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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後第一批專業高等學院的學士畢業生將進入就業市場。但是社會大眾

尚不認識專業高等學院學士學位。 

大家都承認，學士學位聽來沒有什麼價值。受過高等教育的奧國人都知

道，在這個國家學位是如何重要。在Muehlviertel地區Hagenberg鎮的專業高等

學院的學生在入學之初也有一些疑慮。媒體科技及設計系學生Max Zoesmayr

說：「我們當中很多人很看重學位，但是依然有兩屆的高年級學生由傳統的碩

士學程 (Diplomstudium) 轉換至新的二階段學士-碩士學程。」 

Hagenberg專業高等學院在2003年九月時開始了經政府核准之六個學士學

程中的三個。該校目前在制定課程的事務上已經全面依照新的修業學程來進

行。 

同樣的，在格拉治市的Joanneum專業高等學院「土木工程規劃及管理」系第四

學期的學生也決定轉換至新學制。學生代表Armin Wenger估計，透過符合歐洲

潮流的學制，畢業生在在國外會有較好的就業機會。「我們校中有來自英國及

荷蘭的學生，我們的學歷是可以得到相互承認，因此學生交換的機制得以真正

地落實，這也給學生來帶來了極大的好處。」教務組長Wolfgang Nesitka也證

實這個說法。但是Nesitka的同事中許多人對此說法存有疑問。在Joanneum中

只有土木工程規劃管理一個系改採新學制。 

雖然依照新制，在經過六個學期的學程後就可以得到一個學位，但學士學

位在奧國仍然令人感到陌生，故大多數的學生仍然留在舊制中攻讀更高的傳統

碩士學位。「在就業市場中碩士學位仍然較受重視」就讀傳統碩士學制「銀行

金融系」的學生代表Eva Wieser如此表示。 

對於就讀於專業高等學院且採用新學制學士學程的學生來說，他們較大的

優勢是在得到學士學位之後有較多的選修課程可以選擇，可以較佳地配合個人

就業規劃。就讀於Hagenberg專業高等學院的Birgit Hajek及Bernhard Mayr說：

「在學士後的攻讀碩士階段如能有較專精的專業訓練，日後求職上一定更具有

優勢。」教學主任Wilhelm Burger有信心地指出：「許多學生在經過實習之後

將會改變他們的看法。」 

在學業與工作之間 

依據專業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資料，在英美語系國家中，大學畢業生總數中

有三分之二獲得學士學位，僅有百分之卅的學生選擇繼續深造攻讀碩士。許多

學生在經過與業界合作的實習階段後會獲得合作廠商提供的工作機會，這也符

合短期學程高等教育的目標，以實用為主。Joanneum教務組長Nesitka指出：



「學士畢業生的作用是在填補傳統科技大學畢業生與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生之

間的斷層。」最重要的是，工商業界要能接納在新學制下受訓完成的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