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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高等教育統計中心（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數據指出英國大學生輟學平均比例逐年提高，已達百分之七點九

（7.9%），高於其他先進國家，過去學生輟學情況幾乎出現在第二年

或第三年，但近年來愈來多新生往往在度過耶誕節後，即選擇離開大

學生活。尤其排名中後段大學，例如倫敦首都大學（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大學一年級新生輟學比例高達百分之十九

點三（19.3%）。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則沒有增加趨勢，輟學比例控制

在百分之零點九至百分之一（0.9%-1%）左右。 

高等教育中心（Higher Education Academy）研究人員湯瑪仕‧

林茲（Liz Thomas）表示，最大的原因在於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無法滿

足自已對於大學生活的期待，當學生發現當時憧憬與實際情況不相符

合時，便對學習產生厭斥感。或者是認為自已選擇錯誤的科系與學校

就讀，無法從課堂上獲得學習興趣，漸漸產生排斥而無法順利完成學

業。 

另外一個原因則必須探討是否大學環境讓學生順利銜接中學生

活，雖然更為自主，但相對學生要有自我管理的能力，自我控管、時

間規劃的生活模式需要培養，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占很要重要因素。

再者，面對近年經濟不景氣，學生往往從就業的角度看待科系選擇，

當他們覺得大學學位將無法幫助他們順利找到滿意的工作，許多人就

會選擇放棄學位，及早進入市場學習其他技能。 

漸漸提高的大學輟學比例預計在未來幾年會有緩降趨勢，因為當

前蕭條經濟，會讓學生仔細考慮大學學位對於未來前景的重要性，加

上調高至九千英鎊的高昂學費，游走於就學與就業邊緣的大學新鮮

人，更傾向直接進入職場，而非等進了大學再決定是否有意願完成學

位，因此輟學率預計能夠停止攀升。 

另外，也因為從 2012 年起，許多大學科系學費將調漲至三倍，大

學及學院入學服務中心（University and Colleges and Admissions 

Service) 指出，今年申請 2012 年入學的人數與前幾年相較，下降了



 

 

約百分之十二點一（12.1%），全國學生聯盟副主席東尼‧皮爾斯

（Toni Pearce）嚴正表示，這項數據點出了政府錯誤百出的高等教育

改革，導致學生對於是否進入大學產生極度的憂心，並且沈重的就學

貨款也讓具有能力，但家境中下的學生失去讀大學的機會。莎麗‧杭

特更表示對政府決策的不滿，尤其聯合內閣一開始保證學費六千英鎊

應為上限，而九千英鎊是僅有少數科系及大學才會收取，但事實證明

並非如此。 

申請科系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為新聞、傳播、教育、觀光、藝術

等科系，顯示學生顯然並不認為此類相關學歷能夠對於未來求職有太

多的幫助，因此今年這科系的申請，相較往年同時期，人數約下降了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10%-40%）不等。尤其傳播科系降幅為百分之

四十點六（40.6%）最為明顯，受影響最大。很大的差異是，較為專門

及職業導向科別，例如建築、醫學、牙醫、法律、會計等科別則未發

現有太多的顯著差異，而傳統大學的數學、工程及語言科系申請人數

也相較科技類大學多，學生認為在獲得此類學位的同時，也確保了很

大機率將來能在職場上找到不錯的工作。大學及學院入學服務中心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and Admissions Service) 官員表示，

雖然申請人減少，但也許是因為學費調漲，讓高中畢業生多花點時間

思考未來方向及有興趣的科目，因而延遲提出申請，但並不代表明年

大學入學人數會有明顯減少，未來三個月是觀察的重點期。 

從輟學比例到大學申請人數減少，反應了年輕人在社會大環境不

利的情況下對於未來就業的憂心，也蘊釀出了對於大學文憑重要性的

質疑，並且體現了當今大眾對於的大學教育意義的轉變，經濟情況使

學生更加重視文憑的功利附加價值及對於求職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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