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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臺北地區的八所大學計畫在陸軍保養廠舊址聯合興建國際學生宿舍，已

獲臺北市政府同意。興建國際學生宿舍的理由是各校宿舍不足，無法吸引國際學

生。要吸引國際學生，必須興建宿舍。該預定地是臺北市最大軍用地。預計將來

可容五千國際學生，一千國際學人。	

	 	 	 	 臺灣確實應該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加強招收國際學生。宿舍不足，影響國際

學生來臺意願，確實應該設法解決。	

	 	 	 	 但吸引國際學生，沒有理由給予優於本國學生的待遇，讓本國學生在自己國

家成為大學裡的二等學生。	

	 	 	 	 臺灣留學歐美的人很多。我們留學國外時，通常得到與當地學生平等的待遇。

獎助學金一樣多，申請宿舍一起排隊。不受歧視，但也不會有特權。大學裡若有

所謂國際學舍，設備不會高於本國學生宿舍，且經常也開放給本國學生，一則維

護本國學生權益，二則促進國內外學生的交流。	

	 	 	 	 新聞所見的八校國際學生宿舍計畫，已經違反了國內外學生平等待遇的原

則。	

大學裡宿舍嚴重不足，本國學生與國際學生一樣苦惱。為何優先為國際學生

建宿舍？	

更有甚者，新宿舍的品質必然遠優於各校老舊宿舍。為何高品質的新宿舍只

保留給國際學生，不讓本國學生共享？	

另一方面，讓國際學生集中居住於特區，少與臺灣學生互動，這能促進國內

外交流嗎？	

	 	 	 	 近年臺灣推動大學國際化時常見的問題，正在於為了吸引外國學生，不惜旁

門左道。例如，提供外國學生遠高於本國學生的獎學金，歧視本國學生。語言課

程以外的學程在入學甄試時不認真考核外國學生的中文能力，以致於製造學習困



難的外籍生。盲目鼓吹英語授課，不僅蓄意忽略本國學生絕大多數無法以英文上

課的現實，更忽略了多數外籍生並非來自英語國家，英語也不高明。這是自欺欺

人的國際化。而其根源，正在於落後國家有自卑感，只好不擇手段的拼門面。	

	 	 	 	 回到宿舍議題，政府願意撥地建造大學宿舍是好事，但請保留一半床位給本

國學生。鼓勵國內外學生混合居住。學人宿舍也不應僅限於國際學人，短期到臺

北研究進修或參與學術活動的本國學人也該一體歡迎。透過居住環境來促進國內

外學子交流，這才符合大學國際化的初衷。	

	 	 	 	 我們已經不是赤貧的落後國家，不需專為洋人設立特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