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大學生踴躍參與社會處境問卷調查創新高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大學生的平均年齡為 24.7 歲，未婚，在正規全時學程註了冊，並且每個

月擁有 918 歐元的生活費：這個結果是德國大學生福利會（Studentenwerk）第 21

次針對大學生的社會情形作出調查的報告結果，其研究單位為德國高等教育暨學

術研究中心（簡稱 DZHW），研究經費由德國聯邦教育暨研究部（簡稱 BMBF）補助

支出。上述社會調查報告呈現長時性的調查結果，最早自 1951 年即已開始定期針

對德國大學生的社會與經濟處境進行研究。 

此次於 2016 年春天進行的首次網上問卷調查活動，引來了空前的高參與率，

來自全德國 248 所大專院校的六萬多名大學生所輸入的答案即造就了本次的社會

調查報告結果；上一次於 2012 年的調查中，一共才只有 1 萬 6,000 位受調者參與。 

然而在所謂的「一般（平均值）大學生」標籤下，讀者不該誤以為統計分組

下的學生群組間的差異性一定明顯偏高。不過，由於此次參加問卷調查的人數明

顯增加，也使得最新版的社會調查報告結果首次獲得有關小量族群的統計數據，

例如其中顯示已經養育兒女的學生比例有些微上升（6%）的趨勢，或者也能看出

有 11%學生的健康情形堪憂。 

此外，社會調查報告顯示更多大學生希望學校裏能增加實務性教育，由從此

趨勢不難想見參加調查的 13%來自雙軌式科技大學學生所帶來的影響，這個想法顯

然也和大學生們普遍體認到事先的實務經驗對於進入社會職場的重要性：每兩個

大學生中就有一個人（53%）想要為將來的工作預先「收集實務經驗」，而 19%（相

當於 1/5）中斷學習的大學生就有 3%表示輟學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從事學校並未規

定的實習工作。 

全德國大學生中打工的比例從 2012 年以來提升了 6%而達到現在的 68%，再加

上這幾年來學生家長的資助費用提高，大學生的生活費也得以改善，目前每位大

學生每月平均能擁有 918 歐元的生活費，而 2012 年時才只有 842 歐元。近年來的

房租上漲迅速，這也反映在學生的租屋情形上，住在父母家裏的學生略比往年少

但仍約占 20%比例，住在學生宿舍的學生比例則提高到 12%。 

德國教硏部長 Johanna Wanka 女士表示：「德國今天的大學生就如我們的社

會一般的多樣化，讀書期間也擁有各式各樣的需要與願望。因此我們的大專院校

也面臨重大的任務，例如將大學求學的模式設計得更為彈性，以能對有孩子或是

健康情形較差的大學生兼容並蓄。針對那些希望擁有更多實務經驗的學生們也必

須有新的方法來支持，同時能減少學習中輟的情形，畢竟以職場實務為導向的學

習方式更能激勵大學生們的學習動機。我聯邦政府在此以高等教育協議

（Hochschulpakt）與教學品質協議（Qualitätspakt Lehre）專案對這個挑戰予

以支持。」 



 

 

德 國 學 生 福 利 總 會 位 於 柏 林 ， 主 席 （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Studentenwerks）Dieter Timmermann 先生也談到：「大學生近年來逐漸面臨較大

的生活費用壓力，首當其衝的便是住宿問題，而租金向來屬於生活費中最大筆的

支出。在很多大學城裏，大學生已越來越難找得到像學生福利會所提供的學生宿

舍般便宜的房子了，而一般家境不優裕的學生們其實也只能負擔得起學生宿舍的

租金。調查顯示，41%住在學生福利宿舍的大學生屬於全部大學生中經濟能力分布

最下層的 25%人口，每個月底大約都一文不明的，約莫就是這些學生了。這也表示，

學生福利總會的服務項目對於這類學生有多麼重要。」 

若觀察現今大學生家長們的最高職業教育學歷，會發現 48%的父母沒有大學畢

業的學歷，對此，德國高等教育暨學術研究中心（簡稱DZHW）研究部門負責人Monika 

Jungbauer-Gans 女士指出：「在比較不同世代的情形時，可看出今天近約一半的

德國大學生都享有比父母更高的教育。」從 2006 年至今的調查以來，這個將近 50%

的比例基本上沒怎麼變化過。從接受基礎教育的方面觀之，近年來大學生至少有

一位家長曾通過高中會考（而取得高中畢業證書）的比例已達 66%，在 2012 年時

這個比例僅是 60%。而不論如何，從這些數字並無法解讀就業機會的高低好壞，因

為同時期內通過高中會考的人數也呈成長的趨勢。 
 
資料來源:2017 年 6 月 27 日 德國聯邦教研部網頁新聞 
https://www.bmbf.de/de/umfrage-mit-rekordbeteiligung-44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