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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蘭主要媒體之ㄧ的每日消息報記者針對國內幾所大學院校進

行一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能力始終被國內業者

低估，致使學生只要繼續攻讀碩士學位。專家們認為，這種觀感起碼

得花上 12 年的時間才有可能扭轉過來。 

2010 年以前，波蘭高教體制培養出的人力，幾乎都要五年，因

此授與碩士學位，沒有學士學位。鑒於歐洲整合的趨勢，為使文憑相

互認可以及人才交流，1999 年 29 國教育部長簽署『波隆納宣言』

(Bologna Declaration)，以「波隆納歷程」(Bologna Process)逐步

達到學位齊一化的目標。從 2010 年開始，高等教育學位區分為學士、

碩士以及博士三級制，三年修畢相關課程即可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

位另耗時 2 年。波蘭目前高等教育學位授予即遵照此一約定。 

新制施行未久，但在就業市場不太行得通，以往苦學 5 年取得

碩士才開始進入職場；如今三年大學畢業，就業市場上充斥者年輕

人，大家原本期待這些高級人力能找到好工作，結果卻大相逕庭。雇

主業界心態依然未變，認為學士文憑程度有限，不敷職場的需求；因

此學生只好選擇延長教育時間，取得學士學位後，繼續進入知名大學

攻讀碩士學位，好讓個人履歷增色加分。這種情形對持有私立學校學

士畢業文憑者，尤其普遍。 

在此風潮下，越來越多私立學校，尤其是那些位於偏遠的小城

鎮、規模較小的學府，以往只有設學士學程，如今即使廣開碩士課程；

但學生仍傾向進入大城市公立名校就讀。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和雅捷隆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為波蘭首屈一指

名校，不約而同表示：許多申請者計劃就讀的碩士學程，與大學主修

的關連性不大。學生顯然希望透過此舉，能博得雇主的青睞。影響所

及，兩校碩士人數呈現上揚的情況。 

專家們認為，目前失業率居高不下，年輕人受教育的期限也會增

長。前教育部長 Edmund Wittbrodt 指出，之所以出現學士學位，完

全是受到美國教育體制的影響；而在美國只有 20%大學畢業生攻讀碩

士，其他 80%直接進入職場。有一天波蘭可能也會如此，但非現在。

失業率偏高，業界當然會傾向錄用條件較佳的碩士畢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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