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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教部長 Valerie Pecresse女士於 10 月 8 日高等學院大會

中表示，大學及高等學院都資金短缺，卻都資源難覓，這儼然已成為

一場全球性學界的挑戰。為了吸引更優秀的教授與學生，建立一個最

理想的學術環境需要花費許多成本。 

然而，高等學院校長會議（C.G.E.）主席Pierre Tapie指出，法

國政府對高等教育及研究的投入遠不如其他國家，近幾年僅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 2.2％，例如韓國已從 2.5％上升至 3.5％，芬蘭由 3.3％上

升至3.7％，日本由3.1％上升至3.5％，也就是說，法國每年的高教

經費比其他國家少100至200億歐元。 

自2007年起，法國總統薩科奇承諾在他任期的5年內，對於高等

教育及研究的經費挹注將從90億歐元增加至300億歐元。但經過這3

年實際執行後，以每年增加 18 億歐元的速度，在 2011 年是無法達成

目標的。然而，法國政府也注入50億歐元，執行十間大學校園重整方

案，另外也將在2011年提供高等教育機構35億歐元的借貸。 

相較於法國政府資助公立高等學院及預備班每位學生每年 1 萬

4,500 歐元，而普通大學學生卻僅獲得 9,500 歐元的補助。巴黎 HEC

商學院校長 Bernard Ramanantsoa 認為這完全是政治考量下的決策，

然而這個決策因政府公債問題已變成一個沉重的負擔。 

其實高等教育機構本身也應該去尋找資金的籌措管道，10 月初

時，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舉辦的「資源

多樣化」研討會一致認為，大學可經由研究合約及在職訓練的媒合下，

向私人機構尋求資助；而成立基金會也是另一個解決途徑，巴黎 HEC

商學院（HEC）、高等經濟商學院（ESSEC）、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Polytechnique）及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 Po）已率先這麼做，30

幾間大學也跟隨其腳步，例如巴黎第九大學（Universite 

Paris-Dauphine）將在2014年籌措350億歐元的資金，史特拉斯堡大

學預計目標則為200億歐元。史特拉斯堡大學校長Alain Beretz認為：



 

 

基金捐助雖然可以讓許多計畫執行的更徹底，但無法取代政府預算的

重要性。因為所有的學術機構都需要公共資助、私人基金及學費作為

支撐。 

另一個解決途徑就是增加註冊費用，這個話題雖然在法國特別敏

感，但巴黎社科院及第八大學在這幾年首先執行針對父母的收入調整

學費的措施，這讓巴黎社科院增加了 2,500 萬歐元的收入，但私立的

高等商業學院因學費已超過 7,000 歐元，因此無法以此方法來再多收

學費。 

因為法國長久以來都認為高等教育是一項花費，而不是一項投

資，所以心態上的調整也是必須的，但近幾年已有逐漸改變的跡象。

站在大學的角度，逐漸增加註冊費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作法，但其他解

決方案也應該同時進行，例如針對父母收入調整學費、以獎學金來補

償學費之調整或外國學生支付較高的學費等方式，讓社會大眾更可以

正視提升高等教育預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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