四、教育部為提供有意出國留學者更便捷正確且豐富的留學
資訊，建置「海外留遊學資訊萬花筒」，網址為：https://
www.studyabroad.moe.gov.tw/studyabroadinfo/，提供留遊學
定型化契約範本、消費糾紛案例及相關資訊，整合國內學
子赴海外留遊學宣導之資訊平臺，並持續擴充及更新網站
內容，便利國內外學術機構及留學生上網查詢各國留學訊
息。此外，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www.fulbright.
org.tw)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站(網址：http://www.
edu.tw/dice)， 亦提供出國留學與獎學金相關訊息。



中華民國�0�年外交年鑑

- ��� -

五、為提供國人出國留學選校及學歷認定之參考，教育部請各
國駐外館處蒐集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專業認可之大
專校院名冊陳報本部，彙集為「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
刊登於教育部網頁(http://www.edu.tw/)。

六、辦理公費留學考試甄選：教育部辦理公費留學考試、留學
獎學金甄試、補助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大學研
修(學海飛颺、學海惜珠)或至國外企業、機構實習(學海築
夢)，以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或研修。本年度公費留學考試錄
取�00名，留學獎學金甄試錄取��0名，補助大專校院在校
生出國研修或實習共計�,0�0名。

七、爭取國外政府或機關贈送我國留學生獎學金：�0�年度俄羅
斯(獨立國協)��名、韓國�0名、阿聯�0名、巴拿馬�名、約
旦�名、波蘭�名、捷克��名，共計約��名。

陸、參與國際文教組織活動
一、�月派員赴印尼參加第「第��次APEC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
組會議及教育發展分組會議」。

二、�月派員赴俄羅斯海參崴遠東聯邦大學參加「第�屆APEC亞
太區域高等教育合作會議」。

三、加入APEC「特別協調委員會」，協助研擬「促進跨境教育
合作」工作計畫。

四、我國自�00年起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國際秘書
處，為期�年，現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擔
任秘書長，未來�年將藉此擴大國際參與，爭取更多新會員
國成員，同時擴展我大學校院加入「亞太大學交流會」之
校數、提供UMAP臺灣獎學金供會員國交換生申請、促進
區域人才流動及亞太地區高教技職體系之相互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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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代表團於印尼APEC會議會場合影

柒、邀請國際文教人士訪問我國
教育部邀請國際教育人士訪臺之計畫係基於「學術取向」、

「質重於量」、「對等接待」及「實質互惠」，並兼顧本部駐境
外教育機構之駐地教育環境特質等原則推動，邀訪之對象為國際
學術界具影響力之領導人士及各主要國家教育行政首長。
教育部為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合

作，並與世界百大建立聯繫合作關係，使彼等瞭解臺灣高等教育
優勢與發展現況，教育部積極安排國際學術界具影響力之人士、
世界百大校長及校務行政首長來訪，以開啟臺灣高等教育與世界
頂尖學府及研究機構發展交流合作關係。
本年度有��位國際重要教育人士訪問我國。重要邀訪外賓計

有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校長Sir Eric THOMAS、加拿大卑詩大學副校
長Ms.Anna KINDLER、法國南區大學校長Jacques BITTOUN等�
人、瑞典隆德大學校長 Prof.Per ERIKSSON等�人、瑞士蘇黎世聯
邦理工學院長Prof Dr. Ralph ZICHLER等�人、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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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校長Dr. Phyllis WISE等�人等�所世界百大校長之外，尚有日
本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工業大學校長三島良直夫婦、國立大學法人
高知大學校長脇口宏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總長鎌田薰等�人、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校長Heinz W. ENGL等�人、比利時法語魯汶大
學校長Mark WAER、德國康斯坦茲大學校長Prof. Dr. h.c. Ulrich 
RÜDIGER等�人、美國普渡大學校長Dr.Vicky CARWEIN、俄羅斯
烏拉爾聯邦大學校長Koksharov Viktor ANATOLIEVICH、巴拉圭國
立亞松森大學校長Pedro GONZÁLEZ等大學校長暨高等教育機構
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Dr. DAN Davidson等�人與越南教育培訓部部
長范武論（PHAM Vu Luan）、法國教育部歐洲及國際合作司司長
Christine GAVINI-CHEVET、泰國教育部高等教育署助理署長Dr. 
SUPHAT Champatong一行��人、歐盟文教總署居禮夫人人才培育
方案處處長Alessandra LUCHETTI等知名大學校長及官員。

�0�年度教育部推動國際文教人士互訪工作，在安排其他單位
所邀訪外賓來部拜會(針對我國全盤性教育問題交換意見)部分，共
接待了來自全球�大洲�0國共�,0��位外賓，其中包括日本政府文
部科學省官員科教調查官直山木棉子等一行�人、日本靜岡縣知事
川勝平太等一行�人、日本國中小學教師代表訪臺團河野達信團長
等一行�0人、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校長伉儷訪台、美國阿肯色副
州長達爾伉儷一行�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校長Eric KALER一行�
人、美國民主黨青年領袖訪華團一行�0人、澳門高等教育辦公室
官員訪臺團長蘇朝暉等一行人、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IFRI)研究院
Alice SKMAN女士、教廷天主教大學評委員會主席衣慕達神父、
甘比亞農業部長Solomon OWENS、高等教育部次長Pap SEY及甘
比亞大學校長Muhammadou KAH一行�人、泰國教育部公立學校教
師及教育人員培訓委員會辦公室CHAMRUANG Ruangkham一行��
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兼馬華公會廖中萊總會長一行�人、以色列
高等教育委員會總司長Avital STEIN女士、香港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秘書長張寶德先生以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總幹事范耀鈞
教授、拉托維亞國會教育、文化及科學委員會朱薇主席訪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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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韓國駐臺代表部丁相基代表一行�人、匈牙利國會友臺小組主
席艾克許（Jozsef EKES）訪團一行�人等。

部長蔣偉寧接見瑞典隆德大學校長Per ERIKSSON訪團一行（�月��日）

捌、推動海外華語文教學
一、本年計選送��名華語教師於美國印地安那州、猶他州、密
西根州中小學任教。

二、本年度補助�0人次華語教師赴日本、德國、法國、波蘭、
俄羅斯、斯洛維尼亞、美國、加拿大、帛琉、越南、泰
國、巴拉圭、馬拉威、賴索托、史瓦濟蘭等��國知名大學
及中小學任教。

三、本年補助��名具華語文教學專長之在學學生赴國外擔任華
語文教學助理（澳洲�名；美國�名；泰國��名；法國��
名；德國�名；英國�名；韓國�名；波蘭�名）。

四、本年「歐盟官員華語文研習計畫」計補助��名歐盟官員來
臺短期研習華語。另補助法國、新加坡�團��名國外教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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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研習華語教學法；及補助��國（美國、加拿大、日本、
韓國、比利時、德國、法國、奧地利、波蘭及俄羅斯）��
團���名學生來臺研習華語。

五、本年於海外��國��地設立考場舉辦「華語文能力測驗」及
「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國內外共有��,���（含兒測）正
式施測考生；若加計國內外試測人數（含兒測）��,���人，
總計已有高達��,�0�人次參加測驗。

六、為善用海外臺灣學校之師資及設備，教育部近年均補助印
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
學校及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於當地開辦華語文班，吸引
當地人學習華語文，本年共補助�所臺灣學校舉辦��項華語
文推廣班，吸引逾���人次當地人士到校學習華語，不僅有
效突顯臺灣學校特色，也使臺灣學校成為當地正體華語文
教育推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