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及格率的迷思 
 

自 1995年以來，法國應屆高中畢業生摘下會考（BAC）桂冠的比

率，始終停滯在 64%上下。遙想當年教育部長謝文孟（Jean-Pierre 

Chevènement）喊出的「高三畢業班 80%及格率」，法國教育界人士不

免唏噓。 

這個震天價響的口號，源自 1983年謝文孟的日本之旅。當時他驚

訝地發現，原來在日本連工人都有高中會考及格文憑。於是翌年被任

命為教育部長後，以「拼教育」的精神全力衝刺，訂下了 80%的信心

目標。 

於是，1987年領到會考合格證書的應屆畢業生比率，一下子從 1980

年代中期的 26%彈升到 62.7%。原因卻不是學生素質提高，而是當年

首次舉辦「專業科畢業會考」（BAC professionnel）（按：此前的高中會

考僅設置「普通科」），導致總錄取名額大幅度增加。自此之後，直到

新世紀來臨，應屆畢業生的會考合格率即未顯著提升：2000年 62.8%，

2007年 64%，2008年則為 63.6%。 

有鑒於 BAC考試（不管其為普通科、專業科或技能科）的考生係

來自普通高中，所以，如果我們把職校體系的同等學力如「職業教育

文憑」（BEP）、「職業能力證書」（CAP）合併計算，數據會顯得相當樂

觀，甚至早在謝文孟部長時代，所謂「高三畢業班」的「會考水平考

試合格率」就早已突破九成。 

目前，教育部較常引用的數據是「高中會考合格率」，例如 2008

年的「高中會考合格率」高達 87.9%，藉此製造某種「自我感覺良好」

的假象。然而這項數據的計算，並不是以當年所有應屆畢業生人數為

計算分母，而是以實際報名參加 BAC考試的人數來統計。 

所以，或許應該這麼解讀：如果 64%的應屆畢業生取得會考合格

證書，那麼就意味著有 36%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未能獲得日後升學必備

的 BAC文憑。他們之中當然可能有人志在「職業教育文憑」或「職業



 

能力證書」，但更有可能成為「無文憑一族」：在法國，每年大約有 16

萬名應屆畢業生，不帶走一紙文憑踏出高中校園。 

《世界報》分析，學生素質低落是 BAC合格率無法提升的重要原

因。國家教育研究所（Iredu）所長徐朔德（Bruno Suchaut）引用調查

數據指出，近年有日益增多的學生，出身自教育資源較不充沛的地區；

這部分學生的應試能力較為不足，最後拉低了總體數據表現。教育評

論家博德（Stéphane Beaud）說得更一針見血：對於某些弱勢家庭來說，

BAC證書根本只是一張廢紙，因為參加會考所投注的金錢與時間，不

見得能讓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許有人會質疑，法國教育部門對於中等教育的經費是否足夠。

不過，根據歐洲議會 2008年的「高中學生課業表現」調查，法國的排

名在德國、丹麥、義大利與西班牙之前，卻落後於比利時、愛爾蘭、

波蘭、斯洛伐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可見總體教育經費的挹注，似乎並

非患寡，而是患不均。 

正如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教授杜如蓓（Marie Duru-Bellat）所說的，

政府應該提高教育品質，而非一味在數字上作文章。同時，更應該積

極打破社會不公，一方面協助弱勢學生成功通過 BAC考試，另一方面

主動輔導 BAC不合格學生的生涯前景規劃。唯有如此，BAC考試才更

能與時俱進，真正符合學子的期待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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