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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8年7月1日起，法國將擔任歐盟主席國，為期半年。除

了政經外交各方面的措施，並在各地舉辦的彰顯歐洲特色的活動外，

法國也將藉此時機推動若干歐盟教育方案。法國方面表示，為了這次

擔任主席國，相關單位的籌畫工作已經進行兩年之久。  

    「促進國際交流」、「提昇教學品質」及「推廣終身學習」是這

些教育方案中的三項要點。由於計畫推動勢必需要其他會員國共同配

合，為期六個月的主席國時間實屬短暫。但也有人認為，儘管無法全

程完成計畫，只要能在相關單位間建立重要共識，並注入新的認知即

已足夠。  

    在這些歐盟教育方案中，最重要的項目是促成簽署「歐盟學生交

流協議書」。為準備協議書內容，相關單位必須事先探討阻礙學生交

流的原因，再由策略分析委員會於六月底前提出克服這些障礙的建

議，並將這些建議列入歐盟組織的討論議題，於七月底提出初步結

論。之後並將於十一月時再度召開商討會議，並於一個月後正式定

案。  

    在學生交流方面，較為吸引人的是法國高教部長Valerie 

Pecresse女士推動的校際聯合計畫。鼓勵不同學校設立共同學程，

讓學生可以獲得兩個以上的國家大學所共同授予的文憑。她同時也希

望可以重新審定獎學金金額，並確保獎學金名額的充裕。  

   另一項法國所要致力的教育政策，是國民的終身學習。在法國總

理Francois Fillon的提議下，全歐洲的大學校長將於十一月在法國

波爾多簽訂終身學習章程，使大學成為社會人士可以繼續進修或學習

其他課程的場所。  



   最後，法國政府也希望可以研討出因應里斯本條約相關問題的解

決之道。在里斯本條約中，歐盟希望在2010年成為全球知識經濟最

有競爭力的個體，而關鍵則在於徹底改革歐洲的教育制度。根據2006

年所做的一項調查，歐洲在決策資訊系統（informatique 

decisionnelle）的運用上比美國與亞洲要為落後。面對一再累積的

落後進度，歐盟確有必要重新思考未來的教育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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