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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B (Admission Post-Bac) 是一個由法國國民教育及高等教育暨研

究 部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在 2009 年所設立的一個網站，這個網路

平台為準備進入高等教育就讀的學生們匯集簡化高等教育的預先註冊步驟，

對於大部分想要進入法國高等教育體系第一年的學生，都必須透過這個網

站註冊並繳交資料(只有少數學校不透過這個系統，例如某些高等商業及

工程師學校、某些美術學校、護理專校等有其個別的入學標準)。學生於

填選擬就讀之學門、學程並排序 12 個志願後，網站便根據其電腦運算法

則，決定學生被錄取的學校。 

法國民眾對於 APB 有相當程度上的抱怨，其中最為人批評的有兩點，

一是系統過於複雜，二是不透明化。2014 年有 86 萬 3 千名學生使用這個

系統，百分之 60 的學生認為過程太過複雜，百分之 46 的學生認為志願排

序讓他們對大學的選擇複雜化，而百分之 10 的學生沒有完成申請程序。

至於過程的不透明化，是因為篩選的條件沒有公開，所以沒有人知道為什

麼或為什麼不被錄取。 

高中學生權益會(l'Association Droits des Lycéens)從 2015 年 4

月成立以來，就不斷地對篩選方式的不透明表示抗議。權益會強調，每年

有 80 萬名學生使用這個運算法則，教育部應公布運算的基本規則。 

而行政資訊獲知權保障委員會(Commission d’Accès aux Documents 

Administratifs-CADA)針對高中學生權益會之提告在 9 月 16 日表明：高

中學生權益會有權利得知 APB 的電腦運算方式。高中學生權益會的會長對

此表示，如果教育部沒有意願公開運算的規則，他們可以藉由 CADA 的說

明來強迫教育部解釋。 

雖然法國大學的精神是，開放給所有通過高中會考的人，但一些熱門

的科系，如法律、運動、醫學等，因為有名額上的限制，所以 APB 就會透

過他的自動篩選來決定被錄取的學生。被優先錄取的條件有：居住地和學

校在同一個學區、志願的順序較前面、或是學生受過比較多的教育等，而

其中一項備受爭議的是，轉換專業的學生會被排在直接選擇此專業學生的

後面。而當一切條件都相同的話，則採隨機決定。 

而這樣的篩選機制和隨機決定是否合法?根據最近三個地方行政法庭

的解釋，這樣的隨機篩選並沒有法律基礎。 



 

隨著進入高等教育的人數的增加，學校的壓力也隨之升高，多年來各

大學的校長們呼籲建立入學的基本門檻，但這個構想遭致支持自由入學的

學生們反對。預計在 2017 年 1 月的 APB 開辦前，法國教育部應會正面回

應 APB 的透明性議題，並給予 APB 一個合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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