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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部會各行其是，
欠缺完整的華語文教育推動體系與專責機構

壹、問題評析

教育部、僑委會、外交部、觀光局、工業局、資策會、國科會
等亦都投諸資金發展華語文教育。

因缺乏完整的推動體系與專責機
構，使得各單位投入資源零散或
項目重疊，既無共同目標又無法
延續成果績效，導致華語文教育
發展力道鬆散，無顯著成效。

欠缺專責單位與組織體系，致使
各單位各行其政，導致無法集中
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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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本體之語料庫建置一曝十寒，
缺乏永續發展機制

1.語料庫研究長期停滯

華語文之語言本體研究奠基於語
料庫技術之上。

臺灣現行華語文最具規模之語料庫
為「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料庫」，
由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語言所詞庫
小組自1990年開始致力漢語語料收
集，並於1997年完成3.0版本，約五
百萬詞之語料標注。隨著補助計畫
結束，該語料庫僅能維持查詢，卻
無法持續更新。

2.華語文教學尚未制訂標準
體系

中研院已經停止語料庫更新，
而國語推行委員會亦未曾針對
外籍學習者編撰雙語辭典。

語料庫建置工程已多年停擺不
前，導致無法制訂貼近真實語
言之標準體系。

壹、問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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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陸人海傾銷戰術，
我國欠缺定位與整合行動

1.採取防禦者經營策略守成不易

(1)「來臺研習華語」人數從2006年的9,135
人到2013年的15,510人，每年約僅成長
1,000餘人，增加幅度不大（詳見表一）。

(2)再從華語生主要來源國來看海外市場的
異動亦不大（詳見表二）。

「華語文師資赴海外任教」教師及助
理近年來一直維持在100人左右，並無
太大成長。

2.欠缺專業化及差異化的特色

中國大陸有「免費提供機會赴大陸研
習漢語」、「免費派遣漢語教師」以
及「廣設孔子學院」等政策。

臺灣面對中國大陸掀起的華語文學
習浪潮，產、官、學界皆尚缺乏集
體的共識與積極應對的經營策略。

壹、問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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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陸人海傾銷戰術，
我國欠缺定位與整合行動

年度 人數 成長
人數

成長率 佔全部外
生人數%

2004 7,647 79.5%

2005 8,182 535 7.0% 69.8%

2006 9,135 953 11.6% 63.0%

2007 10,177 1,042 11.4% 57.2%

2008 10,651 474 5.0% 54.6%

2009 11,612 961 9.0% 51.9%

2010 12,555 943 8.1% 50.8%

2011 14,480 1,925 15.3% 49.8%

2012 13,898 ‐582 ‐4.0% 40.7%

2013 15,510 1,612 11.6% 44.1%

（資料來源：教育部，民國103年）

表一 2004‐2012年外國學生（華語生）人數成長情形一覽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 日本 日本 日本 美國 美國 日本 日本 日本

2 印尼 美國 美國 日本 日本 美國 美國 美國

3 美國 印尼 印尼 南韓 越南 越南 越南 南韓

4 南韓 南韓 南韓 越南 南韓 南韓 南韓 越南

5 越南 越南 越南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6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7 法國 法國 法國 加拿大 泰國 泰國 馬來西亞 馬來西亞

8 泰國 泰國 泰國 德國 馬來西亞 馬來西亞 德國 德國

9 英國 德國 德國 馬來西亞 德國 德國 泰國 泰國

10 德國 英國 英國 泰國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表二 近五年華語生十大來源國一覽表

（資料來源：教育部，民國103年）

壹、問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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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語文產業欠缺競爭環境，
難以產生拉拔提攜效應

1.華語文相關產業間缺乏垂直
或水平整合

國內已有企業在海內外發展及銷售
華語教材，這些課程與（數位）教
材產品有極好口碑。

產業未能進行垂直及水平整合，易
產生疊床架屋、成本過高或滯銷問
題，並且尚未能積極整合到華語文
師資培訓過程之中。

2.忽視「產業鏈」整體條件的
營造

華語文主體產業發展太過於重視「華
語文教學」，相對忽視與下游產業如
教材、測驗、經營、管理、行銷等環
節的整合工作。

(1)華語文教育產業的發展未能尋求與其
他相關的輔助產業如創意設計產業、翻
譯服務業等策略聯盟或合作。

(2)忽視了華語文教育產業外部資源，如
科技整合網絡等資源。

壹、問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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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策略及預期效益

（一）各部會各行其是，欠缺完整
的華語文教育推動體系與專責機構

（二）語言本體之語料庫建置一曝
十寒，缺乏永續發展機制

（三）中國大陸人海傾銷戰術，我
國欠缺定位與整合行動

（四）華語文產業欠缺競爭環境，
難以產生拉拔提攜效應

問題 目標

（一）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
資源之組織網絡

（三）促進專業化及差異化，提升
華語文教育品質

（二）建構永續發展基礎，建立符
合華語文教學需求之標準體系

（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
華語文產業網絡

（五）開拓海外華語文需求市場，
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

策略

（五）缺乏有效市場攻堅策略

（一）建立推動及督導機制

（二）建置語料庫及標準體系

（三）建立品質保證架構

（四）落實政府資源與產業發
展連結

（五）設定目標市場營造輸出
優勢



貳、目標、策略及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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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益（制度面：組織網絡、法制網絡）預期效益（制度面：組織網絡、法制網絡）

目標 組織名稱 102年 103年

目標一：整備推
動組織

1.行政院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
2.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
3.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
工作小組

4.教育部國際司「海外臺灣學校及
華語教育科」

5.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
會(MEGDC)

6.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小組

V
V
■

V

■

■

V
V
V

V

V

V

目標二：建構永
續發展基礎

1.應用語料庫組
2.分級標準組
3.能力指標組

■
■
■

V
V
V

目標三：促進專
業化及差異化

1.評鑑承辦單位
2.輔導團承辦單位
3.品質標章承辦單位

■
■
■

V
V
V

目標四：支援產
業發展

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工
作小組

■ V

目標五：開拓需
求市場

1.一流華語中心計畫承辦單位
2.一級輸送機構計畫承辦單位
3.一線駐點計畫承辦單位

■
■
■

V
V
V

組織網絡 法制網絡

V 表示已建置；■表示尚待建置

目標 法規名稱 102年 103年
目標一：整
備推動組織

1.行政院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2.(修)教育部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設置要點
3.教育部國際及兩岸司分層負責明細表

V
■
V

V
V
V

目標二：建
構永續發展
基礎

華語文應用語料庫建置及使用要點 ■ V

目標三：促
進專業化及
差異化

1.華語文教育品質標準實施要點
2.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與教育部補助升級要點
3.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實施要點
4.(修)短期補習班招收外國人招生及管理辦法
5.(廢)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單位申請境外招生

審核作業

■
■
■
■
■

V
V
V
V
V

目標四：支
援產業發展

1.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鏈合作補助要點
2.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要點
3.(廢)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
教要點

4.(廢)各國華語文教師組團來臺研習培訓計畫涻談
原則

5.(廢)教育部與外國學校辦理短期臺灣華語研習團
洽談原則

6.(廢)教育部補助推動對外華語文教育要點
7.(修)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
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金核撥作業規定

■
■
■

■

■

■
■

V
V
V

V

V

V
V

目標五：開
拓需求市場

開拓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市場計畫補助要點 ■ V

其他：跨目
標

1. (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作業要點
2. (修)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

■
■

V
V



貳、目標、策略及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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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預期成果

目標一：整備推動組織 行動方案1～3：
■建立跨部會資源協調平臺(現不完備)
■成立MEGDC(現無)
■成立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工作小組(現無)
■成立計畫成效評估小組(現無)

目標二：建構永續發展基礎 行動方案4～6：
■建構及應用語料庫(現不完備)
■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現不完備)
■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力指標(現無)

目標三：促進專業化及差異化 行動方案7～11：
■華語中心累計達60家(現40家)
■優良華語中心累計達10家(現0家)
■補習班累計達10家(現3家)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 行動方案12～14：
■華師輸出每年達100人(現約60人)
■產業鏈策略聯盟累計達100個(現0個)
■與其他產業策略聯盟20個(現0個)

目標四、五共同貢獻：

1.實體研習人數：
5萬人(103年：15,510人)

2.線上學習人數：
20萬人(103年：約500人)目標五：開拓需求市場 行動方案16～18：

■一流華語中心計畫累計達40個(現0個)
■一級輸送機構計畫累計達70個(現0個)
■一線駐點計畫累計達50個(現0個)

預期效益（成果面：各目標預期成果）預期效益（成果面：各目標預期成果）

■表示尚待建置



貳、目標、策略及預期效益

13

預期效益（成果面：研習華語人數）預期效益（成果面：研習華語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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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益（成果面：整體成效）預期效益（成果面：整體成效）

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年計畫(102-109)

中國大陸 臺灣

思維角度 文化宣揚 教育行銷

市場區隔 供給取向 需求取向

特色差異 以免費爭取客源 以品質爭取客源

長期發展 政府經援 使用者付費

八年計畫執行前 八年計畫執行後

推動機制 無推動網絡及專責組織
產官學民推動機制

+MEGDC

語料庫
欠缺豐富的語料庫及

能力標準體系
語料庫+國際接軌之

華語能力標準

專業程度
教育及測驗機構

差異化及專業化不足

品質標準指標+評鑑
及升級輔導+品保標章

認證

部會資源 政府各部會資源分散
各部會合作國內促進產
業發展+國外選定目標

市場

市場攻堅
欠缺海外市場
攻堅策略做法

華語教育產業
整廠輸出

與中國大陸的策略之比較
與我國現有策略之比較
(八年計畫的整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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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參、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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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八年計畫發展策略與行動計畫
關係全貌圖

行政院推動小組

教育部指導會

教育部華語教育科

推動專責組織

計畫管制小組

提出年度報告

設定目標市場營造輸出優勢

一流華語中心計畫

一級輸送機構計畫

一線駐點計畫

16

落實政府資源與產業發展連結

建置語料庫及標準體系
分級標準 能力指標

建構及應用語料庫

5 6

產業鏈及
績效制

雲端教
育內容

華語國
際學舍

產業策略
聯盟

12 14

13 15

17

18

4

7

3

2

1
建立推動及督導機制

8 機構評鑑及輔導

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華語文能力測驗

品
質
標
章

11

建立品質保證架構

9

10

機
構
品
質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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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一：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資源之組織網絡－
行動方案一、建立跨部會對話及資源協調平臺

103年

行政院
「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海外臺灣學校及華語教育科」

教育部
「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

跨部會支援華語文

教育產業發展工作

小組

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會
(MEGDC)專案辦公室

1.辦理跨部會協商：
（1）行政院層級
（2）教育部層級
（3）教育部業務單位層級
2.進行跨部會資源整合
3.促請跨部會策略加值

成效評估
小組(行動
方案3)

教育部國際司
華語科(行動
方案1‐2、12-

13、15)

品保承辦
單位

(行動方案
7‐11)

語料庫、雲
端教育承辦
單位(行動方
案4‐6、14)

MEGDC
(行動方案
9‐10、16‐

18)

104‐109年

行政院

「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

教育部

「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

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

產業發展工作小組

圖一、103年跨部會資源協調平臺運作機制

圖二、104‐109年跨部會資源協調平臺運作機制

1-1參、行動方案



營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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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一：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資源之組織網絡－

行動方案二、設立華語文推動專責組織(MEGDC)

104-109年「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會(MEGDC)」規劃：
1. 現行華語文組織、機構或團體，各有其優勢與限制，而

MEGDC需要全方位人才及經驗（包含：教學、課程教材研
發、師資培訓、測驗、市場分析、行銷）。 MEGDC主要功
能為開拓市場、行銷推廣，並作為資源整合平臺。

2. 「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會」組織設置董監事會，
由15～21人組成(須為單數)，董監事會組成如下：

(1)政府機關代表4～5人，由主管機關推派。
(2)公民營企業及法人代表7～9人，其中1～2人得由主管機關

推派；與華語文產業推廣相關之負責人或專家、學校、學
者代表4～7人，其中1～2人得由主管機關推派。

3. MEGDC各處室設主任1位、6位助理人員，認證測驗處將納
入國家華語推動測驗委員會(約27人)，共約59人。財團法人
成立之基金最低政府捐助部分將佔40% ，教育部和相關單位
共同出資1,500萬。民間捐助佔60%，由大專院校、相關華語
文單位、產業、企業基金會共同出資2,250萬。總成立經費預
計規劃為3,750萬元。

4. 104-109年每年營運與計畫推動經費估算需9,455萬9,800元

圖三、「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發展協會」組織架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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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一：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資源之組織網絡－

行動方案二、設立華語文推動專責組織(MEGDC)

103年專案辦公室組織規劃：
1. 在成立MEGDC前，因財團法人設立過程較複雜，

103年專案辦公室經費將由教育部以委辦方式執
行。

2. 103年的主要工作包括：籌辦MEGDC、承接華語
科現有例行性業務、執行八年計畫年度行動方案
等。

3. 專案辦公室組織架構包括一位專案辦公室主任，
並設置諮詢委員會，專案辦公室共需負責右列5
大項業務。

4. 為透過專案辦公室之運作，建立未來財團法人制
度，專案辦公室之組織架構將參照MEGDC財團
法人設立之架構內容，以利未來工作銜接。

圖四、專案辦公室組織架構

1-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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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一：整備推動組織，整合華語文資源之組織網絡－

行動方案三、設立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小組
1-3

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小組

組織網絡：

1.組織是否建立？
2.運作是否順暢？
（1）各行動方案間的

橫向聯繫
（2）與八年計畫整體

縱向連結

法制網絡：

1.修訂或新訂的法令、
要點是否符合八年
計畫整體效益？

2.各行動方案間的橫
向聯繫是否運作順
暢？

研習華語人數：

1.是否建立招生人數資
訊蒐集系統？

2.招生人數有無達到目
標？

制度面 成果面

1.每年向「行政院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報告
2.每年向「教育部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報告
3.每年研提具體改進建議

各目標預期成果：

1.各目標預期成果是否
達成？

2.各目標預期成果是否
互相有所助益？

3.各目標預期成果是否
達成總體目標？

與中國大陸的策略
之比較：

1.是否落實產業行銷理
念？

2.是否符合顧客需求取
向？

3.是否達到品質及客製化
目標？

4.是否符合使用者付費理
念？

與我國現有策略之
比較：

1.是否結合產官學民推動
機制？

2.是否建置語料庫及國際
接軌之華語能力標準？

3.是否落實品保認證制
度？

4.是否促進產業發展？
5.是否落實整廠輸出計
畫？

整體成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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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二：建構永續發展基礎，建立符合華語文教學需求之標準體系－

行動方案四：建構及應用語料庫、行動方案五：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行動方案六：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力指標

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二：建構永續發展基礎，建立符合華語文教學需求之標準體系－

行動方案四：建構及應用語料庫、行動方案五：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行動方案六：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力指標

一、華語文語料庫是華語文教育產業的核心
包括書面語、口語、華英雙語、及學習者等語

料庫。有真實語料庫的驗證，華語文教材的分級標
準及學習者能力指標的建構，才能符合語文實際使
用的情境，進而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及華語文能力測
驗才有堅實的依據。

二、語料庫如何連結協助發展華語文教育產業：

1. 舉辦公聽會

2. 設立專屬網站

3. 定期舉辦研討會

4. 成立策略聯盟

5. 數位學習社群網站

6. 軟體開發徵選計畫

7. 開發開放源程式及API

（華語文語料庫在教學、學習、教材應用之架構圖）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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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目標三：促進專業化及差異化，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
行動方案、七～十一

圖六、華語文教育品質保證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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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三：促進專業化及差異化，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

行動方案、七～十一

圖七、申請評鑑輔導及品質標章流程圖

3-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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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產業網絡－

行動方案十二、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
4-1

政策工具

教育部指導會下設「跨部會支援
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工作小組」，

整合部會資源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鏈

合作補助要點（草案）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
及獎勵要點（草案）

機制建立

建立政府資源檢視與連結機制 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鏈合作與績效管理

現況檢視

部會資源分散 華語文產業鏈斷鏈

整合各部會
國內資源促
進產業發展

補助對象：
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
大學華語中心
財團法人、非營利性社團法人

整合各部會
資源選定海
外目標市場

補助對象：
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
（獎狀及獎金）

大學華語中心（獎狀及獎金）
財團法人、非營利性社團法人
（獎狀及獎金）

短期語文補習班（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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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會 整合各部會國內資源促進產業發展

文化部 1.台灣文化光點計畫 2.台灣書院 3.影視音樂 4.文學及出版

僑委會

1.辦理海外華裔青年語文研習班、臺灣觀摩團、海外僑校教師回國研習班、華文網路種子師資培訓班、
輔助海外僑校及僑團辦理組團來臺研習華語文或臺灣文化活動作業計畫等。

2.推動「一僑校一主流學區」 3.設立「華語文數位學習中心」
4.鼓勵僑校、國內華語文教學者參與主流教育界辦理之華文年會、研討會等大型活動 5.全球華文網

勞委會

1.委託辦理「編製外籍看護工中文基礎訓練課程教材」，預計完成檢送各外勞來源國在臺辦事處轉送
國外訓練所參考使用。

2.配合向宣導雇主優先聘僱通過華語文測驗之外國人。
3.研議外籍勞工來臺前須通過一定等級華語文能力測驗，及透過雙邊勞工會議提案請外籍勞工來源國
配合辦理之可行性。

內政部
移民署

1.提供新住民初次入境關懷訪談服務，協助宣傳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
2.推動外籍與大陸配偶關懷網絡會議，協助宣傳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
3.修編外籍配偶在臺生活資訊簡冊，增列華語文 教育相關資訊。

交通部觀光局
1.透過觀光局官方雜誌宣傳。2.於海外旅展協助宣傳。
3.評估將華語學習納入青年壯遊台灣及國際志工計畫中。 4.在臺學員眷屬順遊觀光。

國科會 1.98~100年曾推動「華語文作為數位學習研究」計畫。
2.(人文處)語言學門設有「對外華語教學研究」領域。國內相關學者專家可自由研提計畫申請補助。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1.開設為期一年之多明尼加密集華語專班 2.推動「混合型華語授課學士學位學程｣
3.派遣華語師資赴友邦服務

外交部 由駐外館處審理及核發來臺研習華語之外國人「研習」事由簽證

經濟部工業局 1.華語文產業資訊與數位化能力提升2.海外華語文產業拓展

教育部

1.選送國內華語教學人員(含華語/外語實習生)赴海外學校任教
2.國內華語文中心及短期補習班境外招生管理及輔導
3.外國學生組團來臺短期進修華語補助 4.推動對外華語文教育活動及教材研發、研習、會議補助等
5.辦理海外臺灣教育中心 6.辦理華語獎學金 7.辦理及推廣對外華語文能力測驗
8.辦理及推廣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產業網絡－

行動方案十二、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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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產業網絡－

行動方案十二、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整合各部會資源選定海外目標市場
4-1

相關計畫

國家

台灣
書院

光點
計畫

文化
中心

海外僑教中心
華語文數位學

習中心
一僑校

一主流學區
臺灣教育
中心

台灣研究講座計畫
及共資共名獎學金

華語教師海外
任教點

華語文能力測驗海外
施測

泰國 曼谷 曼谷 曼谷
呵叻、清邁、

甘烹碧
曼谷、清萊、清邁

馬來西亞 吉隆玻 吉隆玻

印尼 泗水

越南 胡志明市
河內、胡志明

市
胡志明市 河內、胡志明市、峴港

菲律賓 馬尼拉 馬尼拉

緬甸

印度 德里、清邁 新德里

日本
東京、大阪

名古屋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大分、東京 東京、大阪

韓國 首爾 首爾

英國 倫敦、愛丁堡 倫敦 倫敦、劍橋 倫敦

法國 巴黎 巴黎 巴黎 巴黎、里昂、雷恩 巴黎、里昂、普羅旺斯

德國
海德堡、
杜賓根

柏林 斯圖加特 杜賓根、哥廷根
柏林、海德堡、

杜賓根
柏林、杜塞道夫、斯圖
加特、哥廷根、慕尼黑

俄羅斯 莫斯科 莫斯科、聖彼得堡

荷蘭 萊頓 海牙 海牙 萊頓 萊頓

美國
紐約、
休士頓
洛杉磯

華盛顿、德州、
賓州、加州

紐約
華府、波士頓、芝加哥、
休士頓、洛杉磯、亞特

蘭大

華府、波士頓、
紐約、亞特蘭大、
邁阿密、芝加哥、
休士頓、洛杉磯、
舊金山、西雅圖、

橙縣、檀香山

紐約、休士
頓、洛杉磯

密西根州

華府、波士頓、馬
裡蘭德、北卡羅來
納、密蘇裡、印第
安那、威斯康辛、
加州、華盛頓、洛

杉磯、

華府、波士頓、
紐約、芝加哥、
休士頓、舊金

山

波士頓、紐約、芝加哥、
休士頓、華盛頓、洛杉

磯、舊金山

加拿大 溫哥華 溫哥華、多倫多
溫哥華、
多倫多

溫哥華、多倫多、
渥太華、愛德蒙頓、

蒙特樓
溫哥華

溫哥華、渥太華、
多倫多

澳洲 雪梨、布里斯本
雪梨、布里斯
本、昆士蘭

坎培拉、墨爾本 昆士蘭、布里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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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產業網絡－

行動方案十四、發展雲端教育內容

1. 「資源共享平臺」已建置完成。
2. 推動全球「雲端學校」平臺，打造全球華語教

學入口網，已達110所。
3. 「電子書城」已有教材電子書共200冊供免費閱

覽及下載。
4. 於「全球華文網」建置「華文精品專區」，至

11月底已輔導國內13家華語文相關產業廠商提
供線上華語文相關教學服務及產品達69種。

具體成效

1.持續擴充及維護上述專區軟件，加強行銷活動等方
式提高文件使用度。

2.整合教育部華語文教學資源，加強部會資源共享，
發揮計畫績效。

3.協助「雲端學校」導入「雲端教學平臺」，強化教
學之即時性及互動性。

未來規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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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四：支援產業發展，建構完備的華語文產業網絡－

行動方案十五、研議華語國際學舍

關鍵績效指標建立
（一）華語國際學舍選址指標：面對北部之高需求量以及現階段

之招生瓶頸，首先以新建方式疏解北部高需求量，以現況
能提供建設之國有土地做為優先考量。

（二）華語國際學舍容量與回饋方式指標。
（三）華語國際學舍結合地方國際化及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發展

與社區營造指標。

規劃內容

1.本(103)年須依關鍵績效指標擇定興建基地及辦理單位，並依實際情形草擬計
畫書，提「教育部主管105年度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計畫經費分配及排
序審查會議」通過後陳報行政院爭取重大公共建設經費擬於104年2月底前依政
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規劃提105年先期作業爭取行政院重大公共建設
經費。

2.找尋適合做為華語文示範區之據點（例如：松菸、華山），做為華語文教育結
合社造及文創之亮點地區。

後續規劃

4-3



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五：開拓海外華語文需求市場，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

行動方案十六～十八推動一線駐點計畫／一線輸送機構計畫／一流華語中心計畫

鼓勵組成
海外行銷團隊

團隊成員專長

實體教學

數位學習

師資培訓

課程教材

測驗認證

國際行銷

媒體推廣

國家篩選指標
經濟發展需求
文化傳承需求
現有政府資源投入

城市/區域篩選次指標
各部會海外據點
友好關係

華語文教育輸出計畫以整合方式規劃輸出計畫 海外目標市場

功能

產、官、學、民合作

華語文教育產品服務

行銷推廣

與海外合作單位之溝

通合作平臺

華語文教育商機媒合
(當地駐點經營)

(產品/服務輸出)

(來臺實體
/線上研習)

參與對象
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
大學華語中心
財團法人、非營利性社團法人
短期語文補習班
政府海外駐點(機關)

2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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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五大目標規劃情形
目標五：開拓海外華語文需求市場，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

行動方案十六～十八推動一線駐點計畫／一線輸送機構計畫／一流華語中心計畫

教育部公布之目標市場
(國家/城市)

依市場特性選擇工作計畫
一線駐點計畫(當地駐點經營)

一級輸送機構計畫(產品/服務輸出)
一流華語中心計畫(來臺實體/線上研習)

執行第1年計畫：先期開發計畫，
教育部補助70% ，補助上限210萬

審查通過

期末檢討並提出2‐4年計畫(共3年)，
教育部補助35%，補助上限210~500萬

審查通過

執行第2‐4年計畫：逐年檢討KPI，如績效目
標未達百分之二十，本部得酌予降低次年度

補助款20%‐40%

提出第1年先期開發階段+3年開拓市場計畫

申請團隊之組成，向MEGDC申請

第5年起
計畫結束，教育部不予

補助

1.非營利機關、團體、教育機構、
政府海外駐點可提出計畫。

2.團隊組成須同時延攬具華語文實
體教學、數位學習、師資培訓、
測驗認證、課程教材及國際行銷
與媒體推廣專長成員。

依市場需求選擇整合策略：
1.既有服務/產品加值應用或創新
2.跨領域合作：結合華語文教育產
業鏈水平合作相關領域
3.整合性方案：開發各種整合性創
新學習模式

第2‐4年為開拓市場階段，工作內容為進行
目標市場之需求分析、拜訪當地機構進行
說明銷介、輸出華語文教育服務及產品、
建立銷售通路等。所有申請案均須定出分
年績效目標(KPI)，並於期中報告及期末報
告提出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自第二年起若有下列情形，本部將增加補
助款百分之十至二十，說明如下：
（一）目標市場之合作夥伴出資或出資比
例逐年上升
（二）計畫產生可衡量之具體利潤

一流華語中心計畫(吸引目標市場來臺)
受補助團隊依目標市場之特定需求
(包含師資、教材、課程、測驗、認
證、等)， 運用整合服務策略，開拓
及建立來臺師資培訓、研習華語或參
加線上學習課程之海外行銷網絡。

一級輸送機構計畫(產品/服務輸出)
受補助團隊依目標市場之需求 (包
含師資、教材、課程、測驗、認
證等)，運用整合服務策略，開拓
海外市場行銷網絡及跨國提供華
語文產品及服務(包含線上華語文
學習與教材)。

第1年為先期開發階段，工作內容包
括進行目標市場之需求分析、拜訪
當地機構進行說明銷介、與目標市
場當地機構合作進行實驗性的試點
計畫、擬訂3年業務發展計畫等。

一線駐點計畫(當地駐點經營)
受補助團隊於目標市場設立專案辦公

室，運用整合服務策略，
開拓及經營當地市場網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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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計畫103年工作進度
目標 行動方案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目標一：整備推
動組織

一
建立跨部會對話及資源協
調平臺

幕僚首長會議報告 ●

向行政院報告 ● ●

教育部指導會 ● ● ● ●

核心工作會議、產值研商會議、海外需求市
場諮詢會等

●

跨部會支援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工作 ● ● ● ● ● ● ● ●

二 設立華語文推動專責組織
MEGDC專案辦公室委辦案遴選 ●

MEGDC專案辦公室計畫案 ● ● ● ● ● ●

三
設立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小
組

成效評估工作小組委辦案遴選 ●

成效評估工作小組委辦案 ●

目標二：建構永
續發展基礎

四
五
六

建構及應用語料庫
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
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
力指標

(補助)建置應用語料庫計畫(國教院) ● ●

目標三：促進專
業化及差異化

七
八

設定華語文教育品質標準
建立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
及輔導機制

評鑑及輔導計畫委辦案遴選 ●

評鑑及輔導 ◆ ●

(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升級 ◆

九
十

改進華語文教學能力認證
考試
改進華語文能力測驗

教學能力認證考試行政協助案

辦理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華語能力測驗委辦改進案 ● ●

(補助)推廣華語能力測驗海外施測 ● ● ● ●

十一 建立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
品保標章認證委辦案遴選 ●

品保標章認證 ◆ ●

目標四：支援產
業發展

十二
十三

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
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策略
聯盟

(補助)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鏈合作*30 ◆ ● ● ● ● ● ● ●

(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 ◆ ● ● ● ●

十四 發展雲端教育內容 (補助)發展雲端教育計畫(僑委會) ●

十五
研議華語國際學舍(另提公
共建設計畫)

華語亮點示範區、行銷推廣、宣傳 ● ● ● ● ● ●

目標五：開拓需
求市場

十六 推動一流華語中心計畫 (補助)一流華語中心計畫*10 ◆ ● ●

十七 推動一級輸送機構計畫 (補助)一級輸送機構計畫*10 ◆ ● ●

十八 推動一線駐點計畫 (補助)一線駐點計畫*15 ◆ ● ● ●

其他：跨目標
一 法制化程序 ● ● ● ● ● ●

二 宣導說明會、公聽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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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簡報要點可於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網頁下載：
★下載路徑：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主題專區-華語教育-

邁向華語文教育輸出大國八年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