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自焚抗議，喚起法國輿論對經濟拮据學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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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8 日，一名就讀里昂第二大學政治學系的 22 歲學

生由於一再補考未過，面臨每月生活補助金被取消的窘境，因而選擇

在里昂市「大學生生活服務中心」（Crous）門口引火自焚，至今仍在

生死邊緣。此事不僅引發大批學生在里昂與巴黎的大學生生活服務中

心抗議，更引起法國輿論廣泛關注貧窮學生的生活情況。為此，《世

界報（Le Monde）》訪問了法國政府「青年就業委員會」（Commission 

insertion des jeunes）主席杜蘭（Antoine Dulin）與多位學生，以詳細

了解貧窮學生的現況與解決方案。 

 

大學生經濟情況日益嚴峻，生活入不敷出 

 

杜蘭表示，所謂貧困能從金錢方面衡量，也能從生活條件方面考

慮，定義並不容易。不過根據 2016 年「國立學生生活觀察站」

（Observatoire national de la vie étudiante）一份對 4萬六千名學生所

做的調查，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有金錢上的困難，並有

5.4%的學生每月可支配金額低於 417 歐元，處於極度貧困（grande 

precarité）狀態。該觀察站主任貝吉斯（Feres Belghith） 發現，學生

經濟上的困難與出身的家庭最有關係，又 22至 25歲者由於尚未進入

職場，年紀又較大，如家長不再支持，便更容易陷入貧窮。杜蘭說，

二十年前處於極度貧困狀態的大學生只有 3.5%，顯示他們的經濟情

況不斷惡化。  

學生經濟情況的日益嚴峻與生活費增長有關，其中房租因佔生活

費比例可達 70%，其增加對學生影響最劇。全國教師總工會（ SGEN-

CFDT）的魯雷諾（Franck Loureiro）分析道，過去十餘年間政府採「開

放大學」（démocratisation）政策，減低入學門檻，此政策雖然讓出身

收入較低家庭的人也有機會踏入高等教育之門，但如此一來經濟有困

難的大學生也必然增加。資料顯示，現有 35%的學生出身一般家庭，

且有 30%的學生表示父母完全未提供金援；杜蘭說，平均而言，出身

主管家庭的學生所收到的金援為出身工人家庭同儕的五倍之多。 

為因應大學生經濟情況的惡化，馬克宏政府近期調高學生生活補



 

助 1.1%，並取消每年 217 歐元的強制學生保險。但不少學生團體認

為，以目前的消費水平，生活補助應提高至少 20%才夠。杜蘭表示，

他聽聞不少學生居無定所，只能睡車上，三餐不繼；他認為生活補助

費應依照通貨膨脹指數，逐年調高，也應增加公有學生宿舍的數量，

才能解決問題。為回應學生的不滿，大學生生活服務中心於 11月 28

日宣布 2020年度由該中心提供的宿舍費將凍漲一年。 

 

貧困影響生活與學習體驗，政府宜重視問題 

 

《世界報》就貧困學生的生活問題，訪問了現就讀里昂大學社會

學碩士班的 22歲學生涵德（Hind），其父親失業在家，母親為學校清

潔工，而家中三名小孩都還在上學。她住在 2.72坪的小房間內，月租

金達 270歐元，每月 450歐元的政府助學金便減去大半，但還有電話

費、交通費等要付。租金的問題同樣困擾著蘭斯（Reims）大學心理

學系二年級的卡夏（Ketsia），後者的食物依賴由學生協會聯合會

（FAGE）主持的廉價雜貨店（Agoraé）提供。該雜貨店提供快過期但

尚可食用的食物，每籃蔬果只需 1.75 歐元，而每月只要 7 歐元便可

獲得平常價值 30至 40元的糧食。據統計，光在蘭斯一處便有有 340

名學生仰賴該雜貨店維生。卡夏說，有些住巴黎的朋友找她去巴黎玩，

但她其實付不出車票錢，常感覺青春為金錢所困。 

巴黎第九大學社會學教授唐蕾（Elise Tenret）認為，生活拮据使

學生們不得不錙銖必較，造成的心理壓力對學習成效、睡眠與身體健

康的影響，不可忽視。調查顯示，全法國有一半的學生都在打工，但

若打工超過十二小時，則對學業表現將有負面效果。另外，國立學生

生活觀察站的資料顯示，受調查全體三分之一的學生不敢看醫生，而

其中 45%的人是經濟因素所導致。埃夫里（Évry）大學經濟系的 22

歲學生阿德爾（Adel）便說，雖然住在家裡省卻了租房費用，但每月

收入只有助學金 100歐元與零星家教費，有時連花十歐元也捨不得，

更別說去看眼科了。貧窮雖然會使人產生精神上的困擾，但卻鮮少有

人主動求助：巴黎大學生生活服務中心的一位社工表示，學生們受金

錢困擾，常有精神壓力卻不自覺，都是等到快爆發時才向該中心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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