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蘭大學實施收學費 5 年階段評估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芬蘭於 2016 年起全面推動對非歐盟及歐盟經濟區的外籍生實施

學士及碩士班學程收取學費法案，並自 2017 年 8 月起開始收費。為

了解收取學費對大學國際化及學生流動的影響，芬蘭教育暨文化部成

立一研究小組對芬蘭大學的學費制度實施的前 5 年(2017 年至 2021

年)影響做評估報告。該報告同時也收集芬蘭各大學收取學費情況及

推動奬學金做分析。 

根據芬蘭《大學法》法規規範每學年學費收取標準最低金額為

1,500 歐元，不設上限，大學可自行決定學費及收費程序以及自行運

用學費。在收取學費的同時，法規並要求大學必須制定收費學程的奬

學金配套方案。 

外籍生人數在 2017 年收費制度剛開始的幾年雖有所下滑，但到

了 2020 年外籍新生人數則提升到與免收學費最後一年（2016 年）外

籍新生數一樣多。根據總體評估報告，研究小組認為對外籍生實施收

取學費制度對大學國際化程度或非歐盟及歐盟經濟區的外籍生對到

芬蘭留學意願並沒有產生長期不利影響，也沒有阻礙大學國際化持續

發展。 

2020 年芬蘭大學共有 5,800 多名外籍生獲取學士及碩士學位。隨

著學費制度的實施，不僅來自歐盟及歐洲區的外籍生數有所增長，而

且來自歐盟/歐洲經濟區以外國家的外籍生還佔大學外籍新生的絕大

多數。2020 年需繳學費的外籍生人數佔總外籍生人數 36%。事實上，

芬蘭自 2017 年正式實施收費以來，芬蘭大學更是不斷增設外語授課

學程，外籍生的招生及招攬也更有體系規模，大學申請及錄取系統也

不斷開發以滿足國際化需求。 

大學在學費實施以及國際招生作法上的選擇各不相同，也並非所

有大學申請入學的外籍生人數和以前一樣多，學費也並非所有大學的

重要收入來源。根據收費政策，大學來自政府的教育經費不因大學實

施學費而有所影響。 

大學學費基本在 4,000 歐元至 18,000 歐元之間。理工學院學費普



 

 

遍落在 6,000 歐元和 8,000 歐元；一般大學則為 8,000 歐元、10,000 

歐元和 12,000 歐元。大學也設有許多類別奬學金，而奬學金能補償

或獲免部分學費的支出。 

隨著付學費的外籍生人數增加，大學在收取學費上的財務營收也

相對增加。大學表示，在 2019-2020 學年度學費總收入約 4,200 萬歐

元。然而，大學將一大部分學費視為提供獎學金的潛在收入來源。去

掉奬學金提撥後的學費收入則約 1,400 萬歐元。 

 一些大學專以奬學金來吸引學生，這意謂著奬學金金額通常

很大，也有更多學生受惠；也有大學是追求經濟收入，獎學金政策更

嚴刻，收取的大部分學費流入大學。大多數的大學努力在吸引學生和

追求經濟收入間取得平衡。半數大學認為實施收取學費的制度能提升

學校經費，大學因收取學費而大幅增加額外經費。另外半數大學則認

為學費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教育成本。主要是所有大學都必須增設奬

學金制度，這使得校方收入總額仍有所減少。 

 外籍生對在芬蘭留學大學提供的服務基本是感到滿意的。大

學服務不分是否是付費學生，都一律同等對待。但要融入芬蘭的工作

生活圈，對外籍生來說則是一項挑戰，芬蘭無論是在大學、地方及各

政府機仍需相互配合持續提供學生協助。 

研究小組報告總結認為目前大學收費制度不需做任何調整，並認

為立法賦予大學決定學費金額，以及雖要求大學設置獎學金，但大學

可保有決定自校做法的權利是行之有效的。研究小組提醒，根據立法

目標，大學在自身決策中應確保學費和獎學金統籌運用間發揮作用，

要使學費能平衡教育成本，並為大學推進國際化提供更廣闊的經費基

礎。研究小組的報告裡對學費和獎學金、學生招生和提供學生服務協

助方面的未來發展提出 15 項總結及建議: 

1. 學費的實施並未對大學的國際化或非歐盟/歐洲經濟區外籍生

選擇在芬蘭大學攻讀學位的意願產生長期不利影響。但要提

升學生總數仍有待大學和政府間採取相關吸引人才措施共同

推展。 

2. 雖然 2020 年大學外籍新生數達到和收費實施前一年相同，

但芬蘭政府目標是希望外籍新生數達 3 倍成長，而目前外籍



 

 

生人數呈緩慢增長趨勢，距離政府目標還很遠。為推動大學

國際化和提升外籍生人數，除需要增加吸引外籍生的誘因

外，大學也需在戰略中為國際教育和學生人數設訂定明確目

標。 

3. 大學承諾遵循共同的道德原則（行為準則）來吸引和招收外

籍生。道德原則應有一致性及透明化，以便能在學生間建立

信任感。 

4. 大學有責任確保各招生管道上提供的內容確實。大學必須說

明無論是否透過商業管道（例如仲介）申請入學，學生在校

受教權益不受影響，均可在大學入學平台（Opintopolku.fi）

申請所有課程。 

5. 大學必須確保根據《大學法》和《理工學院法》制定課程。 

6. 外籍生適用於《大學法》學生錄取規定。大學和國家教育委

員會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協調大學申請流程的時間表，特別是

與錄取相關的流程以及申請流程與補助撥款分配等，均有助

於招收外籍生。 

7. 應監測入境許可政策變更的有效性。大學、教育暨文化部、

國家教育委員會、芬蘭移民局、就業暨經濟部以及外交部之

間的資訊交流與合作以持續簡化學生入境程序，以利學生在

開學前順利到校報到。 

8. 大學可透過與各項公共服務平台合作提高國際能見度以吸引

外籍優秀人才。 

9. 研究小組認為，根據立法的目標，學費法規讓大學可自行決

定學費金額以及獎學金制度的做法。大學必須確保這套學費

和獎學金的運作方式可讓學費足以平衡教育支出成本，並為

大學提供更充裕資金來源。 

10. 大學以及各公共服務平台的學費和各類補助或獎學金等資訊

都應要能更簡便，並透過及時資訊更新方便學生查詢。 

11. 教育暨文化部計劃在 2021-2024 年間收集評估奬學金內容及

招生方式。根據評估內容，來決定是否需要或有可能進一步

發展國家級獎學金計劃，在補足大學獎學金制度下，也可提



 

 

高芬蘭大學全球吸引力。 

12. 教育暨文化部與大學共同開發與學費和獎學金相關的資料

庫。隨著數據資料收集，對學費和奬學金等的概念及發展也

可持續不斷改善。 

13. 大學應積極協助提供外籍生在學期間學習芬蘭語或瑞典語。

大學必須將芬蘭語或瑞典語學習作為其教育的一部分，以便

學生在學習期間增加芬蘭語及瑞典語達 A2 / B1 程度。大學

也可進一步利用獎學金制度來鼓勵學生學習芬蘭語及瑞典

語。 

14. 外籍生應有機會以芬蘭語或瑞典語以外的語言參加學術界活

動。學生會還可以透過學生活動來加強促進外籍生間的交流

及對芬蘭生活的適應。 

15. 許多學生在選擇留學地點時，對於能否在留學國停留更久是

學生選定留學國的一項重要考量標準。芬蘭職場文化很吸引

外籍生，外籍生對畢業後留在芬蘭工作的興趣都很高。大約

半數外籍生計劃畢業後留在芬蘭。然而，外籍生普遍對能在

芬蘭找到工作機會的評價卻很低，其中缺乏語言能力被視為

找工作最大障礙。隨著畢業時間增長，在芬蘭就業的人數就

會減少。因此建議大學應與地方合作，尤其在加強關注並協

助外籍生實習和就業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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