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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大學醫學系雖然入學不困難，但政府在醫學系第一年的

共同衛生課程（Paces, première année commune aux études de santé）結

束後設下關卡，依照地區的醫療需求，只有一定人數能通過考試。此

考試的嚴峻，可由統計數字得知：每年報名的 5萬 8000名法國醫學

院第一年新生中，只有 22%能通過；即便重考者，通過率也只達五成。 

 

ㄧ、面對本國關卡重重，法國醫學生負笈東歐  

 

由於 1998年歐盟高教整合後，歐洲 47個國家相互承認學歷，許

多法國第一年考試失利的醫學生選擇出國深造。原本因地理位置近、

又通法語等因素而成為最熱門的留學國比利時，在 2012 年後，將外

國人的錄取比例降至 30%，且自 2017年起，要求報名者須先通過及

格率僅 10.2%的考試。面對制度的變化，法國醫學生只得選擇到東歐

留學，其中以羅馬尼亞、匈牙利與克羅埃西亞為主。 

就此，法國《世界報》採訪了自羅馬尼亞克盧日 -納波卡

（Cluj-Napoca）醫學大學畢業的法國醫生莫客來（Anthony Mauclère）。

莫客來表示，八年前在法國升級考失利兩次後，他只能轉至國外學醫。

反觀羅馬尼亞的醫學院，不僅入學不需考試，只需動機信，他還能一

方面學習羅馬尼亞語，另一方面照樣用法語上課。若到其他東歐國家，

他可能就得用英語上課。 

但莫客來也坦言，羅馬尼亞的醫療水平遜於法國，導致他在實作

或醫療術語方面，顯得不足，回到法國醫院實習前還需另外加強三個

月才能跟得上。此外，東歐醫學院的學費高昂，與比利時醫學院每年

835 歐元相比，羅馬尼亞醫學院每年學費達 5000 歐元，而克羅埃西

亞和匈牙利的醫學院更高達 7000與 1萬 5000歐元。最後，就算完成

在外國的學業，法國學生還得回國通過法國的醫師國考（ECN, 

l’épreuve classante nationale）。2015年，兩名在羅馬尼亞就學的法國

女學生一方面無法面對準備醫師國考的壓力，另方面自覺不受法國醫

界接受，終在異鄉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此，莫客來坦承，由於法國的

醫師國考與在羅馬尼亞的所學有所不同，自己在前者也只是低空飛



 

過。 

 

二、法國醫界看法兩極 

 

2016年通過法國醫師國考的 7,681人中，有 235人持國外學歷。

面對法國醫學生前往東歐就學的浪潮，法國阿諾奈（Annonay）醫院

院長馬克（Jean-Michel Marc）主張，現在對法國醫學院第一年的畢

業考人數限制嚴苛，無法跟上醫療人力的需求，醫院只好招聘能力較

次的外國醫師。數據顯示，2017年在法國的職業醫師約有 11.8%持外

國學歷，而口腔外科牙醫師持外國學歷者則高達 31%。馬克認為，前

往他國學習的醫學生，都有較強的適應力，這在醫療生涯中有正面影

響。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持正面態度。2016年，8名留學羅馬尼亞醫學

院的畢業生由於能力低落，被法國政府革職。巴黎東部大學醫學院院

長杜波瓦-榮代（Jean-Luc Dubois-Randé）表示，為防止此情形再發生，

應加強醫師國考的篩選功能，並提高透明度，讓就醫民眾知曉自己的

醫生畢業於哪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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