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綜合大學教授職位以及學者的前途問題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聯邦暨各邦政府正嘗試在教授職涯中導入一些變化 – 據此，

該新計畫將執行至 2032 年動用 10 億歐元。遵循著美國的模範，德國

研究學者中獲得長期教授職位的的比例也漸漸提高，前提是他們已擔

任助理教授（Asisstenzprofessur）或青年教授（Juniorprofessur）超過

六年的時間，並且能夠提出他們對於學術的貢獻；然而最多僅可能有

1000 名所謂的「Tenure Track Professor」（註：經過一段工作時間後，

授予終生職位的聘僱制度）獲得任用。 

雖然基本上沒有人會反對學術研究生涯路途的規劃可根據計畫

性和透明性的原則進行，然而對於許多研究人員，最後只剩下齊頭式

的分配原則。1,000 位的額外教授職位對此德國境內遲來的文化變遷

是無濟於事的，並且關於學術研究人員所謂的「失落世代」說法也不

會因此就銷聲匿跡。 

因為他們仍必須不斷地從一個短期合約進行到下一個。在各大學

或研究機構的「普通學者」中有 90%以上都已經在取得博士學位的前

後時間簽下了限期工作合約，而合約中有一半的工作時間甚至短於一

年。這些「在學術界未受保護的勞工」所需要的，遠多於大學為教授

們針對教學有關事項所提供的論壇，即所謂的「教授計畫

（Professoren-Programm）」。 

多數的年輕學者對於在他們取得博士學位前後時間的不穩定狀

態感到擔心，這對他們而言堪稱家常便飯。如果無法取得教授職位，

那麼一般而言只能獲取限時合約以及薪資極低的教職，或者在大約

35 歲或甚至 45 歲左右投入一般的就業市場。 

在這裏所欠缺的是針對優秀的研究人員、教師或教授們提供公平

的工作條件與在大學中的固定職位。然而在德國，創造更多許多人所

期望的教授（譯註：須由各邦教育廳任命）、受雇的講師職位或是固

定的研究計畫管理人員等的趨勢，總是止步不前。各相關工會反對「教

學長工」，大學領導階層則擔心發生類似幾十年前的情形：學術中堅

份子嚴重老化，年輕學術新血卻無處發展長才。 

為全德將近 15 萬的學術工作人員們提供多樣可行的職業前景是

目前極需要的，另也可提供其他職業選擇的想法。大學外需要聰明人



 

士的好職位也不少：畢竟眾多科技大學都在全德國境內徵詢新進教授，

而中小學校裏也仍然欠缺教師 – 特別是那種一腳踩在中小學教室裏，

而另一個重心放在教育研究上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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