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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若想進大學，最好擁有高中會考文憑(Bac)。不過，就

算沒有文憑在手，高等教育的大門亦非完全關閉。 

Julia Abdou 今年 26 歲，剛在巴黎南戴爾(Nanterre)大學通過

法律系大二的插班考試。雖然成績不錯，但青春期擾亂了一切，她在

國中畢業後就輟學。之後曾在家族公司工作，也到私立學校學習舞台

技術課程。但四年後，她決定學習法律。這位從未上過高中的學生在

大學註冊了《法律能力》(Capacité en droit)學程。這項兩年制的

文憑課程讓她之後得以進入一般法律系就讀。 

不過，《法律能力》文憑仍鮮為人知。南戴爾大學私法學副教授、

法律能力學程負責人 Sophie Rozez 對這項學程進行了研究，她發現，

約在 2000 年左右，法國註冊法律能力學程的學生人數明顯減少。2002

年時，在 48 所提供此學程的大學中，共有 5039 人註冊，1997 年時

則有 8215 人。因此，為推廣這項學程，南戴爾大學開設了專屬部落

格，也舉辦開放參觀日。這些努力的成果顯著。2010 年，該校註冊

法律能力學程的人數不到一百人，2011 年則增至 226 人。另外，學

生年齡也逐漸降低，90%的學生不滿 30 歲。Rozez 表示：「這些學生

大多沒有高中會考文憑，或僅是勉強過關。基本上都經過一段混亂的

青春期。」 

法律能力學程除讓學生有機會重拾學業外，也提供實用的教學。

Rozez 解釋：「我們不高談闊論。我們提供公、私法、家庭法、公平

交易法、憲法等課程，且很快地進入實例研究。我們從實務出發，再

回歸理論。」當然，學生也得付出努力。雖然一年級學生流動率較高，

但結果相當不錯。Rozez 說明：「一年級的通過率為 54.84%，比學士

班一年級的 47%要好。在一年級開學一個月後，只剩下約一百位學生

繼續來上課，約有六、七十人參加期末考試，但半數都通過考試。」

另外，在 45 位二年級學生中，有 10 人已進入學士班一年級，另外

10 人也將在今年九月轉入學士班。獲得法律能力文憑的學生有多種

就業選擇，除參加公職人員(書記官、公安巡警…)資格考試外，也能

在私人企業工作(法律或司法等相關工作)，這項文憑還提供學生就讀

某些大學技術學院(IUT)、高等技師文憑(BTS)課程和公證人學校的資

格。 



 

事實上，法國法律並未明文規定須有高中會考文憑才能準備觀

光、會計、秘書、銷售…等高級技師文憑或大學技術文憑，具有高三

程度便足夠。但實際狀況並非如此。除某些未簽約私校外，少有學校

招收沒有高中會考文憑的學生。觀光管理學校 Grand Sud Formation

副校長 Emilie Teychene 表示：「招收沒有會考文憑的學生是例外情

形。一般而言，我們會進行面試，且學生須有不錯的學校成績。觀光

高等技師文憑班每年約有 60 名學生，其中可能有一位沒有高中會考

文憑。」但這項文憑學費昂貴，每年需 4200 歐元。該校也提供休閒

旅遊活動企劃人文憑(六個月課程，學費 3000 歐元)。這項課程不以

學業成績為入學標準，著重的是藝術能力。 

最後，學生還能攻讀《大學教育入學文憑》(DAEU)。Thomas Le 

Berre 在經歷了混亂的學校生活與兩次高中會考失利後，輾轉於各種

小工作間。27 歲時，他決定重拾學業，並於 2008 年獲得 DAEU 文憑。

現在，他是馬賽大學醫學系四年級學生。事實上，DAEU 文憑開放給

沒有高中會考文憑但想就讀大學的學生。此文憑分兩類：第一類以文

學與法學為主，第二類則以科學為主。攻讀此文憑的條件是需年滿

20 歲，並提出兩年工作經驗證明，或年滿 24 歲，但已輟學超過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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