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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年，時任法國教育部長的左派社會黨(PS)籍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提出：「使同一年齡層中 80%的人都有參加高中會考(Bac)

的教育程度！」的口號。27 年後，這項目標終於達成。事實上，今

年達到參加高中會考年齡的世代中，具有應考資格的人數比例高達

85%，較去年的 79.1%大幅提升。此外，2012 年的高中畢業會考還創

下另一項紀錄，也就是這一個應考世代中有 77.5%的人及格，獲得高

中會考文憑，較去年增加 6%。 

近 30 年前，Chevènement 提出的口號被低社經階級家庭視為追

求學業的權利。1989 年與 2005 年的學校教育走向法也致力達成此目

標。在學校裡，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女終於有機會獲得與「布爾喬亞

階級子女」平等的待遇。因為在 1980 年代，法國只有三分之一的年

輕人獲得高中會考文憑。Chevènement 回憶：「當時，法國停滯不前，

但許多已開發國家，例如美國與瑞典，早已達到 70%至 80%的年輕人

都就學到 18 歲的目標。」高中大門因此逐漸開啟。事實上，1968 年

設置技術科會考(Bac technologique)時曾造成人數增加，而 1985 年

設置的職業科會考(Bac professionnel)則使有資格參加會考的學生

人數暴增。為因應此現象，各地區都廣設高中。 

Chevènement指出，高中學生人數在 1985 年至 1995 年間增加了

一倍。但 1990 年代中期開始，學生數量逐漸穩定，而同一年齡層中

獲得高中會考文憑的人數則停滯在 62%左右，直到 2009 年才再度增

長。這次成長同樣由職業科會考造成。當(2009)年，右派的教育部長

Xavier Darcos提出一項口號：「讓職業科獲得與普通科和技術科同

樣的尊嚴。」之後，職業科由 4 年制改為與普通科及技術科相同的 3

年制。2011 年，職業科學生人數增加 36%，首度超過技術科人數，2012

年則增加 28%。在普通科方面，學生人數沒有太大變動。 

職業科會考人數增加主要原因在於改制的過渡期間累積了新(3

年)制與舊(4年)制考生。教育部統計處處長Michel Quéré估計：「2013

年職業科會考人數將因此減少，之後便會穩定化。」這也將造成該年

齡中獲高中會考文憑的人數比例降低。但無論如何，獲職業科會考文

憑的學生數仍將比改制前多。南特(Nantes)大學副教授 Vincent 

Troger 解釋：「以前，有半數的學生只準備(兩年制)的職業教育文憑



 

(BEP)，另外一半的學生繼續準備職業科會考。現在，所有就讀職業

高中的學生都以通過職業科會考為目標。」 

不過，是否所有學生都能獲得會考文憑？事實上，2012 年會考

另一項値得注意的現象是，職業科會考的及格率降低了 5.6%，但普

通科與技術科則分別提高了 1.4%和 1%。亞綿(Amiens)大學社會學教

授 Fabienne Maillard 指出：「許多老師表示，對於遭遇學業困難問

題、被學校放棄或沒有職業引導計畫的學生而言，3年太短了。他們

需要更多時間來適應。為避免半途而廢，一年的補救期並不為過。」

事實上，職業科改制以來中輟生人數並未減少。根據國家教育督學處

於 5 月公布的調查結果，有 13.5%的學生在高一結束時輟學，12%的

學生在高二結束時輟學。 

因此，教育部不能宣示政策成功。20 多年來，各科會考人數的

比例幾乎不曾改變。2012 年，參加普通科會考人數仍僅佔所有考生

的 37.8%，與 1995 年的情況相當。Troger 認為原因在於「國中教育

依據傳統的高中模式複製，撿選性高，要求學生熟悉通識文化。而不

熟悉通識文化的學生則面臨失敗或被排除在外的情況，無法因其他形

式的知識獲得認可。」清寒家庭子女是主要受害者。社會學家 Pierre 

Merlet 認為：「在開啟高中教育大門的同時，各科間的社會階級鴻溝

也越來越深。」直至今日，普通科學生，特別是科學組學生，主要來

自高社經地位家庭。而科技科與專業科則以所謂庶民家庭的子女為

主。此外，高等教育的成功率也受高中會考文憑種類影響。在大學中，

有 20%的普通科會考文憑學生在大一留級重修，但職業科會考的學生

比例則達 40%。對許多學生而言，在高中畢業後繼續學業仍是幻想。

在法國，僅三分之一的年輕人具有高等教育文憑，遠低於歐盟 50%年

輕人獲學士文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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