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當前的大學危機 

校舍老舊、講堂過小、研究設備不佳、畢業生就業困難、

學生人數大幅減少⋯⋯種種現象顯示出法國各大學目前正

面臨相當嚴重的危機。在新學年開學之際，法國多所大學校

長提出緊急呼籲，要求新任的校長候選人必須提出對未來的

具體規劃。 

法國大學的特色之一是「申請從寬、升級從嚴」，只要通

過高中畢業會考，幾乎就可以到大學就讀。而各校學系在招

生選擇上，一般也沒有提出特別的資格要求。如此導致四成

左右的大一、大二學生在未取得任何文憑的情形下就離開大

學。而今年春天「青年首次就業法」所引發的抗爭，更是敲

響大學危機的警鐘。在當時的抗議危機之後，法國政府設置

了「大學—就業」委員會，由利摩日(Limoges)學區區長

Patrick Hetzel出任主席。就在這個委員會成立的同時，學

生的就學擇業態度也開始有了轉變，開始認真考慮取得文憑

後的就業問題，並且在註冊之前就開始查詢各校各科系的日

後出路。 

Hetzel認為，大學以往一直將自己的任務定位為生產知

識與傳遞知識，但現今，大學必須負起一項社會經濟的重要

任務，就是將大學教育、大學生活與職業市場接軌。他認為，

儘管許多大學校長會對這樣的想法有所排拒，但現在確實已

面臨刻不容緩的時刻，並且時機也已經成熟。一些重要的企

業主管，例如國立巴黎銀行的總裁Michel Pebereau，也已

表現出向大學招才的高度意願。依照Hetzel的建議，大學

教育必須為學生就業能力做好準備，例如提供實習機會、教

導履歷撰寫、讓學生熟習公司行號常用的工具設備與溝通方

式，尤其是培養專業方面的外語能力。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大學的財政。與其他國家的大學以

及法國的高等學院相比，法國大學是相當貧困的。法國政府

為每名大學生所支出的費用為每年6800歐元，遠低於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國的平均支出費用（9000歐元）。

在法國的高等學院方面，法國政府為每名高等學校預備班所



支出的平均費用為13000歐元，對於一些有名的高等學院而

言，對每名學生所支出的平均費用更達到24000歐元。政府

撥給大學生的平均經費不足，也影響了他們的學習成果與就

業能力。 

日前已有數所大學校長與高教界人士提出了他們的意

見，巴黎第四大學校長Jean-Robert Pitte認為，必須改變

大學的入場機制，從大一新生入學時就嚴加把關。在一般法

國大學的新生中，許多是因為沒有考上高等學院或職技學

院，才轉而向大學註冊，而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到

大學就讀。Pitte校長贊成高教部長所提出的「高中生預註

冊」方案，認為大學各院系可以在每年二月就開始接受學生

的預註冊，並且依照學生的中學成績，研判是否適合於該院

系就讀，並直接由系方對學生做出轉註冊建議。當然，校方

不能禁止學生註冊，但這樣的措施多少可以讓學生進一步考

慮自己的初步選擇是否妥當。 

大學聯盟副主席Yannick Vallee則表示，必須改變目前

的大學管理方式。他認為校長必須擁有如同企業主管般的權

力，可以決定停止以及新增一門科系，或是提供某一科系額

外的資源。此外，大學校長也應該佐以擁有更多財政自主權

的校務委員會，除了國家撥給的經費，校長也可以在工商業

界中另尋財源，讓業界能夠為他們感到興趣的系所出資，如

同其他國家一樣。另一方面，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必須將財政

列為重要工作，而學校也可以依照學生的家庭收入來調整個

人所付之學費。當然，要讓這些方案通過，都必須有教育法

規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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