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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以疫謀獨大陸暫停畢業生赴台

蔡政府毀兩岸關係 失去的將不止陸生陸客
國家教育部昨天宣布

了一個 「重磅消息」 ：考
慮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及兩岸關係形勢，決定暫
停2020年大陸各地各學歷

層級畢業生赴台升讀工作。此消息震驚
台灣教育界。其實，只要回顧過去十年
大陸學生在台灣受到的種種歧視待遇，
就不會對大陸方面的決定感到意外。而
促使大陸下決心暫停畢業生赴台的導火
線顯然是近月台當局 「以疫謀獨」 ，變
本加厲地破壞兩岸關係，以疫情為藉口
不讓陸生回台繼續學業。既然台灣方面
不歡迎陸生，陸生當然也就不必選擇台

灣的學校了。
2011年兩岸開放陸生赴台深造。

當時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堅持 「九
二共識」 ，兩岸關係獲得極大改善，兩
岸各領域密切交流，教育方面也由只有
「台生登陸」 的單向交流轉變為 「陸生
也可入島」 的雙向交流。多年來，島內
出生率低、少子化現象嚴重，許多高校
招生不足，導致影響辦學。大陸允許陸
生赴台就學，一方面增進兩岸青少年互
相了解，另一方面更是為了增加台灣高
校的生源和營收。

然而，台灣方面對陸生卻是抱着
「欲拒還迎」 的曖昧態度，而 「逢中必

反」 的民進黨則處處設限設障，給陸生
「度身定做」 了 「三限六不」 ：即限制
採認大陸優秀院校、限制陸生赴台總量
、限制採認醫學和關係安全領域的專業
，不加分、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影響招
生名額、不允許校外打工、畢業後不可
留台就業、不開放報考證照。

最困擾陸生的是，因遭民進黨阻
撓而遲遲無法參加島內當地健保，以致
「看病難、看病貴」 ，甚至有陸生因無
法負擔高昂的醫藥費而不得不退學回家
治療。2016年民進黨當局雖然修法允
許陸生參加健保，但為了要陸生繳交全
額保費，竟然要求原本獲當局補貼保費

的僑生和外籍生也必須全額自付保費。
當局千方百計在陸生納入健保事宜上搞
小動作，顯然是不歡迎陸生入島深造。
如此陸生又何必 「熱臉貼冷屁股」 呢？
其實，有不少陸生反映，台灣學位的 「
含金量」 下降，不管是申請學位或找工
作上的效益，已是逐年遞減，因而對陸
生的吸引力已不如以往。

今年以來兩岸發生新冠肺炎疫情
，由於早前大陸疫情嚴重，台灣不准陸
生回台，但近日大陸的疫情已經趨緩，
武漢也已解除封城，但台當局仍未解除
對陸生的禁令，嚴重損害在台灣高校就
讀陸生的正當權益。雖然有些學校開設

網絡教學，但據反映，學校用的授課軟
體不佳，視訊學習問題較多，課堂互動
性也低，而且實驗課、體育課無法遠距
離上課，也有老師不願提供視訊教學。
陸生交的學費原本就比台灣當地學生貴
，如今學習效果不如預期，修課限制也
多，對陸生很不公平。當初兩岸開放陸
生赴台就讀，是建基於 「九二共識」 ，
但民進黨蔡政府執政這四年來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 ，使陸生赴台這項政策失
去了基礎。其實，除了教育交流，兩岸
經濟交流也建立在 「九二共識」 的基礎
上，民進黨當局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政
治基礎，失去的恐怕不止陸生和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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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中通社、中新社報
道：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指出，網絡對他的人身攻擊超過3
個月，包括媒體評論，給他冠上各種稱號
，說他是黑人等等，並直接點名台灣： 「
大概3個月前，這些攻擊從台灣出現」 ，還
表示台灣 「外交部」 知情，對此事並不否
認。

針對美方指責世衛、並聲稱將暫停向
世衛繳納會費一事，譚德塞表示，將疫情
當作政治籌碼相當於 「玩火」 ，應該將 「
疫情政治化」 這種做法 「隔離」 起來，他
強調： 「我們需要團結行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9日在北京舉
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
生以來，台灣民進黨當局上躥下跳，肆意
進行政治操弄，持續炒作台所謂參加世界
衛生組織和世衛大會問題，其真實目的是
「以疫謀獨」 。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他們

的圖謀絕不會得逞。
趙立堅表示，疫情發生以來，世衛組

織在譚德塞總幹事領導下，積極履行自身
職責，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高度讚譽
。中方反對任何借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
的行為，強烈譴責針對譚德塞總幹事的人
身攻擊和種族主義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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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報道
：在台灣政治大學念博士的陸生林
同學，目前僅剩畢業論文，並希望
爭取今年畢業。因2月6日當局宣布
暫停大陸居民赴台，他只能 「關」
在福建家裏而無法返校。林同學表
示，當局宣布暫停大陸居民赴台，
不僅影響了陸生就學，亦關停了一
個兩岸交流渠道。 「台灣正走在錯
誤的道路上，沒有認清地緣政治和
國際關係的殘酷和現實。長遠來看
，對台灣是有害的。」

台當局自2011年開放陸生赴台
升學以來，就針對陸生群體制定了
種種歧視政策。其中最為詬病的是
將陸生排除在外的 「健保」 政策。

不願具名的淡江大學學士班陸生孫
同學依然清楚記得，一入校就遭遇
的不公正待遇：被分配到很偏且條
件不好的宿舍。而被排除在 「健保
」 之外的陸生，顯然在 「地位」 上
低於在台讀書的外國學生。至於 「
獎學金」 ，則被納入所謂 「意識形
態對立」 的產物。 「這些林林總總
，不得不讓陸生和家長重新審慎評
估赴台就學，尤其問題似乎已超脫
出政策範疇，而是心理是否能接納
問題。」 孫同學說。

【大公報訊】記者何德花報道：福建廈
門高三學生家長，同時也是一所中學語文科
教師的林老師告訴大公報，從民進黨執政以
來，陸生報考台灣島內高校的意願普遍走低
，大家的感覺是花錢多，待遇不如其他如東
南亞地區的學生。 「我們學校今年摸底基本
沒人報台灣學校，當然今年疫情也是很大方
面原因，我的兒子原本就沒有計劃報台高校
。」

浙江一位台灣某大學大四學生陸凡（化
名）媽媽告訴大公報，孩子馬上就要畢業了
，但從二月台灣高校開課至今，自己孩子基

本都處於沒課上狀態。 「不知道他怎麼畢業
！」

孩子在新竹某大學讀研究生的陸生薛媽
媽坦言，大陸給台生很多優惠，但是台灣給
陸生的待遇就比較差。 「這次疫情看得很清
楚，陸配及他們的孩子都受歧視和排擠，擔
心孩子在台受教育會更受氣。」

福建福州三中一位高三學生家長陳迅告
訴大公報記者，在孩子讀高一時曾一起到台
灣旅遊，遊覽了台灣大學和東海大學等地，
「孩子現在已經不考慮台灣高校，認為台灣
島內輿論觀感不好，眼界偏低。」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教育部港澳台辦負責人表
示，2月6日，台當局宣布暫停大陸居民赴台，而台灣各高校
已於2月底至3月初陸續開學，使得大多數在台灣就讀學歷的
大陸學生無法正常返校。教育部港澳台辦負責人此前受訪表
示，此舉嚴重損害了在台灣高校就讀大陸學生的正當權益。
對於近一段時間以來廣大陸生的強烈訴求，台
當局仍漠然處之、無動於衷、無所作為。與此
同時，台灣有關高校沒有為陸生爭取到應有的
返校就讀權利，甚至試圖將陸生推出校園、推
卸責任。

該負責人表示，對於因台灣方面原因而導
致在台灣就讀的大陸學生無法返台的情況，要
求台灣當局切實負起責任，保障陸生的正當就
學權益。我們敦促台當局立即改變針對陸生的
不合理限制，不應片面強調防疫而罔顧陸生返
校就學權利。在陸生無法返校或延期返校的情
況下，台灣有關高校應當重視陸生學雜費及住
宿費減免、提升網課開課數量和質量等方面的
訴求，採取補救措施，合理解決陸生就學和生
活面臨的實際問題。

大陸高校對台招生政策不變
大陸高校今年對台招生政策不變，有關高

校招生信息已在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
澳台招生信息網發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
教育部高度重視在大陸就讀台灣學生情況，採
取切實有效措施保障台生的合法權益。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中國社科院台灣
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詠江向大公報表示，在台灣
高校已經開學一個多月的情況下，目前有8000
多名在台就讀的陸生，因為不能及時返校面臨
各種切實問題。其中，有學生因學校不提供遠
程教學或遠程教學質量差而影響學業；有即將
畢業的學生因為不能返校，無法正常畢業、升
學、就業。與大陸積極照顧在陸台生、維護台
生權益不同，台當局對待陸生權益的態度一直
是漠視搪塞。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龐建國教授表示，蔡英
文當局想要利用疫情玩 「仇中」 、 「反中」 把
戲，包括不讓滯留武漢的台胞早日回台，故意
漠視來台學習的陸生受教權益等。相較於大陸
方面把台生當親人，蔡英文當局給予陸生的待
遇連外國人都不如，真是令人髮指。

教育部港澳台辦負責人日前受訪表示，綜
合考慮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兩岸關係形勢
，決定暫停2020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
赴台升讀工作。對已在島內高校就讀並願繼續
在台升讀的陸生，可依自願原則在島內繼續升
讀。當務之急要解決陸生返回台灣高校就讀受
阻問題，切實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兩岸學者
指出，蔡政府 「以疫謀獨」 ，當然影響兩岸教
育交流。

花錢多待遇差 不打算讀台校

沒健保沒獎學金 陸生遭歧視 譚德塞斥台當局對其人身攻擊

開放陸生開放陸生
赴台過程赴台過程

●1985年起，大
陸開放台生登
陸讀書，並推
動陸生入台，
促進兩岸教育
交流

●1998年後，台
教育部門開放
少量陸生赴台
進行短期研修
活動

●在 「九二共識
」基礎上，經
兩岸協商，大
陸高中畢業生
、大學本科生
於2011年起可
赴台求學

●2011年，台教
育部門成立 「
招收大陸地區
學生招生委員
會聯合會」 ，
展開招生作業

●2013年，大陸以
福建和廣東為試點
，開放專科生赴台
讀書，紓緩島內大
學生源不足的問題

記者蔣煌基整理

● 2016年起，
大陸進一步擴大
開放陸生赴台就
讀 「專升本」

限制採認高校學歷、限制
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
不涉加分優待、不影響島內招生
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
在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不得
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

台當局
歧視陸生政策

限制承認醫事學歷、不得
報考 「安全機密」 相關系所、不
得參加 「公務員」 考試

2011年只承認大陸41所大
學學歷；2013年承認111所；
2014年承認129所

招收大陸學生名額由招生
總額的1%（約2850人），放寬
至2%（約5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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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湖北面向台灣青年舉行大型專場招聘會
資料圖片

▲教育部9日發布消息
，暫停2020年陸生赴
台就讀試點工作。圖
為台民間團體撐陸生
納健保 資料圖片

▲陸生聆聽赴台念書經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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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開放陸生擔任
研究或教學助理，且可領鐘點費
，但仍禁止校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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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工

一限二不

限校

三限六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