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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立法沿革

及相關配套

摘要

兩岸自開放探親以來交流日趨頻繁，隨著持大陸地區學歷之陸籍配偶人

數及赴大陸地區就讀人數增多，其學歷採認與否議題受到重視。為解決其所

持學歷採認問題，教育部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規定

研擬相關學歷採認辦法。惟因政府整體兩岸政策考量，教育部 1997年所發

布之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經監察院糾正後，相關認可名冊自始不

予適用。隨著兩岸關係及政府整體大陸政策演變，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至2008

年政黨輪替後始有修正之轉機。隨著相關法案於2010年9月經立法院修法通

過，教育部陸續發布開放陸生來臺及採認大陸地區學歷的相關法規。本文主

要透過文獻分析瞭解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之演變與相關辦法及配套修訂之

沿革與立法精神。

關鍵字：大陸地區學歷、兩岸文教、學歷採認

楊玉惠*　宋雯倩**



NATIONAL ELITE88
國家

第七卷　第三期 NO.27

The legislation and procedures 
of the degree recognition 
policy of the Mainland China 
area

Abstract

The Mainland China degree recognition policy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1992. 
On 2011.9.19,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was passed after the legislators completed the second 
and third rea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haseal action, review and modification and complete support-
ing measures” to press recognition principles, recognition procedures and other 
subjects. This paper is aim to underst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and spirit of the 
Mainland China degree recognition policy.

Keywords: The Mainland China degree recognition policy

Yu-Huei Yang　Wen-Chien Sung



專

題

大
陸
地
區
學
歷
採
認
辦
法
立
法
沿
革
及
相
關
配
套

89

自 1992年 9月 18日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制訂生效以來，

其第 22條條文明定在大陸地區接受教

育之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由教育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據此，教育部

經5年多研訂，於1997年發布大陸地區

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並公告 73所高

等學校認可名冊，惟該辦法及認可名冊

公告後旋遭監察院糾正並檢討後自始停

止適用該名冊，爰迄 2010年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2條修正

前，對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教育部

未曾辦理檢覈，亦未受理報備。

期間雖有許多民意陳情希望教育部

開放採認大陸地區高等學歷，惟礙於政

府施政一貫性及整體兩岸政策考量，教

育部始終無法開放大陸高等教育學歷採

認。2008年政黨輪替，政府整體兩岸

政策放寬，教育部便積極針對開放大陸

地區學歷及招收陸生進行規劃，並積極

籌組相關規劃小組、研擬相關法規之修

訂等事宜。經一年多朝野協商努力，教

育部所規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22條（行政院，2010.9.3）、

大學法第 25條、專科學校法第 26條條

文修正案於 2010年 8月 19日經立法院

二、三讀通過（立法院，2010.8.20），

上開三法案（俗稱陸生三法）並經行政

院指定自2010年9月3日生效。據此教

育部便於2011年1月6日發布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及修

正發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原大陸

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並於同年

1月10日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

冊，作為後續採認大陸地區學歷及招收

大陸地區學生之依據。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議題自兩岸

1987年開放交流以來因持大陸地區學

歷之陸籍配偶其就業問題及臺灣地區人

民前往大陸地區經商、其子女面臨升學

等問題而多次被提出，但 1987年辦法

發布以來因認可名冊停止適用，無法辦

理檢覈或報備，直至 2011年修正發布

後始開放採認。為瞭解其政策演變之情

形、影響因素及相關配套等，茲撰此文

探討。

本文主要以文獻分析探討大陸地區

學歷採認政策相關之研究報告、政府相

關文獻、相關會議紀錄、媒體報導及民

眾意見等資料，進行分析探討。

壹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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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自 1992年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制

訂生效以來，共經歷了毛高文（1987年

7月∼1993年2月）、郭為藩（1993年2

月∼1996年6月）、吳京（1996年6月∼

1998年 2月）、林清江（1998年 2月∼

1999年 6月）、楊朝祥（1999年 6月∼

2000年 5月）、曾志朗（2000年 5月∼

2002年 1月）、黃榮村（2002年 2月∼

2004年 5月）、杜正勝（2004年 6月至

2008年 5月）、鄭瑞城（2008年 5月∼

2009年 7月）及現任吳清基（2009年 8

月迄今）等10位部長，因其所處政治情

勢、社會輿論、經濟環境等時代背景差

異，對於大陸地區學歷採任也作了不同

的決策（楊景堯、楊慧文、陳靜欣、楊

蕙真，2005）。

（一） 毛高文部長時期（1987年 7月∼

1993年2月）

1987年政府解除戒嚴並公布「臺

灣地區人民出境轉往大陸探親規定」，

開放臺灣地區人民至大陸地區探親、

觀光、投資及交流，開啟了兩岸相隔

近 40來的隔閡。自此便有許多臺商前

往投資，其子女在大陸地區就讀之學歷

回臺後面臨不被採認之問題；另兩岸交

流以來，許多大陸籍配偶至臺灣地區定

居，其學歷亦面臨不被採認之窘境。

1990年，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

會，並於 1991年於行政院下成立大陸

委員會統籌處理兩岸事務。同年2月民

間團體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

海基會）成立，為兩岸事務最高的交涉

機構。1992年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制訂生效，其第 22條規定

臺灣地區人民與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

之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接受教育

之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由教育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惟因對大陸地區學校制度、學術評

比及學校情形尚有許多不瞭解之處，且

1989年大陸地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加強政治思想教育，

此亦影響我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之規

劃，爰規劃凡涉及函授、黨政之校系，

不予採認。

此期重點著重在對大陸地區高等

教育發展之瞭解與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相關研擬工作，委託計畫有黃政傑等於

1991年完成之「大陸重點高等學校現

況調查研究」、「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制

度之研究」等（楊景堯，1995）。

（二） 郭為藩部長時期（1993年 2月∼

1996年6月）

此期接續前期的政策方向，持續鼓

勵兩岸文教交流，並持續瞭解大陸高等

貳　兩岸文教交流與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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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現況。1993年「大陸地區科技人

士來臺從事研究許可辦法」、「大陸地

區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文教活動許

可辦法」接續發布，使大陸地區專業人

士及學生得以來臺從事交流，此兩辦法

之發布也促使兩岸地區學術交流越趨頻

繁。

1 9 9 4年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舉

行，兩岸學術交流為重要議題之一。此

期教育部持續委託學者（例如劉勝驥、

劉瑞生、陳梅生、謝貴雄、陳舜田、楊

深坑、王秀雄、劉水深等）針對大陸學

制、課程及地區差異等進行分組專案研

究調查，並赴大陸地區實地考察。

1995年李前總統登輝訪美，兩岸

關係出現緊張態勢，大陸地區並於7、

8月及隔年 3月進行飛彈試射與軍事演

習。同年教育部於 1994年底提出之大

陸認可高校名單採認原則遭到駁回，郭

為藩部長考量兩岸關係不穩定等因素，

暫不宜開放直接採認大陸地區學歷。

（三） 吳京部長時期（1996年6月∼1998

年2月）

此期教育部委託許多研究案，包括

劉勝驥、潘錫堂、許義雄、楊景堯等學

者針對大陸各重點大學及學科進行訪

查研究。1996年吳京部長指派楊朝祥

政務次長帶領學者專家前往大陸重點

大學考察；8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

同意教育部提案，擬承認大陸地區學

歷，並開放大陸地區學生及留學生來臺

研習研究所課程（吳秀佩，2005），教

育部並於 1997年 6月 27日將「大陸地

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草案）」報請

行政院核定，經行政院陸委會第 78次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以行政院 1997

年10月14日臺86教字第39194號函准

予核定，請教育部發布施行，旋教育

部 1997年 10月 22日以臺（86）參字第

86121725號令發布。該辦法採不追溯

採認、從嚴、須報備等三項原則進行學

歷採認，凡涉及意識型態、函授、遠距

教學、自學考試、分校等均不列入採

認範圍。後本部又依「大陸地區學歷檢

覈及採認辦法」第 17條規定，於 1997

年 10月 24日以臺（86）高（二）字第

86126218號公告 73所大陸地區高等學

校認可名冊（教育部，1998；楊景堯，

2005）。

惟此期政府憂慮臺商對大陸地區投

資可能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危機，於

1996年宣布戒急用忍政策，期望冷卻

過熱投資現象（吳秀佩，2005）。加上

1997年李前總統登輝於德國廣播電臺

受訪時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岸

關係趨於緊繃，整體國家對大陸的政策

也隨之從開放轉向緊縮態度。

原本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發布後預計自 1998年開放學歷採認，

惟因兩岸情勢已經改變，辦法及認可名

冊公告後受到外界極大關注，引起社會

大眾討論，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並召開記

者會強烈反對，並有陳永興等 40餘位

朝野立委提案，要求行政院暫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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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委並希望經由正式提案修改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完全刪

除採認大陸地區學歷之依據（劉勝驥，

2010）。經各部會協商討論，行政院指

示教育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不僅是

教育層面的問題，而應從整個大陸政策

來看，希望教育部審慎研議後續的作業

要點，送請陸委會委員會議充分討論獲

致結論後，再提報院會」。監察院並就

政策擬定過程提出專案調查，1998年

提出糾正報告，指出教育部開放範圍太

大、未事先做周延研究、研究案尚未結

束政策已先行（楊景堯、楊慧文、陳靜

欣、楊蕙真，2005）等，大陸高等教育

學歷採認暫緩實施。

（四） 林清江部長時期（1998年 2月∼

1999年6月）

1998年2月內閣改組，3月20日監

察院調查結果出爐，針對教育部大陸地

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予以糾正，監察

院報告中提出臺灣人民赴大陸就讀中醫

及西醫之人數偏多，恐有國內醫師人力

過剩及素質不佳等問題。又大陸地區學

歷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教育部應配合整

體大陸政策。教育部原本朝向縮小採認

範圍及不追溯採認政策修正，為回應糾

正案，教育部並停止適用認可名冊，至

6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完全暫停。

此期完成的委託計畫有黃光雄等對

大陸高等教育教育學類專案研究。

（五） 楊朝祥部長時期（1999年 6月∼

2000年5月）

雖大陸高等學歷無認可名冊可用，

兩岸文教交流仍持續進行，在不涉及學

分學歷採認原則下，1999年教育部公

布「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文教活

動審查要點」，來臺從事文教活動的專

業人士逐年增加，大陸學生也得依此要

點所簽署之雙邊協議及大陸地區專業人

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申請來臺

從事短期交流。

另教育部仍持續瞭解大陸地區高等

學校的動態，此期陸續完成之研究計畫

包括 1999年劉興漢等之「大陸高等學

校招收臺生制度之相關研究」及 2000

年張光政等之「大陸高等學校（機構）

重點學科課程資料庫之建置及分析研

究」等（王瑞琦，2007）。

（六） 曾志朗部長時期（2000年 5月∼

2002年1月）

2000年政黨輪替，因大陸地區擔

心臺灣地區未來走向，不時出現反分

裂、心理戰喊話、軍事演習等文攻武

嚇動作，兩岸關係呈現緊張狀態（黃清

賢，2008）。

曾部長雖曾提出傾向同步開放大陸

地區大學及研究所學歷，期間，大陸地

區臺商、民意代表並多次陳情開放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為此教育部與行政院陸

委會於 2000年 12月開會協商。最後決

議新修正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之公布施行時機，應與陸委會再議，並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22條規定，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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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發布。即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相關

配套措施研議規劃時程與實施時程，二

者應分開考量。

2001年我國加入WTO，教育部亦

曾針對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草擬相關

規劃，惟礙於當時政治情勢及兩岸關

係，並無太大突破。此間凡民眾來函詢

問有關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採認事宜

或申請辦理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檢覈

作業之個案，教育部均以正式公文函復

我國現階段仍未開放採認大陸地區高等

學校學歷之政策立場。

（七） 黃榮村部長時期（2002年 2月∼

2004年5月）

2002年臺灣正式成為WTO會員，

服務業貿易總協定中所提教育貿易包

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設置商業據

點及自然人流動等四大模式（姜麗娟，

2004）。此期大陸地區學歷因兩岸關係

不穩定，陳前總統水扁並宣示不予採認

大陸地區學歷（楊景堯，2005：18，廖

炳棋，2003），因此大陸地區學歷政策

並無太多進展。教育部僅能持續關切大

陸地區高等教育現況發展，針對最近幾

年來大陸地區大學整併等情勢變遷積極

收集最新資料，並持續研修大陸地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與大陸地區大學認可

學校名冊草案，以及研擬臺灣地區人民

就讀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報備作業要點草

案（楊景堯，1995）。

（八） 杜正勝部長時期（2004年 6月至

2008年5月）

2005年大陸地區動作頻頻，引發

兩岸關係緊張，3月 14日大陸地區通

過並公布《反分裂國家法》，引發國內

譁然，兩岸關係更為緊張；而同時大

陸地區並宣布自當年秋季開始，正式

實施在大陸地區讀書之臺灣學生與大

陸地區學生同等收費政策（大陸地區

自 1985年起即進行對臺招生事宜，據

統計，累計至1997年7月已有1,242名

臺生前往就讀，學費與陸生不同（周祝

瑛，1998）。為避免民眾對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及陸方積極招生造成混淆，教育

部於8月25日發布新聞稿陳明，大陸調

降臺灣學生就學的費用與政府目前對於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採認事宜，帶有

強烈政治意圖的政策，我們不應隨之起

舞。應從我國兩岸關係、國防、外交、

經貿、財金、交通、航運等政策作整體

評估，而不能僅就「教育」議題單獨考

量，另對臺灣學生而言，亦應從教育品

質、經濟負擔、以及生活適應與安全性

等層面來看。教育部並再度呼籲全國的

家長與學生，必須認清中國政府的真正

目的，不要輕易嘗試到大陸就學。

同年 9月 4日，陳前總統水扁參加

青年國是會議並表示在其任內不會開

放採認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歷（翁翠

萍，2005）。2006年鑑於大陸地區學歷

相關利害關係人對學歷採認政策之不

同意見，教育部並於2006年5月8日以

臺高（二）字第 0950067866號重申原

1997年10月24日臺（86）高（二）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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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26218號公告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

認可學校名冊自始不予適用。

（九） 鄭瑞城部長時期（2008年 5月∼

2009年7月）

2008年政黨輪替，兩岸關係趨於

緩和。在政府推動兩岸包機直航與開

放大陸觀光客來臺政策發展下，內政部

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

動許可辦法，同時教育部並積極規劃開

放大陸地區學歷採認及招收陸生修法事

宜。

首先教育部先修正各級學校與大陸

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

行為審查要點及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

及學生來臺從事文教活動審查要點，放

寬大陸學生來臺研修期限從4個月延長

為1年。另籌組專案小組規劃，研擬修

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2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修正條文

案，以明定招收大陸學生來臺之法源。

並積極蒐集各方建議、參考各國採認大

陸地區學歷之經驗，除派員出國訪查，

於國內各地舉辦多場公聽會、說明會，

並發布相關說帖及新聞稿說明政策規劃

方向（教育部，2010）。

（十） 吳清基部長時期（2009年 9月迄

今）

2009年9月內閣改組，接續前鄭部

長時期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規劃方向，

教育部除擬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 22條、大學法第 25條及

專科學校法第 26條修正條文送立法院

審議，並持續透過公聽會、法令說明

會、民意信箱等蒐集各方建議，並印

製相關說帖及製作宣傳影帶（教育部，

2011），利用各種管道與民眾溝通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之規劃，積極推動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政策。

經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2010年 8月 19日立法院二、三讀

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22條、大學法第 25條、專科學校法

第26條等修正條文，該三法經同年9月

1日馬總統英九修正公布後，並經行政

院指定自2010年9月3日起施行。據此

教育部將擬具之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修正草案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

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草案送行政院，並

經行政院於2010年12月30日核定。教

育部旋於2011年1月6日發布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並修正

發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同年1月

10日公告41所大陸高校認可名冊、6月

9日發布不予採認之醫療法所稱醫事人

員相關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解釋令、6月23日發布大陸地區高等教

育學歷甄試作業要點及核定甄試簡章。

受教育部委託辦理 2011年度大陸地區

高等教育學歷甄試之國立中興大學並於

6月24日公告甄試簡章，正式受理學歷

甄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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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底以來，教育部積極規

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相關政策，除籌組

專案小組研議，並透過公聽會、法令說

明會、政令宣傳、民意調查、委託學者

研究等各種管道蒐集相關意見，在政策

規劃過程中，相關利害關係人的主張、

院會與各部會的建議，以及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源規定，是

影響大陸地區學歷政策內容及相關配套

最主要的因素，以下分別就利害關係人

之主張及政策內涵分述如下：

一、利害關係人分析

大陸地區高等學歷採認政策，與其

所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及利益團體有重大

相關，因兩岸關係演變及利害關係人主

張不同，因此更增添了政策推動與規劃

的難度。不同利益關係人並利用不同管

道（例如陳情函、記者會、投書、研究

建議、透過民意代表陳情、媒體社論

等）表達其對政策的建議，在蒐集、協

調、綜整各方意見後，方形成目前之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高等教

育學校認可名冊、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

歷甄試作業要點等各項配套措施。茲將

下列利害關係人之主張略述如下：

（一）赴陸就讀之臺灣地區學生

此類利害關係人主要以 1992年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2

條制訂生效後前往大陸地區就讀之臺

灣學生為主，據統計資料，1985年至

2007年期間累計有 1萬 4,907名臺灣地

區學生赴大陸地區就讀大學，而 2006

年約有 6,400名臺灣學生在大陸念大學

（教育部，2010）。

此類赴陸就讀學生前往大陸就讀之

因素不一，據學者研究其動機包括個人

生涯發展、開拓人脈、爭取就業機會、

對大陸地區部份學校學術水準及聲望及

發展等（王瑞琦，2007b），多數前往大

陸地區就讀中醫或相關科系。此類學生

並自組臺生會等團體，主張其學歷皆

可被採認，主張全面開放大陸地區學歷

採認，不限學校、不限科系、不限學歷

（從學士至博士同時採認），俾利學術與

人才交流。

（二） 持大陸地區學歷之經許可來臺團

聚、依親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

自開放探親以來，隨著持大陸地區

學歷的大陸人士因婚姻關係、文教交

流、或其他原因來臺人數日漸增加，其

學歷面臨在臺灣無法採認的窘境，相對

影響其就業與繼續進修的機會。又加上

許多大陸籍配偶來臺後必須面臨挑起家

庭重擔的責任，其學歷不被採認工作權

受影響外，其後續進修、升學或受訓的

參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內容及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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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亦被受限，影響頗大。

（三）大陸臺商、其員工及子女

根據經濟部統計兩岸 2007年貿易

額達1,004億美元，1991年至2008年12

月臺商對大陸投資總金額為755.60億美

元。大陸臺商人數從數萬人迄今，推估

已達80餘萬人（海基會兩岸經貿網，無

日期）；根據大陸商務部發布的外資統

計數據顯示臺商投資大陸的地區分布，

根據經濟部統計數據顯示，1991∼2005

年三月底，廣東省、江蘇省、福建省是

臺商投資大陸件數第一、二、三位的地

區，若以金額而言，則以江蘇省為最

高，次為廣東、福建、浙江、河北及

山東，比重分別為43.63％、28.70％、

8.32％、6.69％、4.40％及1.75％。（中

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無日期）。部分

臺商在大陸除隻身前往者亦有攜家帶眷

落地生根者，其子女之學歷及臺商或員

工自身在大陸進修之學歷採認，隨著臺

商企業的增加及地點分布，其對學歷採

認之需求主要受所就讀之地區、學校所

影響，隨著其人數之增加，亦形成一股

政策壓力。

（四）國內大學校院

國內大學校院對於開放大陸地區學

歷抱持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多數學校

贊同開放採認大陸地區學歷，透過開放

競爭吸引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且

開放交流有助於學術水準提升及吸引國

際人才，且隨著國內出生人口減少，部

分大學校院已有招生不足的窘境，開放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及招收陸生將有助生

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因歷來兩岸學術

交流呈現不對等情形，加上大陸方面

自 1986年以來亦積極向我方招生，根

據報導，1986年至 1988年間因消息不

通，臺生每年僅兩三人前往報考；1989

年增至 12名，1990年經媒體披露後激

增至189名（劉勝驥，2010）。

但也因陸方積極向我方學生招手，

遽然採認大陸地區學歷，將對本地學生

產生磁吸效應，排擠國內大學校院之生

存，因此亦有部分學校及學者反對開放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五）國內民眾

民意的傾向為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與否重要的政策指標，為了解多數民

意看法，歷來有許多調查研究針對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開放與否進行調查。

例如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於2002年3

月發表「民眾對政府是否採認大陸學歷

的看法」，發現53%民眾贊成政府承認

大陸重點學校學歷，僅 28%持反對意

見，另有 18%的人無意見。又例如行

政院研考會2003年10月17日公布「民

眾對兩岸關係相關議題的看法」，發表

臺灣地區二十歲以上 1083民眾的民意

調查：61%的受訪者認為可以承認大

陸地區學歷，但應嚴格認定（劉勝驥，

2010）。

教育部民調發現，有61.5%的民眾

認為應開放採認大陸地區學歷；另有

77.2%的家長不會考慮讓孩子到大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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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主要是考量大陸治安、生活適

應、大陸學術水準參差不一等問題，顯

示開放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與否，對國

內學生赴陸就學的影響有限（教育部，

2010）。

多數調查顯示，國內民眾多數贊成

開放大陸地區學歷採認，但多數抱持有

限度開放態度，例如限校、限系所或限

學歷層級或限制陸生來臺數量等（劉勝

驥，2010）。

（六）專業團體

除上開主張開放利害關係人以外，

亦有持反對開放大陸地區學歷之利害關

係人，例如民進黨、臺聯黨政綱政策仍

然不接受大陸地區學歷，部分立法委

員、學者、教授等並公開反對開放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認為採認大陸地區學歷

後將導致更多民眾前往大陸地區就學，

引發磁吸效應。另部分民間團體如中醫

師公會和醫師公會，也堅決的拒斥大陸

地區學歷（劉勝驥，2010）。

這些團體對大陸地區學歷的憂慮

不僅止於學歷部分，還包括對大陸高

等學校之學術專業水準、國內高等教育

招生、國內就業市場、資訊情報安全、

大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課程等方面的疑

慮，因此反對大陸地區學歷的採認。

（七） 大陸人士、有意來臺就讀之大陸

地區及海外居民

除國內民眾及相關團體對學歷採認

有意見外，大陸人士對於臺灣地區不開

放大陸地區學歷採認也頗有微詞，大陸

港澳臺辦副主任張棟曾表示，大陸自

2006年起已承認臺灣全體公私立高等

教育學歷，因此建議臺灣地區應開放兩

岸互相全面承認學歷，良性互動。另大

陸地區人民、持大陸地區學歷的外籍人

士亦多次來信陳情其學歷應被採認。

二、政策內涵

因大陸地區學歷涉及層面非僅教育

部分，因此在決策過程受到相當多單

位、層面及部會的意見影響，經教育部

歷年來對大陸高等教育的瞭解、調查國

內民意、派員出國考察國外招收陸生與

採認大陸地區學歷的經驗、多次召開跨

部會會議、舉行政策說明會、公聽會與

座談會、向行政院及總統報告，且製作

相關短片宣導與公布修正草案蒐集民意

等政策溝通過程，始確定最後學歷採認

之方案。有關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

相關配套，茲說明如下：

（一）採認對象

自 1992年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授權以來，教育部規劃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對象，因兩岸關係之演

變，從最初「不開放」、「不宜開放」、

「可能開放」、「積極開放」、「暫緩開

放」到「逐步開放」，採認對象從臺灣

地區人民、來臺陸配、招收陸生、港澳

地區人民到外國人等，皆有人主張，在

考量各利害關係人權益後，採認對象放

寬為臺灣地區人民、來臺就讀之大陸地

區人民、經許可來臺團聚、依親居留、



NATIONAL ELITE98
國家

第七卷　第三期 NO.27

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及港

澳地區人民。

（二）採認時點

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授權教育部訂定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相關規定係 1992年，教育部發布大陸

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係 1997年，

又兩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生效係

2010年9月3日，教育部修正發布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係2010年1月6日，

因此上述4個時點究竟何應為採認時點

便有許多爭議，學歷是否追溯採認各界

意見不一，在教育部舉辦的各場公聽會

中，參與民眾主張歧異，有基於自身利

益主張溯自 1992年者，亦有主張公平

正義自辦法修正發布者。

為此教育部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各方

意見，一方面邀集學者專家審慎研議，

並依據法律程序、臺灣地區人民赴陸就

學及就業機會、符合信賴保護原則及兩

岸人民公平待遇等效標及相關利害關係

人進行利弊分析；另一方面舉辦多場公

聽會，提供民眾表達意見之機會。公聽

會中多數與會者表示基於公平正義，建

議不溯及既往為宜。

經彙整各方建議後，教育部朝學歷

不追溯採認規劃，並於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中第 3條明定，自 2010年 9月 3

日當學期或以後學期就讀者取得之學歷

始得採認；於 1992年 9月 18日至 2010

年 9月 3日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制訂生效及修正生效日），

圖1　學歷採認時點

1992.
9.18

台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生效

1997.
10.24

大陸地區學歷檢
核及採認辦法生
效

2011.
1.6

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修正生效

2010.
9.3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22條修正生
效



專

題

大
陸
地
區
學
歷
採
認
辦
法
立
法
沿
革
及
相
關
配
套

99

已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其

所取得之學位，符合學歷採認辦法修業

期限及相關規定者，得申請參加學歷甄

試。經甄試通過者核發相當學歷證明。

（三）採認範圍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自 1987年兩岸

交流以來，歷經多次變革，整併、升

格、裁撤、重組等變化相當大，原本

1997年規劃之 73校，以及當時所委託

研究調查大陸重點系所、學科之研究計

畫，與後來大陸地區高等學校的發展及

目前大陸地區重點高校 985工程、211

工程與 56所研究生院等發展已有相當

大的落差。

而且有關採認單位，不同的學者、

研究報告及利益團體對於採認的範圍也

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學者認為應以科系

為採認單位，有些學者則認為應以學校

為採認單位；有些主張小規模開放，有

些則主張全面開放；有些學者認為應先

採認研究所再逐步開放採認學士學歷，

減緩大陸地區學歷帶來的衝擊，有些學

者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先採認學士學

歷、再逐步開放研究所學歷，以避免就

業市場的影響，亦有學者認為學士、研

究所學歷應同時開放，以利同步招收陸

生來臺。雖採認單位有所不同，但學者

大致皆同意應逐步開放，檢討修正，不

宜一次到位。

考量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近十年來已

有相當大的變化，1997年所研議出的

76所學校及相關系所研究，已有許多

整併、改名、改制等調整情形，為擬定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教育部自

2008年起召開多場次公聽會及座談會

廣徵各界意見，亦組成大陸高等學校認

可名冊審議小組，邀集不同學門領域學

者專家及相關部會召開多次會議研商認

可基準及認可學校範圍等事項。經凝聚

共識後，考量政策開放初期，採認範圍

不宜過大，採有限度、小規模之原則開

放認可學校範圍，並參酌大陸地區高等

學校之辦學情形、世界大學評比等，以

在不同學術領域各具特色的大陸高等學

校作為採認基準，並採學士及研究所同

時採認、以校為採認基準（除醫事學歷

系所外），初步以985工程學校（扣除國

防科學技術大學）及增加體育、藝術辦

學卓著的大學共 41校作為採認範圍，

以確保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就讀高

等學校的素質及修業品質。未來教育部

亦將持續掌握兩岸高等教育質量發展狀

況，並視招收陸生來臺就學及大陸地區

學歷採認之實際辦理成效，定期檢討調

整認可名冊之必要性，以使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政策之推動更臻合理完善。

另因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規定，

我國大學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以4年

為原則；碩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 1至 4

年；博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 2至 7年。

又教育部研訂「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時，曾蒐集各國學制修業期限，

多與我國相當，爰於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中訂定修習各學位所須最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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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修業時間。又考量大陸地區高校之修

業期限，亦與我國大致相當，衡酌兩岸

高等教育學制之差異及衡平性，並參酌

國內外修業期限之基準後，爰於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中訂定學士 32個月、

碩士8個月及博士16個月之基本修業期

限。

（四）採認限制（醫事人員、教師資格）

有關大陸中醫、醫師學歷，因各界

看法不一，行政院衛生署考量國內醫事

人員養成涉及教、考、用三階段，以及

各類醫事人員養成尚涉及實習場所醫

院容額之限制，為避免資源稀釋及本國

生受教權益受損、保障國民之健康安全

等因素，爰建議不開放大陸地區高等教

育醫事相關系所學歷之採認。2010年8

月 19日經朝野立委協商同意，立法院

二、三讀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22條修正條文，明定在大

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歷，除屬醫療法所

稱醫事人員相關之高等學校學歷外，得

予採認；即大陸地區醫事人員高等學歷

不得採認。依衛生署統計，醫療法中所

稱醫師人員14大類26種執照中，17種

執照與高等學歷相關，為使不予採認之

學歷更為明確，教育部經與衛生署及考

選部等相關部會研商討論確認後，並於

2011年6月9日發布解釋令說明。

另考量目前國內高中以下師資充

裕、國人生育率下降，應無師資短缺之

情形，且兩岸意識型態差異，高中以下

教育係屬基礎教育階段，爰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第9條明定持大陸地區學歷

者不得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及教

師資格取得。

（五）學歷甄試

自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 1992年制定公布以來，即明定臺灣

地區人民與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

陸地區人民，其在大陸地區取得之學歷

得予以檢覈及採認，惟因兩岸情勢考量

及監察院糾正等緣由，教育部自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 1997年訂定發布以來

未曾採認高等學歷，亦未受理民眾赴大

陸地區就讀之報備。衡酌原採認辦法規

定並未排除於 1992年後入學者學歷檢

覈之機會，基於法令規範合理性及民眾

權益，爰於修正發布之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第 11條規定於 1992年 9月 18日

至2010年9月3日前赴陸就讀之人民，

已於大陸地區認可名冊學校就讀者，其

所取得之學位，符合修業期限與相關規

定者，得申請參加學歷甄試；學歷甄試

得以筆試、口試、論文審查或本部公告

之方式辦理。不符合資格者不得參加學

歷甄試，而參加學歷甄試未通過者其學

歷仍不被採認。

為辦理學歷甄試事宜，教育部於

2011年 6月 23日發布大陸地區高等教

育學歷甄試作業要點，明定學歷甄試依

學士、碩士以上學歷分別如下：

（一）學士：

以筆試方式進行。依修讀學門選考

相關專業科目 2科至 3科，以 100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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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每科均以 60分以上為及格。全

部考試科目均及格者，為通過。

（二）碩士以上：

以筆試及學位論文審查方式進行。

筆試部分，依修讀學門選考相關專業科

目 2科至 3科，以 100分為滿分，每科

以 70分以上為及格。全部考試科目均

及格者，始進行學位論文審查。學位

論文，依申請人報考時所選考之學門

領域，一次送3位所屬領域專家學者審

查，審查分數以 70分以上為及格，審

查結果，2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

過。

另考量部分民眾學歷僅作升學之

用，爰規劃除上開學歷甄試方式外，申

請人得以通過臺灣地區大學所舉辦碩、

博士班入學考試之錄取證明，向教育部

申請核發僅作當學年度該校升學用之相

當學士或碩士學歷證明。

為辦理學歷甄試，教育部委託國

立中興大學承辦 2011年度大陸地區高

等教育學歷甄試試務工作，該校並於6

月 24日公告學歷甄試簡章辦理試務作

業，預計通過甄試作業獲得相當學歷證

明者，將可依相關法規參加後續求職應

試之考試。

（六）學歷查驗證機制

大陸地區仿冒風氣盛行，假學歷情

形也相當嚴重，為防止假學歷情形，教

育部除要求申請人須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包括畢業證（明）書、學位證（明）

書、歷年成績、論文、經大陸地區公證

處公證屬實，並經海基會驗證等證明文

件正本），並建立嚴謹的查驗及查證機

制，另參考大陸地區學歷查證系統，畢

業證（明）書須經大陸地區「高校學生

資訊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認證、學位

證（明）書須經大陸地區「學位與研究

生教育發展中心」認證、成績單須經上

開兩中心其一認證，以確保學歷真實

性。

肆　未來展望

兩岸的政治分立及關係的演變，讓

教育部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政策、開放

陸生來臺、認可名冊的範圍等難以全面

開放，大陸地區醫事相關學歷無法採

認更是受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22條限制使然。雖說大陸高

等教育品質近年來快速提升，兩岸人民

互動交流日益頻繁，赴大陸地區就讀的

學生人數亦逐年攀升；且隨著全球化趨

勢，加入WTO後的教育市場競爭白熱

化，鄰近國家均積極招收陸生，國內大

學亦多次向表達對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及

採認大陸地區學歷之殷切期待，惟就國

家整體兩岸政策、國家安全、國內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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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國內就業市場及整體民意等

方面考量，教育部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政策上仍須作多方協調與讓步，並持續

基於「階段性、檢討修正、完整配套」

及「三限六不」原則，以審慎、嚴謹的

方式進行規劃。

後續教育部將持續掌握兩岸高等教

育質量的發展狀況，並持續追蹤兩岸高

等教育的交流，檢視大陸地區高等教育

學歷採認之政策執行成效，就相關問題

檢討改進。期許未來兩岸關係持續和平

發展、兩岸疑慮逐步化解後，大陸地區

學歷採認能朝更開放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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