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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失業工廠」嗎？高等教育暨研究部一月七日出版的第五

次「就業」（insertion）調查直接反駁了這個想法。調查顯示，擁

有碩士學位的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工作的比例達 90％。但仍需強調這

並不是指畢業立即找到工作，而是指畢業的兩年半以內。相對地，高

等學院的畢業生在畢業的一年半以內就達到相同的工作比例了。另一

個對比是薪資：大學的畢業生完稅前的中位年薪大約在 21800 至

39700 歐元之間，而高等學院的畢業生則在 33000 至 37000 歐元之間

（不包括獎金補助等）。 

根據高等學院會議(CGE)2014 年 6 月針對就業的最新調查報告

「就業之路」，在學生眼中，實習、校友人際網絡和學徒經驗是影響

就業的三項重要因素。所有高等學院的學生在學習期間都必須實習，

然而，大學的學生做實習的比例比較低，大約有 70～75％的碩士生

在課程結束時有過一次實習經驗。 

同樣地，大學生的學徒經驗也比高等學院學生少。2012-2013 學

年，大約有 7.5％的大學生簽有學徒或學習與就業合約，這個比例每

年都在上升。高等教育暨研究部國務秘書 Geneviève Fioraso 定下了

「2020 年每六名學生中有一名為學業與工作交替制學生」的目標，

也就是大約 16.5％的學生是以學校學習與職場工作之交替方式進行

學業。另一方面，有 12～14％的高等學院生在當學徒，而 15 年前該

項比例幾乎為零。 

大學也有校友網絡，但比起早就將校友網絡制度化的高等學院仍

遠遠不及，原因是：龐大的學生人數、轉換就讀科系頻繁及畢業後難

以追蹤等，使得大學的校友網絡難以維持。 

高等學院會議代表 Francis Jouanjean 表示，高等學院學生就業

較容易的原因在於高等學院的學校模式，也就是培訓─與企業的關係

─研究與創新三方面的環環相扣。「我們不是讓學生只專注在一個領

域，而是培養他們對於企業體系有 180 度的視野」，並與該領域的專

業人士維持「近乎經常連繫的關係」。另外，Jouanjean 先生也認為，

高等學院靈活的課程結構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高等學院的課程與

企業的需要直接連結，「我們向企業詢問他們需要怎樣的人才，而我

們就培養什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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