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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1998年以來歐洲各國政府開始推行歐洲統一文憑，但對歐盟1500萬大

學生來說，這個文憑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們繼續輾轉於不同語言和國界之間，爲

學費上漲而擔憂。 

 

2002年和2003年春天，許多歐盟國家的大學生零零星星地舉行了示威遊

行，如英國、奧地利、德國和法國。每次遊行的原因都與本國教育改革引發的學

費上漲密切相關，如英國和奧地利；或與對前景的擔憂有關，如法國。有些人還

擔心退學加劇，這個後果與歐洲大學的傳統是相違背的。  

 

但學費上漲本質上並不屬於歐洲統一文憑計畫的一部分。統一文憑是 1998

年由四位歐盟成員國的教育部長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起的，目的是與美國大學的吸

引力相抗衡。這項改革案1999年在義大利波隆尼亞通過。  

 

歐洲統一文憑，可以稱為3-5-8年制，也可稱為LMD（即學士-碩士-博士）。

按此構建，今後歐盟的標準文憑分爲三級，即學士，碩士和博士，分別相當於高

中畢業後再讀三年，五年和八年。  

 

這項計畫需因地制宜加以修改。有的國家讀碩士要4年，如英國；有的國家

讀博士要很長時間。計畫還附設了不少補助措施，資助伊拉斯謨（Erasmus）專

案的學生交流計劃。  

 

新文憑以累計學分攻讀。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拿了學士學位的大

學生很快可以在康橋大學讀碩士，手續比認可同等學力的舊體制簡便。  

  波隆尼亞會議後，2001年的布拉格會議和2003年9月的柏林會議將統一文憑

計畫擴大到歐洲三十多個國家。下次會議預定2005年在瑞典卑爾根舉行。  

 



法國國民教育部高等教育廳長蒙代伊認爲：「我們已經進入了真正趨同的進

程。」他指出，開學後60%的法國大學將採用新制。  

 

雖然政府極力推展此一計畫，但學生組織卻不這麼樂觀。歐洲大學生聯盟

（ESIB）主席阿爾姆維斯特警告說：「如果歐洲國家每次都想利用文憑統一計畫，

進行有關管理或大學籌資的改革，創造歐洲大學空間的計畫十有八九將會落空。」

這個歐洲學聯很有代表性，包括三十六個國家的四十八個大學生組織。  

 

阿爾姆維斯特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此一措施的缺點，例如斯洛伐克最近發生的

學生抗議活動，以及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也出現的升學困難等問題。他指出，「歐

盟老成員國裏問題也不少，譬如英國，布萊爾的政策不斷出現問題。而有著悠久

教育傳統的北歐國家，如丹麥和瑞典，政府也開始動了讓外國留學生付學費的念

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