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大學生就業問題 

繼青年就業法之相關辯論，法國各界對大學體系之人才培育與大

學生就業問題，在國家「大學與就業」委員會的成立下，正式展開全

國辯論。 

一般民眾認為，優秀的師資、設備、學生都集中在高等學院系統

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相形低落。然而，事實上，法國大學仍

然是法國培育醫藥、法律、教育等人才最重要的搖籃。前兩項承繼數

百年來的傳統，向來為大學為國家社會服務之強項，而繼 60 年代國

民教育與高等教育普及化政策後，各級中學教師主要也都出身自大學

體系。此外，70 年代以後陸續開辦之各類職業與技術導向學位，也

成為企業中階主管培育之重鎮。 

事實上，真正遭遇就業困難的科系，仍然以理論學系為主，例如

人文科學、理論科學，目前仍然依賴公務體系為主要就業途徑。今日，

估計約有70萬名通識科系大學生，對自身就業尚無確定方向。 

法國大學的任務並不輕鬆。根據統計，大學每年約招收 24 萬名

高中畢業生，其中2/3屬通科類高中畢業會考合格者，1/3來自科技

類，約 10%出自職業類。其中，不到半數的學生繼續升上同科系第 2

年，約1/4的學生重修或是更換科系，另外還有1/4的學生就此放棄

學業或轉入別所大學。根據法國教育部新近公布資料，通過高中會考

資格者，僅不到45%的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升上學士學位班（大學

第三年）；通過技職類高中會考資格者之比例更低(約 15.4%及

8.5%)，因為技職科系學生之學習性向與一般大學的傳統教學特性實

難配合。 

每年大約有將近 10 萬名無法通過大二升大三結業考的學生，他

們因而放棄學業，離開了大學。一般認為大學財源短缺是主要因素，

因為許多學習方面或生活方面遭遇困難的學生，因未及時獲得協助而



中斷了學業。政府投資在一名大學生身上的經費約7千歐元，而投資

在一名高等學院預備班學生的經費則高達1萬3千歐元，其間差異可

見。 

升學導航工作在大學體系中也是問題所在。在學碩博三等制(LMD)

推行後，理論上學生應該可以在一學期後決定是否更換科系，然而，

實際上，目前各校中並沒有任何允許學生即時選擇科系方向的評鑑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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