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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瑞典學生每況愈下的經濟狀況影響就學意願 

瑞典工業職業工會（SIF），從 2002 年開始每二年對大學生的經

濟與學習做相關性調查，主要以訪談方式進行。 

今年針對 1400 名大學生的訪談結果顯示，約有四分之一學生因

生活基本所需之經濟發生困難後選擇輟學。 

訪問中另發現有半數以上的學生在學習期間要靠父母或其他人

的經濟支持；近三分之一的學生承認當月若有超過 1 千克朗的額外支

出，則生活會陷入困境。報告指出右派政府自去年執掌政權後取消大

學學生暑期生活補助款及畢業生在畢業及正式工作間可申請的「失業

補助款」是影響學生選擇輟學的主因。失去經濟上的支助及保障，學

生無法專心於課業。 

暑假是學生打工旺季，但仍有部分學生找不到工作。面對暑期經

濟窘境，三分之一的學生認為新政府取消學生暑期生活補助款將迫使

他們面臨學業及提早出社會的兩難選擇；五分之三的學生也表達對新

政府對畢業生在畢業後，就業前的失業補助款取消的憂慮。 

SIF 以此項學生經濟困窘的報告結果向政府及社會大眾提出警

訊，並強調五年前學生經濟問題就已存在，最近的這項報告更明顯的

看出對學生各項補助款的取消直接影響的就是學生唸書的情緒及變

相強迫大學生們對繼續唸書或提早進入社會做出選擇。 

工會主席 Mari-Ann Krantz 認為現今職場相當重視個人才幹及能

力，為趕上日新月益的社會變化，吸取新知，終身學習成為個人能否

在職場上站穩的一項進修方式。社會應該鼓勵及支持勇於投資自己、

努力學習的人。而且在職進修不僅對個人，對整體社會及公司來說絕

對是一項值得的投資。 

學生要能專心於學業，就需要給予學生具有安全感的環境。讓學

生陷入經濟困境而延畢或輟學的情形是不應該，亦是可改善的，一切

都是社會應負的責任。 

 
註:大學生一年上課時間約為 40 週，學生貸款（4,8400 克朗，約合台幣 23 萬 3
千元）加奬學金（2,5200 克朗，約合台幣 12 萬 1 千元）一年共 73,600 克朗（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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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台幣 35 萬 4 千元）生活費。寒暑假期共約 12 週，學生通常以打工來賺取這段

時間所需之生活費。之前的政策，學生若寒暑假找不到工作維生，或畢業生在找

到工作前均可申請補助款，其每日可領取之金額為 320 克朗，約合台幣 1,536 元。

今年初此政策已被取消，而改以社會救助金的方式申請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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