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asmus計畫屆滿 30周年，法國交換學生人數居全歐之冠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伊拉斯莫斯計畫（European Region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簡稱 Erasmus）由歐盟執委會創始於 1987年，

迄今已有 400萬名歐洲學生獲該計畫資助至他國求學、研究、參與培

訓或實習，是目前全球最大型的高等教育跨國交流計畫。2017 年

Erasmus 計畫屆滿 30 年，10 月 13（週五）至 14 日（週六）為伊拉

斯莫斯日（Erasmus Days），有超過 500 個慶祝和宣傳活動在法國、

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馬爾他、挪威、波蘭和羅

馬尼亞這 10 個歐洲國家展開。法國各家媒體近日也紛紛推出與伊拉

斯莫斯計畫有關的特別報導。 

根據法國權威民調公司 TNS—Sofres的統計，73%的法國人認識

Erasmus 計畫，90%曾參與該計畫的法國人「強力推薦」此計畫。受

訪者表示，除了能增進外語程度，參與 Erasmus計畫的好處還包括能

與國外學生交流和增加就業競爭力。簡單來說，該計畫對於學業、職

業和個人生涯發展均有助益。法國諾曼地管理學院 EM Normandie校

長 Jean-Guy Bernard在接受法媒《世界報》訪問時表示，Erasmus對

學生而言不僅是個大學交換計畫，更是重要的人生經驗。許多參與計

畫的學生是第一次離開家庭至外地求學，必須學習在異地獨立生活和

結交朋友，這些都是能使他們成長的經驗。 

巴黎東區馬恩河谷大學全球移動事務負責人 Thierry Berkover則

認為Erasmus計畫翻轉了歐洲高等教育體制。他指出，經過這些年來，

Erasmus 成功地使歐洲所有的大學擴大交換規模，並學習跨國合作。

南特高等商學院國際關係部副主任 Guillaume Blaess 則強調 Erasmus

計畫將大學交換普及化，並促進歐洲高等教育課程的協調和融合，可

說是形塑歐洲一體化的關鍵推動力。 

然而除了上述優點外，《世界報》也指出了此計畫所面臨的困境。

首先是經費不足的問題。儘管 Erasmus 2014-2020的總預算較前期增

加 40%，達到 164億歐元（其中法國獲 12億 6000萬歐元），但同時

Erasmus 計畫的規模亦不斷擴大，因此經費上仍捉襟見肘。據報載，

法國今年申請 Erasmus職業培訓獎助金者僅有半數可獲得補助。諾曼

地管理學院校長 Jean-Guy Bernard表示 Erasmus獎學金的金額往往不

足以應付在異國求學的生活費，若學生前往交換的國家物價較高則仍



 

 

須自行籌錢。 

其次則是該計畫自身定位的問題。Erasmus 計畫在 2015 年擴大

為Erasmus + 計畫，除了學生交換之外還納入了跨國實習、教師交換、

研究交換和專業培訓（包括國民教育、身心障礙輔助甚至公共政策改

革等議題）等交換項目。巴黎東區馬恩河谷大學國際關係部主任

Camille Dulor認為如此大規模的擴張會造成計畫定位的混淆，民眾目

前仍不了解 Erasmus +究竟為何，與他們所熟悉的 Erasmus又有何不

同。 

儘管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獲得 Erasmus計畫補助參與交換的人

數仍逐年攀升。根據歐盟執委會統計，該計畫於 1987 年展開時，當

年僅 3244名學生獲得補助，此後人數逐年穩定增加，2014-2015年參

與計畫的學生人數已近 30萬名。其中法國籍的學生佔近 4萬名，為

全歐洲出國交換人數最多的國家。據法國教育中心 Campus France統

計，最受法國交換學生歡迎的「目的地國」是英國、西班牙、德國和

比利時。對於全歐洲參與 Erasmus計畫的學生而言，目前最受歡迎的

前 4個國家則為西班牙、德國、英國和法國。 

 

資料來源：2017年 10月 13日法國《世界報》電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