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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學校長聯合會(CPU)希望改革現行學費政策，讓更多學生

能接受高等教育。今(2012)年二月時，在由 CPU 主辦的一場研討會

中，主席 Louis Vogel 提議：「為讓更多學生有機會進行高等教育，

其中一項可行做法是大幅調整現行註冊費政策：降低學士班學費，但

調高博碩士班學費。」同時，政府需重新審視現行獎助金政策。  

在法國總統大選將至前夕，Vogel 的發言再度引發大學學費的討

論。不過現任總統 Sarkozy 已多次排除調整學費政策的可能性。事實

上，與許多國家相較，法國大學註冊費相對低廉：大學部每年 177 歐

元(約合新台幣 7080 元)、碩士班 245 歐元(約新台幣 9800 元)、博士

班 372 歐元(約新台幣 14880 元)。在英國，一年學費很輕易便可高達

10500 歐元(約新台幣 62 萬元)。 

促進平等的高教受教機會是集合了 80 所大學的 CPU 的主要目標

之一。根據學生生活觀察站(Observatoire de la vie étudiante)

進行的調查指出，自 2007 年以來，中低收入階級子女接受高等教育

的比例由 36%下降至 31%。 

但調漲學費的提議在 CPU 中並未獲一致認可。Saint-Etienne 的

Jean-Monnet 大學校長 Khaled Bouabdallah 表示：「應從社會補助、

企業捐款開始想辦法。因為平等性才是問題的根本。」巴黎七大校長

Vincent Berger 則表示：「(調漲學費)是不可能的！這並不是法國文

化，更無法改善社會平等性，也不會解決大學的財務問題。」在巴黎

七大 4 億 3 千萬歐元的年度總經費中，註冊費只佔 2%。在

Franche-Comté 大學，註冊費也僅佔總經費的 3%。該校校長 Claude 

Condé 表示，「或許應該公佈培養一名學生所需的經費。在本校，每

個學生每年需要八千歐元！」不過，某些校長則已開始考慮根據家庭

收入高低而異的漸進式學費制。 

儘管五年來政府努力補救，法國大學的自治化揭露了法國大學的

財務困難。在 2007 年到 2012 年間，高教預算由 100 億歐元增至 150

億歐元。不過法國大學校長確有其羨慕其他國家的理由： 在美國，

每名學生的預算是法國的八倍。所以，當務之急是讓財源湧入。不過，

大學自籌財源，也就是企業捐款、在職進修、設立基金會，卻只佔冰

山一角。高教部「高等教育及就業輔導總司」(DGESIP)司長Patrick 



 

Hetzel表示：「大學在這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有人提議根據學生的「未來」，而非現有家庭收入，讓學生貢獻

財源。以瑞典為例，學校免費，因此所有人皆可進入大學，政府並提

供優渥的獎助金。不過，當畢業生順利就業後，須繳交 50%的所得稅，

也就等於「償還學費」。其他國家也曾在學費問題上進行革新。澳洲

在 1973 年時為促進社會平等而取消學費，但在 1989 年時又以相同理

由恢復收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教育司專家Eric 

Charbonnier解釋：「這甚至也能成為改善就業問題的方法：當某行業

缺乏人才時，我們降低相關科系的學費，以吸引更多學生。」而在英

美兩國，學費根據文憑的獲利性而異：「如果順利就業的機會越高，

學費就越高。」另一個解決方案：大幅提升學費，但伴以「有條件償

還」的貸款措施。也就是說，只有當學生獲得相當收入後，才需償還

就學貸款。 

CPU希望政府能努力讓中低收入家庭子女有機會接受長期的高等

教育。勃亙地(Bourgogne)大學校長 Sophie Béjean 表示：「我們發現，

佔法國人口 30%，年收入約在 15200 到 21120 歐元間的中產階級家庭，

最無法受惠於高教系統。因為他們不能獲得全額獎助金，也無法享受

納稅優惠。最有效的方法是在高中畢業會考(BAC)之前就進行介入，

那是不平等之始。之後需研發一套更優渥寬鬆的獎助金系統，讓至少

50%的學生可受益。」 

CPU提議將撫養一名大學生之家長的半個稅收扣除額(demi-part 

fiscal)轉換為減稅信用額度(Credit d＇impot)。這是一種更為公平

的做法，因為無論是否須繳稅，所有家庭皆可受益。CPU 也呼籲各總

統候選人提出相關政見。他們的目標：使法國高等教育系統現代化，

但不否定它所推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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