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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國醫學院的設立缺乏嚴格的事前管控及事後評鑑機制，導

致近年來有如雨後春筍般地一一成立。全國現有的二十所醫學院中有

十四所出現在 2005 年之後，其中十二所為私立。它們的共同點是招

生不經篩選，基本上只要繳得起每月 200 至 350 美元的學費就能入

學，畢業的門檻也甚低。此外，更令人憂心的是依照巴國相關法律的

規定，只要學校頒給畢業證書即具有醫師資格，完全不必經過任何專

業考試。 

其次，這些新近設立的醫學院都沒有足夠的師資及教學設備，有

的私立大學醫學院甚至連圖書館及解剖用的人體都付之闕如，也有私

校醫學院與中小學共用校舍，上午為中小學上課，下午及晚間則由醫

學院使用。這種學店式的經營方式使得醫學院成為不折不扣的營利事

業，畢業生的專業能力及素養無法取得社會的信任。此外，巴國現有

的醫學院中只有資格最老的國立亞松森大學及私立天主教大學附設

有教學醫院，提供醫科學生實習及畢業後擔任住院醫師的機會，其他

醫學院則必須與公立或私立醫院簽約合作，但事實上全國也只有三數

所醫院有能力提供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的養成空間，數量遠遠不敷醫

科學生所需。 

有鑑於此，巴拉圭醫學會（Academia de Medicina del Paraguay）

理事會在 11 月 1 日發布了一份聲明，嚴厲批判醫學院浮濫設立的現

象，認為絕大部份的醫學院幾無教學品質可言，畢業生缺乏專業水

準，無疑地在幾年內社會上就會充斥著一大群庸醫，而目前愈來愈多

鬧上法院的醫療糾紛可為佐證。同時，聲明中也指出現有的二十所醫

學院中只有五分之一經國家高等教育評鑑中心（Aneaes）評定為合

格，其成立時間均在 2000 年之前，另外有七所正在進行評鑑，其餘

的九所則根本迴避進行任何評鑑。不過，即使經 Aneaes 進行評鑑，

其所提出的結論也只具有參考價值，對於校方並無任何強制改善乃至

於強迫退場的拘束力量。 

巴拉圭醫學會將這種漫無限制的情況歸咎於現行大學法的放

任，因此籲請刻正審議高等教育法草案的國會，對醫學院的成立及運

作設下嚴格的標準。另方面，醫學會也要求與醫學院訂有合約的私立

醫院應對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進行嚴格的訓練及淘汰；衛生部則應負



 

 

起把關的責任，拒絕在公立醫院雇用專業能力未經證明的醫師。再

者，醫學會也指出 Aneaes 的功能應予強化，其對於大學系所的評鑑

意見也必須具備法定拘束力。 

巴國醫學院的亂象僅為高等教育失控的諸多面向之一，但由於醫

師職務直接涉及人身安全，因此受到社會較大的注意。巴國高等教育

失控的基本原因在於政治與利益的結合。依據 1993 年大學法，由國

立亞松森大學及私立天主教大學校長，以及其餘國立大學及私立大學

各推舉一名校長代表共同組成的「大學委員會」（Consejo de 

Universidades），對於新大學及院系設立申請具有實質審核權。然

而，2006 年的大學法修正條文取消了該委員會審查意見的拘束力，

並賦予國會可以不經任何事前評估及審核而逕行通過設立高等教育

機構或系所的權力。此後在 2006 年至 2009 年間，國會竟然通過了十

二所大學的設立申請，而且由於許多新設私校都與國會議員家族有直

接或間接的關係，從而使得高等教育成為分贓政治的一環。相對地，

在大學委員會把關的十四年間，總共僅通過設立十六所公私立大學。 

隨著私立大學大量設立，過程又缺乏管控，其後果便是辦學嚴謹

度普遍不足，師資水準及教學品質低落，連帶地也使私校生的素質及

專業能力深受質疑，特別是與人身安全有密切關聯的私校醫學院，巴

國衛生部甚至帶頭發起抵制，拒絕該等醫學院的畢業生進入公立醫療

院所工作。總之，放任私校成立的種種惡果導致國內各界的憂慮及抨

擊，咸認國會應對高等教育品質的江河日下負起最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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