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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3学年，台湾高校大一
新生数首度跌破 20 万人，各类高校招
生缺额超过 1.6 万个，创多年来新高。
按招生名额使用率来看，有 11 所高校
招生不满五成，台湾大学、成功大学、
政治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也
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缺额，招生之难可见
一斑。

按照台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测，少子
化对高校生源的冲击将会长期持续，台
湾各类高校大一新生数将会继续下滑，
预计到2038学年时将仅剩14.7万人，较
2022 学年减少 26.8%。届时，台湾各类
高校学生总数将仅剩71.9万人。

面对生源危机，不少岛内高校只能
选择合并相关科系或并校办学以求生
存。台湾淡江大学外语学院计划从2025
学年起将西语系、法语系等四系合并成
欧语学系。该学院院长吴万宝介绍，过
去这些外语专业每年都有 100 人左右的
生源，但从2022年开始有明显下降，目
前外语专业招生缺额率达到了 62.47%，
实在难以维系。“在少子化的情况之
下 ， 我 们 就 只 有 走 科 系 整 并 这 一 条
路。”他说。

在台湾私立学校工会副理事长尤荣
辉看来，大部分高校科系合并后的招生
情况并没有起色，在少子化不可逆的趋
势下，会有更多高校走向停招“退场”
的结局。有台媒统计，自2014年高凤数
位内容学院因负债停办以来，岛内已有

15所高校相继走入历史，另有60所高校
面临“退场”风险，情况不容乐观。

人谋不臧

除了招不到学生，台湾教育改革中
“广设大学”策略的畸形发展，导致专
科学校浮滥升格为学院和大学，也是如
今岛内高校“退场潮”愈演愈烈的重要
诱因。

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广设大学”
策略影响下，岛内高校数量在1996年至
2007年间大规模扩充，虽然短期内在提
升学生受教育水平、支撑产业发展方面
有所贡献，但却忽视了少子化趋势的长
期影响，导致台湾高校数量严重饱和。

更糟的是，许多岛内政客将“广设
大学”当作营造政绩、拉拢选票的“大
旗”，联手商人操弄专科学校浮滥升
格，让不少配套设施及教学水平不足的
专科学校在短短数年内一路升格为学院
再改为大学，给台湾高教发展带来负面
影响。

为了争抢生源，这些学校在升格后
舍弃技职教育，转而开设经贸类、管理
类等热门科系，破坏了职业技术教育体
系的完整性，让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
术教育定位越来越模糊。

台湾静宜大学监察人陈振贵认为，
“广设大学”最终演变为“浮滥升格”，
明显是人谋不臧的结果，“是一个无法
回头的错误政策”。大批学生的学历随
着高校的升格而升格，但能力却未得到
相应提升，文凭的含金量直线下降。

“专科学校大量升格导致大学数量
快速膨胀，但‘质’却没有明显提升，
造成了当下办学浮滥的状况。”尤荣辉
表示，在已经“退场”的15所岛内高校
中，有13所是“升格院校”。“当年扩增
速度太疯狂，若适度维持数量，不让专
科浮滥升格成学院、大学，现今学校倒
闭的问题会小很多。”他说。

前景黯淡

高校“退场”如潮，最惨的还是被
中途“丢包”的师生。据台媒报道，
2018至 2022学年停办的 6所私立大专院
校中，共有 270 位教职员面临失业，但
台教育主管部门仅协助 80 人转职成功，
近七成失业教师要自谋出路；6 所学校
学生被安置到他校就读后，退学率也高
达 16.42%，是岛内高校平均退学率的
2.25倍。

“学校在停办前一年根本就是在摆
烂，老师叫我们不用到学校上课，学校
行政人员也是‘一问三不知’，只能等
待安置。”曾就读于台湾首府大学的陈
同学表示，被安置到新学校后，部分已

修学分无法被承认，需要额外的学费与
学时，有些同学难以适应新环境，干脆
就此休学不读。“当初在接收学生时学
校之间就没有做好衔接工作，遇到问题
后，新学校又无法联系到‘退场校’的
对应窗口，我们就像球被踢来踢去。”
他说。

今年是台湾教育改革实施 30 周年，
不少岛内教育界人士表示，要借此机会
进行检讨与反思，重新审视未来高校的
发展规划，挽救处在崩坏边缘的台湾高
教体系。至于如何缓解迫在眉睫的招生
难题，曾任教于新竹清华大学的翁晓玲
表示，大陆学生曾是台湾高校的稳定生
源，而且陆生的学习能力和态度都很
好，许多岛内高校都期盼陆生能够来台
学习。

“少子化问题一直都存在，但过去
陆生来台人数多的时候，各类高校比较
不 怕 招 不 到 学 生 ， 仍 然 可 以 维 持 经
营。”翁晓玲表示，台湾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人才，教育主管部门应递出橄榄
枝，释出更多红利吸引陆生来台学习发
展。“如果民进党当局还是以意识形态挂
帅，对台湾高教发展不是好事。”她说。

本报电（钟欣） 第 33 届哈洽会近日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促进龙
台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黑龙江省积极
邀请 77家台资企业参加展会，参展台资
企业展示了千种款式新颖、品质精良的
台湾商品。

本届哈洽会设立了 107 个展位、近
1000 平方米的台湾展区，展示的台湾商
品涉及休闲食品、特色农业、儿童玩
具、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来自台湾的青年姬欣琪说：“哈尔滨
冰雪旅游火爆‘出圈’，我和小伙伴切身
感受到黑龙江人民的热情与友善，因此
决定来哈尔滨创业。在此期间，这里的
台办给我们很多关心和指导，协助办理
营业证照、提供免费宣传展位、进行电
商培训辅导，帮助我们快速了解大陆市
场、提升经营能力，更加坚定了我们在
黑龙江创业发展的信心。”

高雄市世贸会展协会会长何玲玲
说：“这是我第二次带队参加哈洽会。本
届展会规模大、辐射面广，身为台商参
展团队一员，能够亲身体验祖国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深感光荣自豪。
希望更多台资企业能够把握黑龙江打造
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机遇，搭上大陆
经济腾飞的快车，共享发展红利。”

参加展会的台商认为，黑龙江自然
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优
越，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希望通过参展发现更多商机、收获更多
友谊，实现更好发展。

哈洽会期间，黑龙江省还举办了
“百家台企进龙江”暨龙台经贸交流会活
动，引导台资企业主动融入黑龙江新发
展格局，全面深化龙台各领域交流合
作、融合发展。

▼ 哈洽会上的台湾好食展位。
黑龙江省台办供图

2岁时，一台旧电子琴让萧凯恩开
启了音乐之旅。正在香港演艺学院攻
读音乐硕士的萧凯恩说，每当自己听
到电视里一首歌，便尝试在电子琴上
演 奏 ， 这 台 电 子 琴 也 成 为 童 年 时 期

“最好的玩伴”。
4 岁时，萧凯恩正式学习钢琴，通

过摸盲文点字乐谱和听录音，一点一点
学会了弹钢琴。“对于普通人来说，学
习一首 10分钟的钢琴曲可能需要一周，
而我至少要两个月。”萧凯恩说。

10岁时，萧凯恩开始学习唱歌。她
说，想要唱好一首歌，先把旋律记下
来，再熟读千遍歌词，然后配合感情和
肢体语言，至少练习四五个月才算符合
自己心中的标准。

刚刚接触钢琴和声乐的时候，很多
老师都告诉萧凯恩，盲人没可能学音
乐，因为无法记那么长的乐谱。萧凯恩
说：“很多人质疑我能不能做到，但我
相信音乐可以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家人无条件的爱和支持，是萧凯恩
“追光”的底气。学习钢琴、报考普通
学校、练习游泳和跑步……一直以来，
萧凯恩的父母视她为普通人抚养。“爸
爸一直告诉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人。”萧凯恩说。

2023年，她举办首场音乐会，表演
了自己首次作词作曲的歌曲《啊爸爸和
妈妈》，送给天下所有残障人士的父
母。“我在成长中得到许多帮助和鼓
励，所以我很想用歌声感动更多人。”
萧凯恩说。

心中有光，可自照，亦可照人。
萧凯恩热心公益，参与各类义演及

社区服务，用音乐和积极的人生观帮助
有需要的人。2020年，她到河南乡村支
教，通过别样的交流，构筑起理解与共
情的桥梁。

“在支教时，我们进行简单的声乐
练习和英语学习。虽然只有几天短暂的
相处，但离开的时候非常不舍，大家抱
在一起哭，希望未来我们还能再次见
面。”萧凯恩回忆说。

“到内地好像回到了另一个家。”萧
凯恩说，尽管出生在普通家庭，但父母
每年都会带自己和妹妹到内地旅行，自
己可以用耳朵“倾听”祖国壮美河山。

“爬长城时，爸爸告诉我关于长城的历
史，我可以亲手触摸长城的石头墙。站
在长城之上，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巍峨。”

《我和我的祖国》 是萧凯恩学会的
第一首普通话歌曲。在游览祖国大好
河山后，她在演唱这首歌时又有了新
的感受：“现在唱起这首歌，我脑海中
会浮现杭州的游船、上海的小笼包，
或是旅途中遇见的暖心事。我能感到自
己的歌声是充满浓浓爱意的，是憧憬未
来的。”

萧凯恩有很多梦想，让她最为执着
的是建立一所音乐学校，让更多的孩子
接受音乐教育。“音乐的魅力在于鼓励
人心，打开心锁，从而连接人心。”她
说，音乐不仅是梦想，更是希望和光
明。希望为有梦想但缺乏资源的孩子们
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2024年 3月，萧凯恩被内地媒体选
为“感动中国 2023 年度人物”。接下
来，她的目标是去不同城市，以音乐为
媒介，做传播文化艺术的使者。把感受
和经历加入到歌曲创作中，用音乐展现
国家之美。

“虽然我看不见，但祖国会看见
我。我愿竭尽所能回馈社会，用音乐传
递更多温暖人心的力量。”萧凯恩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妞）

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近日
在 西 湾 湖 广 场 举 办 开 放 日 活
动，现场设有多个消防体验项
目，帮助更多市民了解消防知
识和急救技巧。

图为开放日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澳门特区政府新闻网

生源难找，台湾高校很烦恼
本报记者 金 晨

“5年来，台湾各级学校学生总数减少28.3万人，呈逐年下
降趋势；其中15万人为大学及专科院校学生，占比过半。”

近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一则消息，让不少岛内
高校压力倍增。受少子化影响，台湾高校近年来持续面临招
生难题，多所高校因没有足够生源而被迫停招并校，甚至倒
闭“退场”。

有岛内教育界人士表示，台湾少子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加
之高校办学质量良莠不齐、文凭含金量贬值等一系列问题，台
湾高校未来的路恐怕越来越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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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停办的台湾首府大学校园一隅。 图片来源：台媒

香港青年萧凯恩：

音乐让她向光而行
5岁时，萧凯恩问父亲：看不见是否代表没有用？
出生3个月就切除了眼球的她，靠模仿嘴型开始说话，踩着

爸爸妈妈的脚，一步步学习走路。接受自己看不见的事实，对萧
凯恩来说似乎不是很艰难。

但，生活需要光。
聆听、背诵、练习、重复……萧凯恩跌跌撞撞，在质疑和否

定中不断寻找存在的价值。多年后，她摸索着走向钢琴，敲出音
符，由慢到快，然后开口唱歌。

“我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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