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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Po)開法國高等學院先例，推

出保留給貧困地區高中學生的「高教優先錄取計畫(Conventions 

Education Prioritaire, CEP)」。然而這項獲得好評的入學方案是否

成功使學院全民化，仍有待評估。 

由巴黎政治學院校長Richard Descoings提出的高教優先錄取計

畫，在十年內，使來自全法(包括海外屬地)85 所高中的 860 名青年

學子，獲得學業與就業上的成功；若無此措施，這些多為移民家庭出

身的年輕人，可能毫無機會踏進此菁英學校。目前，政治學院一年級

學生中，約有十分之一學生藉此管道入學。2001年，全校只有17名

優先錄取計畫學生，2011 年則已達 127 人。這些學生無論在校內或

職場的表現，都與由傳統管道入學的學生不相上下。他們雖然常在入

學第一年遭遇困難，但九成學生皆能在五或六年後順利畢業；63%的

學生於畢業後順利就業，高於全校平均值53%；其平均月薪2,500歐

元亦高於全校平均2,200歐元。 

這十年間，巴黎政治學院裡，享有政府助學金生的比例由 6%提

升到27%；其部分原因在於可享「零級助學金生」，學費全免的中等

家庭學生人數增加。不過， Descoings 校長強調，「零級助學金生

人數雖有增加，但五級與六級助學金生(註一)，也就是最清寒家庭學

生人數亦顯著增加，這都歸功於優先錄取計畫」。 

雖然清寒學生數在十年內增加三倍，但仍只佔政治學院學生數的

極小部分。農工與受薪階級(月薪約兩千歐元)子女由1997年的4.5%

提升至今年的13%。若就此階級在法國人口中的比例論，政治學院中

此階級學生人數比例仍嫌過少。另外，中等階級(月薪約2,800歐元)

子女人數亦增加 3%。不過，高社會地位家庭子女仍為政治學院學生

主要來源(1987年占77%，1997年占81.5%，2011年占71.5%)。 

Descoings表示，「由於實行高教優先錄取計畫與漸進式學費制

(根據家長收入，前三年級學費由0至9,500歐元不等)，學校成功地

發展貧困學生入學方案，同時也使學生總數成長三倍」。十年內，政

治學院新生人數由450人激增至目前的1,500人。 

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教授 Vincent Tiberj對高教優先錄取計

畫，實施十年的成果進行研究後指出，此計畫為校內添加些許社會多



 

 

元性。他表示，「若非此協議，政治學院內的社會背景可能更糟。與

同等級學校相較，政治學院相對具社會開放性。但高教優先錄取計

畫，仍無法與學生社會背景更多元的大學相比。」時至今日，巴黎政

治學院中的社會生態，仍較類似只有15%的學生，為工人或受薪階級

子女的高等學院預備班。在大學中，這類學生占20%的比率。 

其成果雖仍待評估，但高教優先錄取計畫的實行，業引起法國高

等教育界對「全民化」的討論，也使其他學校作出反應。目前，雖少

有學校仿效巴黎政治學院，依地緣環境設置專門入學管道，但其全民

化精神則獲廣大迴響。例如，巴黎歐洲高等商業學院(ESCP Europe)

與國立里昂應用科學院(INSA)，即仿照巴黎政治學院開設類似入學管

道。其他學校則傾向以高等經濟商業學院(Essec)「預備班，高等學

院，為何不是我(une prepa, 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

計畫模式」，協助貧困學區高中學生，準備高等學院入學考試。自2008

年起，全法已有三百項由教育優先區(ZEP)高中、高等學院預備班、

高等學院、大學等合作的「成功串聯」計畫(Cordees de la 

reussite)，為學生提供多樣的高等教育入學方案。 

不過，巴黎政治學院的教育社會學教授Agnes van Zanten提醒，

「這些機會平等措施，旨在革新菁英階級，並非真正對抗社會不平等

現象，只能讓少數來自貧困家庭的資優學生，進入篩選嚴格的高等學

院。在教師眼中顯得正確且值得感激，終不能取代以促進所有學生進

步及減少明星學校與貧困學校差距為目標的教育政策。」 

 
註一‧依父母收入及扶養子女人數計算，法國大學助學金額度共可分七級。零級

可享學費全免，但不額外撥放助學金。一至六級每年可領1,525至4,370歐元不

等的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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