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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識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自古重視教育，雖移居海外，但心存宗邦，基於飲

水思源及不忘本之想法，仍設法集資於當地興學，使中華文化傳承不輟。華人在

海外興教辦學，可考自 17 世紀在荷屬東印度首府芭達雅已有的義學（董鵬程，

2007）。追溯歷史，清末以前歷代政府對於海外華僑並不重視，
1直至甲午戰爭戰敗

後，清政府將明治維新教育改革成功歸結為日本大勝之主因，因此積極興辦教育，

並鼓勵僑胞興學，清咸豐 9 年（1859）年，在廣州、廈門、天津、寧波等地設置

「出洋問訊局」，可謂我設置僑務機構之濫觴（僑務二十五年編輯委員會，1957：

1）。而清末時期，另一股造成海外僑社興學之主因為國父孫中山先生領導之革命

力量，其以海外僑社為根據地，不遺餘力地推動華僑興辦學校，2本意雖為政治宣

傳，卻帶動華僑辦學之風氣。 

民國以後，政府有感於華僑在革命建國過程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更加重視

華僑事務，華僑教育初期由教育部主管，1932 年正式成立僑務委員會，隸屬於行

政院，僑教業務改由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分掌，
3對僑教政策之制定由消極的管理，

趨於積極。1949 年國民政府遷台後，僑教政策邁入另一個分水嶺，在黨國威權體

制之領導下，僑教政策成為國民黨建構其文化大中國之工具，透過高度的政治建

構及以保存正統中華文化為號召，相對於中國施行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之戕

害，成功的將原先和海外華人毫無關係的台灣連結起來，表面看似基於對於海外

僑胞之關注，實則隱含藉由教材、師資的輸出，傳遞海外僑民對母國歷史、文化、

國家及族群認同之目的，並穩固台灣在華人世界的文化正統地位。此一時期的僑

                                                 
1 基於大中國觀念，清末以前，歷代政府對於移居海外僑胞視為「浪民」，不但不予鼓勵及協助，

反而採取禁止取締之態度，回國則治其罪，不回則任其自生自滅（夏誠華，2000：2） 
2 國父孫中山於光緒 23 年（1898 年）日本橫濱建立當地第一所華僑學校-中西學堂，目前改名為

橫濱中華學院，屬全日制僑校，學制及教材均比照國內，為日本三大友我僑校之一。 
3 僑務委員會成立後，僑教事務之分工如下：僑校之調查、、立案、監督、指導等工作，劃歸僑務

委員會負責，至於僑教大政方針、釐定僑教僑教實施計畫、籌撥僑教經費、頒行僑校課程及介紹僑

校師資等，仍由教育部主管（郁漢良，2001：32）。 



 3

 

 
 
 

教政策，在冷戰時代的國際間有美國的支持，在國內因為經濟成長迅速及自由民

主發展，較中國具有更大之優勢，爰贏得海外多數華僑之支持，獨佔全球僑教市

場。 

惟前揭優勢，隨著在 90 年代中國大陸改革開放，移民人口數遠超過台灣，海

外僑民人口結構改變，中國開始重視僑教工作而有所改變。中國因「全球化」，適

時把握了以經濟手段（相對於政治手段）解決內部和諧與外部和平，不再是「鐵

幕」，而世界亦不再「圍堵」中國，反而爭相搶食中國在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所提

供之誘人利益。4紛紛將華語列入外語教育政策之核心重點，使華文教育主流化成

為大勢所趨。中國的僑教政策初期以「僑教學台灣」之方式，全面仿效台灣僑教

工作內容及辦理模式，之後隨著其政經實力大增後，除將海外僑教與對外華語工

作結合外，並於海外佈建孔子學院，利用語文及文化提升其國際地位，除具經濟

利益外，亦隱含政治及國際勢力之攻防考量。5我國僑教政策一方面面臨來自中國

及全球華語熱潮之外部壓力，另一方面，自 1987 年蔣經國宣布解嚴後，在短短 20

餘年間，台灣的政治結構從威權體制、威權轉型到民主鞏固，在演變的過程亦導

致政策變遷。僑教政策內容已不再侷限於原來的華僑教育，而逐漸轉型為各國少

數族群文化教育的一種或成為當地國外語教育之一環，此乃僑教政策發展之重大

變遷，實有加以研究之必要。 

過去從事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之研究者，鮮少將僑務或者僑教政策視為中華

民國外交工作中的一環。其實我國僑教政策大抵係順應國際政經局勢而變遷，除

涉及異常複雜及動態的環境因素，且須配合現實主義外交、兩岸關係及全球化趨

勢作漸進及機動的調整。本文希望藉由僑教政策變遷，來檢視驅動僑教政策變遷

的因素為何？以及台灣在威權體制、威權轉型及民主鞏固等三個時期的民主發展

與政經脈絡下，僑教政策變遷的幅度有多大？這是本研究初始的問題意識。 

從總體的角度看，透過語言、文化、教育、交流等方式，連結散落於海外的

                                                 
4 《立法院公報》，83：18，83.3.26，頁 143 
5 聯合報社論，「世界主題變了 兩岸政策也必須改變」，99.4.13，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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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與華人；這些聯結的動機可以是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或甚至

是宗教性的，但不必然真的是要他們都移回祖國的疆域中（蕭全政，2008）。6而前

揭語言、文化、教育、交流等連結機制，即為僑教政策。僑務委員會前委員長鄭

彥棻曾說「無僑教即無僑務」，7並認為若僑民教育不能確立根基，發揚光大，那麼

「卅年後無僑胞」，8顯見僑民教育之重要。綜觀全世界，重視海外僑民教育之國家

不少，但在推動的過程中，均不像台灣有個像中國一樣的全面針對性敵人。兩岸

自分治以來，對於海外華人及華僑，都堅持「漢賊不兩立」的零和賽局（zero-sum 

game），以致於兩岸關係都具有政治性以外的考量，特別是僑教和僑資，但最重要

的卻仍是政治性的，即要突顯自己是唯一的正統，並排斥他者（蕭全政，2008：195）。

然而前述「零和賽局」之情形，隨著 2008 年國民黨再度執政，兩岸關係和緩，而

有所轉變，過去僑教工作雖非兩岸對立抗爭之主要戰場，惟仍時常扮演政治統戰

之輔助角色；兩岸關係和緩後，僑教政策核心及其原有之功能與目的是否隨之改

變？或將如何改變？值得我們關注。也亦為本論文將焦點放在僑教政策的原因。 

社會科學的發展目的，在對人們活動產生的動態事實，提出特定社會現象產

生與其意義間的因果解釋。當人們目睹一個新現象的發展，傾向關注當前問題，

但從歷史結構觀點看，必然有其互動關聯之貫串；這種交互作用，繫於彼此是依

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的結構實現各自企圖目標，因此被鑲嵌在特定的歷史因果網

絡結構〈蕭全政，1994：77-79〉。綜合以上敘述及回顧，本論文嘗試從台灣政經發

展脈絡，來回答僑教政策在不同的階段的變化與開展，受到哪些國內外不同的政

經力量的牽制與影響？變遷的方向及幅度為何？有何侷限？各種因素交互影響性

與整體關聯性為何？以及在全球化及中國崛起之壓力下，僑務休兵是否為台灣最

                                                 
6蕭全政，2008，「我國僑務發展與外交策略之發展遠景」，2008 僑務發展之外交意涵學術研討會，

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7 國立暨南大學李盈慧教授認為 1949 年至 1990 年代的 7 位委員長中，鄭彥棻、高信、毛松年及曾

廣順在職最久，對僑教貢獻最大。鄭彥棻提出「無僑教即無僑務」，成為中華民國推動僑教最高原

則。毛松年則強調華僑能在海外生存，植根於中華文化，因此力求海外華文教育的發展。高信認為

教育能提升華僑競爭力。 
8 民國 41 年 10 月 21 日首次的僑務會議在台北舉行，開幕典禮由先總統蔣公親臨主持，僑務委員

會當時委員長為鄭彥棻，其於會議中提出「當前僑教綱領」，通過後並送行政院核准，作為我國僑

務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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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選項？兩岸僑教政策有無合作的必要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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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及博碩士論文，對於僑務的研究或有若干的專書與論

文，惟大部份均是對僑務作全面性的研究，僑教只佔論文或專書中的一小部份；

而以僑教做為專題研究的論文或專書，則偏重在僑教歷史之發展、檢討海外僑生

回國升學之相關作為，或針對單一國家或區域之僑教或僑生等方面加以研究，直

接從政策變遷的角度來探討僑教政策者甚少。至於有關專書或期刊涉及僑務或僑

教政策者，相較其他社會科學領域之專書，有如鳳毛麟角。經檢視相關文獻，基

本上可分為 3 類觀點：分裂國家觀點、政策變遷觀點，以及中國崛起觀點。 

第一類文獻主要係以「中國內戰」造成「分裂國家」的觀點，闡述僑教政策

之內容及時代意義，以喚起僑胞關愛祖國之情感，進而支持中華民國。此類文獻

多在詮釋官方立場，偏顯性政策宣示性質，內文亦多以官方文件或首長的「思想」

為主（僑務委員會，1957、1981、1982；鄭彥棻，1956；高信，1989；毛松年，

1981；曾廣順，1988；祝基瀅，1998；焦仁和，2000；洪冬桂，1999；陳士魁，

1999；高崇雲，1999）。1949 年以來，台灣的僑務及僑教政策雖係延續遷台前之

模式，惟政策核心顯然與遷台前大不相同。為穩固台灣在華人世界的正統地位，

國民黨政府利用國際情勢有利其統治台灣的氛圍，加強經濟發展並創造政治安定

環境，爭取海外華人的認同；將其政治意識從愛家、愛鄉土之層次，提升到愛護

整個民族及祖國之層次，而所謂的祖國正是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其次

又以反共作為僑務工作之核心，將「海外僑胞」視為反共三大支柱之一，9吸引

海外華人與台灣站在同一反共戰線並凝聚其等對台灣的向心。整體而言，台灣對

海外華人 50 年來的發展史，就是海峽兩岸相互爭取海外華僑、華人的鬥爭史（林

                                                 
9 1950 年蔣介石對南洋華僑發表廣播談話時提出，海外僑胞、台灣 60 萬國軍及中國大陸內部共抗

暴的力量乃為反共三大支柱。（夏誠華，2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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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雩，2000）；夏誠華雖同樣是以「分裂國家」的觀點論述，惟其認為在中國真

正統一之前，廣大的海外華人社會將是促進兩岸共存共榮的平台，因此欲反制中

共 的 反 獨 促 統 ，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深 化 中 華 民 國 的 民 主 制 度 （ 夏 誠 華 ，

2006:105-139），反共主張已不似前述各篇強烈，甚至隱含期待「兩岸統一」的意

旨。上述各篇文章多拘泥於官方意識型態，偏重政治層面之分析，忽略了經濟活

動對政策之影響，且內容多著重僑教政策內容及執行現況，具高度描述性，但解

釋性不足，爰無法全面性觀照僑教政策之發展；另對於影響政策之相關因素，除

林文及夏文在論述中略有著墨外，其餘各篇均以正向方式論述，缺少對政策之反

省及批判，亦未能完整呈現僑教政策在各階段發展之層次性差異，及相關因素交

互影響之關聯性。惟這類文章對於探究僑務及僑教政策之內涵上，仍具一定的價

值。 

相對於上述各篇文章多屬顯性政策宣示，范雅梅（2005）及李道輯（2007）

則直指國民黨政府僑務政策之隱性目的為建構中國代表性之正當性。國權活動或

政策，必須考慮到它的社會根基，即其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一方面，國家藉由行

動改變了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在持續的歷史過程中，當社會結構改變，尤其導

致統治正當性的改變時，國家面臨外在結構性之限制，國家的目標及政策取向，

亦將隨之調整（馬立引，1988；14）。范文分別從「流亡政權的內部消費」與「冷

戰結構下的族群性管理」兩個角度，分析僑務政策，其主要論述有二，一是僑務

政策對於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權來說，只是一個歷史所遺留下來的方便手段，係

流亡情境下一種特殊的補償與防禦機制，提供政權「內部消費」；其次認為，即

便國民黨與華僑具革命歷史的淵源，但「華僑為革命之母」並不能解釋戰後僑務

政策何以能夠推行成功，而必須同時參照海外僑社的「在地知識」如何銜接祖國

的政治，並且應該對照當時的「冷戰結構」，在意識型態的圍堵策略與族群性的

原生不滿之間，取得平衡。並以同時對照祖國及海外僑社的政治結構處境、流亡

政權的象徵秩序及冷戰結構的影響，解構僑務政策背後意涵，提供了分析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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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個思考向度。李文則藉由分析奠定僑務政策基礎最重要的推手－鄭彥棻，

於擔任僑委會前委員長時期，如何將中華民國體制之正當性、民族認同以及台灣

乃正統中華文化唯一之保存者等觀念，融入在各項僑務工作之推展，成功的連結

海外僑民與中華民國之關係。惟囿於二者研究的時段均為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僑務

政策，因此未處理台灣政治民主發展過程中僑務政策之變遷。 

第二類文獻則是以「政策變遷」的觀點切入，此觀點主張欲探討制度的變遷

情形，不應僅從制度內容的變化來理解，應從僑教政策變遷過程的歷史背景、國

家政經結構，以及決策者本身的觀念等角度切入，探討影響政策變遷的因素，方

可彌補僅從政策內容或組織編制上瞭解僑教政策發展之不足。此類文獻因研究途

徑不同，又可分為政治系統分析途徑（陳樹強，1992；顏國裕，1991；蔡先容，

1993；王斯嫻，2002）、歷史史料之整理途徑（李盈慧，1997；饒慶齡，2005；夏

誠華，2005；王秀惠，2006）、漸進決策途徑（廖書賢，2003；游凱全，2003）、

路徑依賴及政策典範途徑（蔡佩珊，2008；黃正杰，2009）等。前述各篇文章，

雖因研究途徑不同，惟大致將影響僑務及僑教政策之變項，歸納為台灣在國際體

系的地位、國內政治發展與社會文化型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歷史演進以及政治

領袖與政黨的理念等。相較於第一類文獻強調政策內容及意涵，第二類文獻則進

一步描述僑務政策在各個不同歷史時空環境下的轉折變化，有助於釐清政策變遷

的因果脈絡，惜多數研究均未進一步探討政策變遷之幅度以及僑教政策核心及目

標是否隨之改變，亦未交代兩岸關係和緩後，兩岸僑教政策之競和之可行性。 

全球化及中國崛起對僑教政策之影響，是另一個觀察面向，惟相關研究極

少。吳文煥（1995）所著「華文在海外的實際使用價值」針對全球華語熱潮提出

質疑，他認為一方面海外華文教育普遍式微，一方面又出現所謂的華語熱，是一

種矛盾的現象；並直指全球華文熱潮出現的原因，主要與中國大陸、台灣、香港、

新加坡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經濟成就有關，完全是媒體所渲染出來的表面現

象，並沒有對海外華文教育起過顯著的作用。張良民（2006）則持與吳文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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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其認為在世界各國一波又一波的華語文熱潮帶動下，適與海外僑校轉型之

機會；台灣若能善用全球華語熱潮之契機，鼓勵及輔導經營實績優良的僑校與主

流學校合作開辦華文課程，並進而發展成為區域型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前景可

期，未來並可成為協助我方進軍海外華語文教學市場的得力助手。上述兩篇文章

觀點均以全球華語熱潮對僑教影響之觀點切入，惟二者結論迥然不同，筆者認為

當前海外華文教育隨著華裔子弟同化當地國、認同不足及學習動機低落等，僑校

普遍面臨招生不足及經營困難之困境，儘管各國學習中文的人數急速上升，誠如

吳文所說，多數僑校的確並未因此而受惠。然亦有少部分如北美地區僑校，把握

當地國政府將華語納入主流教育之同時，以僑校既有之基礎及師資與主流體系合

作之機會，適予面臨經營困境僑校轉型機會。惟此類的學校仍屬少數，原因在於

海外僑校多屬週末中文班性質，師資多為家長兼職，流動性高且缺乏專業性，縱

使各國推動華語教學面臨師資嚴重不足之情形，惟可借重僑校之處仍屬有限，因

此，張文之論述似又過度樂觀。 

上述 2 篇文章雖然結論不同，但均點出全球化及中國崛起後，華文在全世界

外語地位之重要性，並直指僑教政策在此環境壓力下所產生的劇烈變化迥異於以

往，倘以傳統方式及政策內容推動僑教工作，勢必無法因應時代潮流。此類文獻，

跳脫對政策內涵的論辯，直接聚焦僑教政策發展迄今，導致其變遷幅度最大之因

素，張文並認為未來僑教政策惟有與國家對外華語政策結合，方有繼續發展之空

間。此類文獻相較前兩類文獻，較貼近中國「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以務實的

觀點分析僑教政策未來走向，惟並未觸及兩岸未來合作之可行性，亦缺乏對國際

政經結構變化的整體考慮，實為美中不足。 

綜觀以上文獻，目前國內對於僑務及僑教政策之研究，均呈現質量不足之情

形，綜合而言，早期的研究焦點主要是從僑務或僑教發展之歷史探討，或從民族

主義、公共行政學、以及國家認同等角度研究僑務及僑教政策的內涵，多屬於史

料之蒐集及政策內涵之分析；近期的研究，則多從政策執行面觀察僑務或僑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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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之變遷，部分專文或有解釋僑教政策變遷之成因，但未深入分析相關因素

交互影響之關聯性，及僑教政策在各階段發展之層次性差異，無法完全解答本論

文所提出的問題，尤以在全球華語熱潮下，以及 2008 年第二次政黨輪替國民黨

重新執政後，兩岸關係趨緩重啟對話平台，僑教政策之核心價值及及政策目標再

度有了重大改變。由於兩岸長久分裂，互信基礎薄弱，兩岸僑教政策未來有無合

作的必要及空間？在現有的相關文獻中，對於此一部分之分析均闕如，有待補

強。本論文係以 1949 年政府遷台後，僑教政策發展核心觀念之轉變分析，並以

國際政經結構、台灣政治體制及兩岸關係之轉變等重大歷史事件發生時點作為分

期依據，將僑教政策分為「威權體制時期的僑教政策-零和獨占（1949-1978）」、「威

權轉型時期的僑教政策-對立競爭（1979-1996）」、「民主鞏固時期的僑教政策-主

體意識增強（1996-迄今），等三個階段，並以此時空脈絡，分析各階段不同的政

策論述與變遷，以達兼顧僑教政策發展的每一個面向。此一分期方式，是目前研

究僑教政策之專文中，尚未見過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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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分析架構： 
組織與制度，作為聯結各層次行為者之網絡關係，都同時隱含能影響各行為

者在資源汲取和資源利用上的方式與結果：換言之，都同時隱含涉及各行為者的

政治性與經濟性行為的特定利害得失關係模式，此模式可簡稱為偏差（bias）。組

織與制度的形成過程，其實正是此特定偏差，或特定政治性與經濟性利害得失模

式，被動員、型塑的過程；而它們的運作與變遷，亦正表現此特定偏差發揮作用，

或進一步被進行政治性與經濟性調整的過程，因此，無論在形成、運作或變遷過

程；組織與制度均會表現其政治經濟特性。一個好的或較為可行的組織與制度，

必須其所隱含的特定政治經濟特性，能與其內外政經權力體系和政經合理化方向

相互配合，否則即須進行整體組織或制度的政治性或經濟性調整（蕭全政，1997：

13）。換言之，公共政策之變遷，係因應不同時空下特定之政經結構。政策問題具

有動態性，其內容及解決方法必須隨著時空及政經環境之轉移而調整。順此推理，

公共政策並非一旦形成之後，就保持不變，因為不同層次的行為者，都分別被鑲

嵌於重重交叉且錯縱複雜的組織與制度中，追求及展現其生存與發展。當然這些

行為者為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而進行的理性政經行為，亦將促成相關組織與制度

的變遷（蕭全政，1997：6）。 

從實存的角度看，被組織與制度網絡所交錯串聯的行為者不必然要是自然

人，也可以包括各種團體、組織、政府，甚至跨越國界的多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等

由自然人組合，或這些組合再組合的各種單位，只要這些單位能完整表達意願並

追求利益，都可視為政治與經濟的基本分析單位（蕭全政，1988：43-44）。在一個

民主發展成熟的國家，其公部門的組織與制度的調整與變遷，均受到定期選舉所

涉及政權更迭，及因而出現政經權力體系與政經合理化方向的變動，故經常充滿

不確定性或不穩定性（蕭全政，1997：13）。本文的研究焦點在於自 1949 年以來政

府僑教政策之變遷，依據上開理論推導，吾人必須重新釐清從威權到民主及從冷

戰到後冷戰的轉變中，整個政經權力體系及政府功能之轉變與所可能隱含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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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過程。僑教政策與國內政策最大之不同在於服務對象為境外華人，施政作為

亦多於海外進行，爰除受國內政經社結構變遷之影響外，亦與全球化、國際政經

變化、外交及兩岸關係等因數息息相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間形成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立之

冷戰結構，1949 年國共內戰，國民黨撤退來台後，杜魯門總統於 1950 年 1 月 5 日

發表聲明，宣稱美國無意提供軍援協助台灣防務。惟前揭情勢於 1950 年 6 月 25 日

韓戰爆發後扭轉。美國擔心若中國、蘇聯及北韓聯合起來，共產主義勢必快速蔓

延亞洲其他地區，必須加以遏阻。台灣在地緣政治考量下，被視為防止共產主義

擴張的重要戰略地點。美國因此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遏止中國對台使用武力，

台灣遂成為美國的反共防線中之一員，無論內政及外交都深受美國的影響，僑務

政策也不例外（李盈慧，2009：3）。1960 年代末期後，美蘇之間冷戰關係逐漸緩

和，在政治軍事方面，美國改採現實主義路線，一方面仍持續協防台灣，另一方

面則以攏絡中國為發展基調，除尼克森及福特二位總統陸續訪中外，1971 年聯合

國以三分之二多數通過第 2758 號決議：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進入聯合國，並驅逐

「蔣介石代表」。在聯合國的「中華民國」席位確定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黃昭

堂，1995：4），台灣的外交處境更為艱難，因此文化傳承為目的之僑教政策，適可

作為推動務實外交之工具，彌補正式外交之不足；1970 年代全球興起第三波民主

化，美國推廣人權及民主，並以積極行動促進共黨及非共黨獨裁國家進行民主改

革，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也深刻感受到來自美國要求改善人權和民主的壓力，

不得不在 1980 年代進行政治民主化。這些國際局勢的轉變對於僑教政策均具有相

當影響。 

戰後四十多年的台灣威權體制中，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是一種強勢

的國家機關對弱勢的民間社會的支配與控制關係。透過戒嚴法與臨時條款的相關

規定，國家機關限制人民部分的基本人權與公民權，並對市場行為與經濟活動進

行干預與管制；亦即政治社會、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等相關活動與運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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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深受威權國家機關相當的滲透與控制（蕭全政，1995：8-9）。擁有公權力的國家

機關，會依其內外政經關係，在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下，透過行政權威

和立法程序，來影響或型塑國家與民間社會間的結構，對民間社會採取各種汲取、

保護性及生產性的措施，以確保自身和整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蕭全政，2004：6） 

僑教政策在此政經結構下，因具有傳遞海外僑民對母國歷史、文化、國家及族群

認同之目的，在國家整體資源支持以及中國尚未開放，無暇顧及僑務工作之情形

下，台灣僑教政策具有獨佔優勢。1978 年中國改革開放，將僑教工作與國家總體

戰略相配合，除複製台灣做法外，並以倍數之人力及財力投入海外僑教市場，積

極拉攏僑校，兩岸邁入競爭階段。另一方面，1980 年代中期，蔣經國總統宣布解

嚴後，台灣進入威權轉型時期，民間社會各種力量蓬勃興起，僑教政策在國內外

政經結構衝擊下，除加強既有之工作基礎外，並已意識到中國推展僑教工作之企

圖與壓力，逐步開始運用台灣數位科技優勢推展僑教工作。10  

1988 年起李登輝執政 12 年當中，僑教政策方向逐步朝本土化推進，更於 2000

年民進黨執政後達到高峰，除台灣內部藍綠之爭，亦延燒至海外之外，兩岸關亦

相對陷入低潮，此種以台灣主體意識的國家政策方向，亦表現於僑教政策的內容

上，如僑民三等論、推行無法與國際接軌之通用拼音、關閉或遷移設立於傳統僑

社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等，使得各地傳統僑社及支持國民黨之僑胞對於僑教政策

之支持立場逐漸鬆動，致僑教政策之推動無法全力開展。在此同時，中國利用全

球華語熱潮，將僑教工作及對外漢語結合，2004 年於南韓首爾成立海外第一所孔

子學院以來，除預計於 2010 年擴增至 500 所外，11態樣亦具多樣性，12兩岸僑教工

作呈現勢力消長之趨勢。2008 年國民黨重新執政，重啟兩岸協商機制，馬政府提

                                                 
10 1998 年建置「全球網路教育中心」華語教學資源網站，並著手開發一系列數位教材。 
11 「2010 年前中國將建 500 所孔子學院」，新華網，2008 年 2 月 12 日，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newscenter/hlkd/80200711090096,htm 
12孔子學院之發展已呈多樣式態，中國「漢辦」與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於 2006 年 5 月合作建置全球

第一所「網上孔子學院」，透過網路從事對外「漢語」教學，，使「漢語」和中國文化逐漸進入美

國主流學校。另針對各地主流社會人士學習需求，分別於英國與日本設立倫敦商務孔子學院及早稻

田大學研究型孔子學院，以及針對學習資源較欠缺地區設立廣播孔子課堂，顯見孔子學院之運作已

逐漸結合主流教育機構之教學特性，並期能滿足主流社會人士學習需求，漸朝「因地制宜」之多元

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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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兩岸合作共創雙贏為僑務工作未來發展方向主軸，僑教政策之走向再度有了

重大改變。 

    觀察政府遷台後，僑教政策之變遷，可視為國家機關與國內外政經體系間的

動態結構性關係。同時從冷戰到後冷戰的國際國際政經變遷與威權到民主的國內

政經轉型脈絡，政府亦配合內外政經環境變化，調整政策內涵。因此，所有偏差

動員，必然是在特定的國內外政經條件下進行，台灣的僑教政策，在威權體制、

威權轉型及民主化時期等不同政經環境階段，隨著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所存在的

不同控制與主導關係，明顯出現不同的偏差動員過程與結果。此種不同的控制與

主導關係，在威權體制是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包括公民社會、政治社會及經

濟社會）的強勢支配與控制。威權轉型受到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活潑

化，而削弱了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強勢主導與控制力量。民主鞏固更因多元政治、

經濟與社會力量形成各種不同的組織網絡，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越加複雜

（蘇威郎，2008；14）。所以在不同的政經發展階段，政經體制中存在著不同的行

為者，且因其所擁有的稟賦13不同，對僑教政策的形成、運作與變遷，也有不同程

度的影響與挑戰。台灣現階段僑教政策，大致係以建構於威權體制之內容為基礎，

並仍以僑民為主要對象，相較於中國已將僑教工作納入「對外漢語策略」之一環，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14大力推動，台灣迄今仍未建立專責機構及運作機制，僑教與對

外華語工作分屬僑委會及教育部，各行其是，橫向聯繫未足以發揮功能，於計畫

推動執行及經費資源運用整合等方面，確顯弱勢。因此，探究僑教策之變遷，必

須從歷史脈絡中分析不同時期政經結構變遷以及該等變遷如何影響國家機關及民

間社會，即以歷史結構的因果脈絡為時間軸來觀察、解釋及分析不同時期僑教政 

策動態發展與形成，所隱含的政經關係，並以此時空脈絡作為整體架構論述之背

                                                 
13 稟賦（endowments）隱含行為者從事經濟行為或政治行為所具有之機會（opportunities）與所面

對的限制（constraints）（蕭全政，1994：44） 
14 除整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國家對外漢語教學領導小組、國家對外漢語教學領

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及中國海外交流協會等單位，從中央到地方，對海外進行全方位

的文教統戰工作外，並加大力度成立整合公私部門資源的中國推動對外華語文聯席會議作為協調

機制，並運作成立中國海外華文教育基金會，擴大其執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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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分析僑教政策之變遷（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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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章節安排 

 
台灣的僑教政策基本係沿襲 1949 年以前之模式，惟政策核心及目的、施行的

對象及地區均與 1949 年以前不同，觀察僑教政策在台灣施行迄今達 50 年，在國內

外政經環境牽動下，亦隨之調整，然每一次政策變遷，均隱含特殊的政經條件與

因果脈絡，本研究以此為研究範圍，希望從歷史的發展中，分析僑教政策的發展

脈絡。本論文章節共分為六章，各章節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論，說明本研究的問題意識，並透過文獻探討據以建構本論文之分析 

架構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威權體制時期的僑教政策-零和獨占（1949-1978）」，正式進入本文所欲探

討之主題範圍。首先分析冷戰時期國際脈絡，並據以分析在此脈絡下，

美中台三方關係之變化及對僑教政策之影響，其次討論威權體制時期，

以黨領政之政經結構，最後探討僑務機關之設置、爭議及存廢以及針對

本階段僑教政策內容加以評介及分析。 

第三章：「威權轉型時期的僑教政策-對立競爭（1979-1996）」，先分析後冷戰時期國

際脈絡，其次說明威權轉型時期的政經結構，如何為日後快速發展奠定

基礎，進而探討台灣在面臨中國改革開放後，加速推動僑務工作之壓力

下，僑教政策如何因應轉型，並進一步評析僑教政策轉型對僑教工作未

來發展之影響。 

第四章「民主鞏固時期的僑教政策-主體意識增強（1996-迄今），先分析民主與全

球化時期之政經結構，再探討全球華文熱潮下僑教政策之發展及政策內

涵，最後分析二次政黨輪替後，兩岸關係和緩，在僑務休兵之前提下，

未來兩岸僑教政策除延續過去之競爭態勢外，有無合作之空間。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將僑教政策作一整體性回顧，歸納出結論，並提出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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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站 

（一）台灣網站 

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www.president.gov.tw 

行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ey.gov.tw 

僑務委員會：http://www.ocac.gov.tw 

全球華文網：http://www.huayuworld.org 

國家圖書館：http://twinfo.ncl.edu.tw 

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http://elnp.ncu.edu.tw 

國家華語文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站：http://www.sc-top.org.tw/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http://www.wcla.org.tw/ 

 

（二）其他地區網站 

國家和與國際推廣領導小組辦公室：http://www.hanban.edu.cn/ 

中國漢語水平考試網站：http://www.hsk.org.cn/ 

中國華文教育網：http://www.hwjyw.com/ 

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 

大紀元：http://epochtimes.com/ 

多維新聞網：http://www5.chinenewsnet.com/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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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日報：http://chinese.chosun.com 

大江網：http://jxnews.com.cn 

俄羅斯新聞網：http://.rus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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