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
成果與能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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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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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育機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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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境外招生
華語文中心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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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學生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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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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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源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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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表統計為人數，已排除本國與大陸學生，包含ABC類課程、包含未收費課程。
註2：資料來源依各華語文教育機構填報數據，非僅限教育部認列之「華語生」。



學生來源統計(2/2)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加拿大(美洲)

英國(歐洲)

澳大利亞(大洋洲)

馬來西亞(亞洲)

德國(歐洲)

印度(亞洲)

蒙古(亞洲)

法國(歐洲)

菲律賓(亞洲)

泰國(亞洲)

南韓(亞洲)

美國(美洲)

日本(亞洲)

印尼(亞洲)

越南(亞洲)

9(本表統計為106-109年累計人數)



各研習類別歷年增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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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表統計為人次，未排除免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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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華語課程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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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表統計已排除本國與大陸學生，包含未收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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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華語課程發展狀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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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註1：本表統計已排除本國與大陸學生，包含未收費課程。

0

10

20

30

40

50

(單
位
：
百
萬
元

)

各類教學內容營收金額變化

108年度 109年度



小結
• 從人數來看

• 來臺華語生前 3名為亞洲、美洲、歐洲，每年合計均超過96%。

• 在106-108年間，亞洲、歐洲均呈現上升的趨勢，尤其亞洲學生增加快速，美
洲的學生人數變化則起伏不大。亞洲地區尤以東南亞國家成長最快速。

• 各類語言課程仍以華語課（語言課）為主，達75%以上，為受疫情影響，個
別班（1～3人）成長趨勢較明顯，尤以企業人士及學位生的需求成長較顯著。

• 從研習類別來看
• 其次為C類中的「C4：線上華語課程」因教育部自108年開始鼓勵及109年疫
情影響，在109年度展現較大幅度的成長。

• 第三是B類中的「B0正期班(不到15小時)」，在過去幾年間也呈現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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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域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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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學生人數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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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學生人數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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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營收額度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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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營收額度比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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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平均人課次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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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統計時已排除未收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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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教學內容營收之區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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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大臺北 中彰投雲 東臺灣 桃竹苗 嘉南高屏

TOCFL 27% 24% 37%

文化體驗課程 41% 36%

修業旅行 97%

個別班（1～3人） 77%

師訓 31% 34%

校外參訪 37% 62%

專業華語課程 80%

華語課（語言課） 65%

境外開課 31% 46%
區域合計佔比 65% 8% 2% 12% 13%



各區域前15大學生來源國佔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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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前15大學生來源國佔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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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大臺北是學習華語文之外籍人次最多者，但佔比有逐年緩步
下降的趨勢，中彰投雲地區在近3年雖有下降，但特別的是
109年度當其他地區均大受疫情影響時，相對來說下降和緩。

•如以每人次營收金額而言，大臺北地區為最高，其次為桃竹
苗，第三為東臺灣。109年僅大臺北地區高於平均，其它地
區不僅低於平均，且較過去年度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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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育機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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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整體教育機構人力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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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資料來源為各機構自主填報於績效填報系統，並無強制即時更新機制，故可能與實際狀況略有誤差。
註2：本圖表統計國內華語文教育機構整體人力資源現況。
註3：部份機構之人力為兼任或合聘，故有填報0.5人之狀況。



機構類別學生身份別人數分析

機構類別 機構數 外籍學生 交換生 企業人士 華語老師 僑生(含港澳) 學位生

華語文中心 65 70.47% 5.15% 1.54% 2.28% 2.04% 18.52%

語言/推廣中心 35 64.52% 4.79% 2.49% 5.32% 1.23% 21.65%

系所/學程 4 82.69% 10.82% 0.00% 3.09% 0.00% 3.40%

短期補習班 4 97.87% 0.00% 2.01% 0.12% 0.00% 0.00%

其他 16 50.44% 2.49% 0.00% 3.74% 0.00% 43.32%

總計 124 69.15% 5.00% 1.61% 2.75% 1.83%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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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機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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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教學內容選擇豐富性程度
教學內容

縣市別

各種教學內容提供機構數 可選教學
內容種類TOCFL 文化體驗課程 修業旅行 個別班（1～3人） 師訓 校外參訪 專業華語課程 華語課（語言課）

臺北市 ● ● ● ● ● ● ● ● 8

嘉義市 ● ● ● ● ● ● ● ● 8

桃園市 ● ● ● ● ● ● ● 7

高雄市 ● ● ● ● ● ● ● 7

基隆市 ● ● ● ● ● ● ● 7

彰化縣 ● ● ● ● ● ● ● 7

臺中市 ● ● ● ● ● ● ● 7

花蓮縣 ● ● ● ● ● ● 6

屏東縣 ● ● ● ● ● ● 6

新竹縣 ● ● ● ● ● ● 6

臺南市 ● ● ● ● ● ● 6

南投縣 ● ● ● ● ● 5

苗栗縣 ● ● ● ● ● 5

新竹市 ● ● ● ● ● 5

嘉義縣 ● ● ● ● ● 5

宜蘭縣 ● ● ● ● 4

雲林縣 ● ● ● ● 4

新北市 ● ● ● ● 4

臺東縣 ● ● ● 3

金門縣 ● ● 228



小結
• 各教育機構的兼任華師比例佔人力比重高出許多，確保教學品質將成
為各機構的重要事項。

• 六都學生人數合計每年均佔全國8成以上，但六都以外縣市(其他)自
107年起有快速增加。其中新北市，從107年的第7名(3.16%甚至落後
非六都的新竹市)快步追趕，109年已達到11.90%，成為第2名的縣市。

• 教育機構分布廣泛，除了澎湖縣、連江縣以外，各縣市均已有華語文
教學機構。

• 教學類型部分，臺北市、嘉義市最為多元，其次是桃園市、高雄市、
基隆市、彰化縣、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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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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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