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入學人數提高  法國高校傷透腦筋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法國高等教育的傳統理想，是只要通過高中畢業會考（Baccalaur

éat），就有權利升入一般大學，而不被過去成績、志願等其他因素影

響，大學方面也無權拒絕；反之，如果大學第一年成績未能通過，學

校可拒絕學生升上大二。然而根據 2018 年通過的《學生指導和成功》

法案（Loi d'orientation et de réussite des étudiants），大學有義務將提

出申請的學生排名，並按照名次先後予以錄取。«世界報»估計，以本

年度約有 80 萬名學生通過 parcoursup 志願選擇平台計算，由於每人

最多可以填 10 個志願，全國大學需要處理數百萬筆志願，壓力頗大。 

該法案通過後，引發學生大規模抗爭。為平息眾怒，官方宣布只

有極小部分校系可選擇學生（licences sélectives），其他大部分校系則

無權挑選學生（licences non sélectives）。志願選擇平台負責人帝雅爾

（Jérôme Teillard）強調，絕大部分校系不得拒絕學生，只能接受申請，

或將學生放入候選名單，待排名較前的學生放棄後，便有機會遞補。

塞爾吉巴黎大學（Cergy Paris Université）校長傑米奈（François 

Germinet）也表示，將為所有學生排名，不會漏失。 

競爭還是平等  法國大學入學的兩難 

但«世界報»觀察到，即便是無權選擇學生的校系，提供的可入學

名額仍遠少於申請人數；換言之，不少被列入候補名單者，實與被拒

絕無異。傑米奈也發現，候補名單上的學生所收到的回覆是「錄取–

等待遞補」（oui – en attente），但直到申請流程結束後還無法遞補的

話，選志願平台便會顯示申請「未被接受」（non accepté）。 

不少學生團體批評，由於法國人口結構的原因，高教新生人數年

年增長，但政府對於提高大學新生招收力一事，卻毫無作為。但蒙彼

利埃第三大學（Montpellier-III Paul-Valéry）校長福蕾絲（Anne Fraïsse）

緩頰道，絕大多數校系還是會錄取所有申請人，只有在少部分競爭較

激烈的校系才會出現申請「未被接受」的情況。 

究竟哪些校系競爭較激烈？官方並未給出答案。但«世界報»發現，

同樣是法律系，東北部洛林大學（Université de Lorraine）法律系的錄



 

 

取率達 99％，但該校南錫（Nancy，大區首府）校區法律系的錄取率

只有 73％；在布列塔尼地區的法律系錄取率幾乎為 100％，而在巴黎

第十大學為 52%、巴黎第二大學為 27％、巴黎第一大學為 20％，顯

示競爭程度與大學所在地有極大關係。 

另外，2020 年由於疫情因素，醫學相關科系也成為大熱門。以圖

爾（Tours）大學醫學院為例，醫學-生命科學組（L.AS sciences de la 

vie）的錄取率為 32％、醫學-心理學組（L.AS psychologie）的錄取率

僅達 17％。對此，醫學院院長帝奧（Patrice Diot）認為，該校並沒有

名額太少的問題。 

入學新制  大學競爭提高、學生品質惡化 

心理學教授喬維兒（Marianne Jover）發現，由於外地學生大量申

請巴黎和波爾多兩地的心理學系，申請人數由 13 萬 9000 人增加到 16

萬 5000 人，但在大學經費有限、名額減少的情況下，這兩地的心理

學系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無庸置疑，即便是無權選擇學生的校系，實際上仍在挑選學生。

雖然學校有義務公布選擇新生時的考慮事項，但各項的權衡比重並不

明確。喬維兒表示，在心理學系，還是以高中成績為主要考量。帝奧

也坦承，醫學系的排名標準，各校不一。學生協會聯合會（FAGE）的

副主席卡瑟爾（Yann Carcel）便批評，學士學位是由國家統一頒發，

選擇標準卻各地不同調，實不妥當。 

除此之外，法國審計法院（Cour des comptes）在 2020 年的一份

調查中發現，近年法國各大學之間競爭激烈，因此都希望錄取成績最

好的學生，提高大一至大二的升學率，以打造學校的菁英形象。以巴

黎地區為例，在 2018 年以前，無權選擇學生校系所錄取學生中，獲

得高中最高畢業榮譽（mention très bien）者為 29％，但在採用現行志

願選擇平台後，提高至 40％。 

福蕾絲校長總結道，大學選擇成績較好學生的後果，便是沒被選

上的學生集中至不熱門的校系，例如社會經濟行政管理系

（Administration Economique et Sociale）的老師便感嘆，學生質量一

年不如一年，且其中有不少人根本無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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