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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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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法国具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传统，它的大学招生入学制度肇始于中世纪，最初
作为一种宣誓入会式的注册制度，表面上看似开放，实际上充满了限制性条件。近代社会缓慢

成型的双轨制大学招生入学制度，在国家意志的干预下致力于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而使普通

民众远离了高等教育。随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普及化及国际化浪潮的袭来，双轨制的大学招生

入学制度开始进行新的调整与革新，以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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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有着近代历史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巴黎大
学，也经历了呼唤自由与共和的法国大革命，大

革命使得法国的国民教育体制基本得到确立。从

法国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纪，法国社会风云动荡，

高等教育也历经多次变革，大学的招生入学制度

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调整着改革

的步伐，使其从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团契约形

式的注册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兼具普及性与选拔性

的双轨高等教育招生入学制度。

　　一、中世纪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

度的早期雏形

　　法国是中世纪大学的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大
学是建于１２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巴黎大学形成后
迅速成为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典范。法国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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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学在１３至１５世纪期间也纷纷开办，这些
中世纪大学 “均以巴黎大学为榜样，课程设置以亚

里士多德学说为主要内容，学校在教会控制之

下”［１］。

中世纪法国大学的入学方式与当时大学较为

松散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早期的大学是一种流

动性很强的社团，学生往往是追随某位知名学者

或者某个学派而聚集起来，形成一种较为松散的

社团组合。所以中世纪的大学对学生入学形式规

定比较少，大学甚至没有固定的注册或者开学的

日期，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是合适的。学生入学

方式主要是注册制，整个程序是：“学生在注册时

要宣誓，缴纳注册费用，之后才能够在登记簿上

登记姓名，这个程序就被称作 ‘普通大学的注

册’”［２］１９４。宣誓在入学当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宣誓，才会凸显师生关系超越了家庭关系，形成

了一种类似社团之间的契约，在充满宗教色彩下

的中世纪大学，誓言在宗教色彩中也具有重要的

宗教价值。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以下一些特权：“内部自

治的权利、大学师生可以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

务；大学教师有参政权，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利；

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权利”［３］。这些特权对于平民

和农民子弟来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是由于

在注册的时候学生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并且在较远

地区上学期间需要承担生活费以及其他费用，这

对于家庭较为贫困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况且学生进入到学校就读后，校园里仍然保留着

贵贱贫富的阶层差别，平民和权贵子弟在大学的

地位相差甚大，“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和社会权贵

以及愿意付高学费的人，总是在大学中拥有特

权”［２］２２４。所以在法国中世纪时期，虽然大学入学

条件规定可以不考虑身份、地位差别而进入大学

就读，但由于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对社会民众的

限制，能够注册入学的对象始终只有少部分人，

中世纪大学自然也就成了贵族、神职人员和富有

者的特权区域。此外，中世纪的法国大学中只有

男性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女性在大学中没有位置，

不仅法国大学限制女性就读，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亦是如此，这样就使得能够就读大学的群体通过

性别筛选进一步缩小。

由于中世纪大学办学规模较小以及组织制

度上的松散性，使得当时的大学招生入学制度

只是停留在一种开放式的社团契约形式，以宣

誓宗教的方式加入，而不用衡量学生的智力水

平与知识基础。因此，中世纪的大学招生入学

制度充其量也只是现代大学招生入学制度的一

种早期雏形。

　　二、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在近

代社会的缓慢成型

　　法国近代教育体制形成于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
初，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政
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使

得了法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１９世
纪初，培养技术人才的高等专科大学校开始兴起，

并且取代了传统综合性大学的位置独领风骚。１９
世纪末，沉寂近一个世纪的综合性大学逐渐复兴，

间接促成了近代法国高等教育双轨制的初步成型，

也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大学入学招生制度。

（一）选拔式的大学校招生入学制度

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当权派掌握了国

家的政权，他们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颁布了一

系列教育法案，以此来改变原有的教育体制，其

中最重要的是１７９３年国民议会通过的 《公共教育

组织法》，该法案宣布取消大学，同时新设以培养

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高等专科大学校。最早的大学

校是１７９４年成立于巴黎的 “公共工程中心学校”，

后来更名为 “巴黎理工学校”，这是一所由政府创

办的不开设宗教课程、不由教士任教的公立学校，

并且在入学方式上形成了以成绩优劣为标准的筛

选制度。１７９５年，国民公会确立了巴黎理工学校
的办学目标，“是为炮兵、军工、路桥、民用建筑、

开矿、造船和地形测量等部门培养人才，同时也为

从事需要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各种职业培养人

才”［４］８，巴黎理工学校在招生中 “不分门第，不

问资产，不计较学历资格，知识水平是入学的唯

一条件，而考试是衡量知识的唯一尺度”［４］１１。这

种按照考试成绩、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方式，

打破了以往中世纪大学宗教宣誓式的入学注册制

度，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校中消除了学生之间的等

级特权，确立了法国大学以智力标准选拔学生的

新型招生方式。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影响

下，巴黎理工学校在 １７９８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
选拔录取机制，“参与选拔的考官在全国进行巡

考，面试各地的考生，考试主要以口试的方式进

行，以数学科目的考察为主”［５］１２１。最终的录取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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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则依据招收名额，按照学生成绩进行排序录

取。１９世纪中期，这种以选拔性考试为招生手段
的入学方式在法国的高等专科学校逐步得到

推广。

（二）证书制的综合大学招生入学制度

１７９３年的国民议会取消了传统的中世纪大学，
建立了新的高等专业大学校，使得普通高等教育

陷入停滞。１８０６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实际上是法
国的教育管理机构，代表着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管

理制度。拿破仑还把全国分为２９个学区，每学区
设文、理、法、神、医５个互相独立的高等教育机
构来代替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取消的大学，负责教

学和科研。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三所学院进

行专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文学院、理学院负

责主持国家统一考试、颁发学位文凭和中学教师

资格证书；国家掌握学位授予权和大学教职员的

任命权。拿破仑在１８０８年颁布的 《帝国大学令》，

初步确立了法国大学的准入机制，宣布实行高中

毕业会考 （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éａｔ）制度，规定通过中学毕
业会考，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都有权利在大学获

得一席之地。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大学被取消，拿

破仑时期建立的五个学院又受到中央政权的严格

控制，并且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更像是一种学术研

究机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反而不存在了，所以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只有一所 “帝国大

学”。而且当时法国拥有的高中数量较少，１８１２
年，法国共设立 ３７所国立中学［６］，每年参加中

学毕业会考的学生数量也就较少。此外，由于当

时中等教育需要缴纳较为昂贵的学费，使得 “这

一时期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比例非常低，同一年

龄组的男性只有２％ －３％才有机会进入中等教育
机构学习”［５］３８。法国基础教育没有实现大众化，

大多数平民没法接受中等教育，看似公平的中学

毕业会考制度在当时也只能成为精英教育的一

部分。

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综合性大学遭到了事

实上的撤销，国家只是大力发展高等专业大学校，

一直到１８９６年颁布的 《国立大学组织法》，才重

新迎来了综合大学的复兴，结束了从１７９３年以来
高等专业大学校是事实上高等教育唯一办学形式

的局面。综合性大学重新获得了学位的授予权，

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利，科学研究在大学之中亦

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标志着法国高等教育

系统双轨制的最终确立。

　　三、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在现

代社会的承袭与革新

　　２０世纪以来，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的基本
框架和结构仍然和法国近代社会形成的两种高等

教育入学方式一脉相承，综合性大学和短期性高

等技术学院仍然按照 “业士文凭 （ＢＡＣ）”录取学
生，大学校则按照竞争性考试成绩录取学生。进

入到了２１世纪，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
教育质量，法国大学入学制度也在适应社会需求

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与革新。

（一）大学校招生入学考试制度的继承与完善

实施精英教育的法国大学校的入学制度则延

续充满竞争性和淘汰性的传统，大学校办学的理

念一直被认为是 “法国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精英

人才，才能够推动法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

展”［７］。大学校一般不会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而

是主要从专门的预科班招收学生。预科学校实行

申请制，申请通过的高中毕业生才能去预科学校

接受两年的专业训练来准备大学校的入学考试。

高中毕业生在毕业会考前向预科学校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包括高中阶段后两年每学期的成绩和老

师的评语。要想最后进入预科学校需要较好的平

时成绩和毕业会考成绩以及较好的老师评语，每

年不到１０％的高中毕业生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校的
预科班学习［８］，这些都属于高中阶段的优秀学生。

在预科学校学习两年之后，需要参加大学校单独

组织的入学考试，大学校的入学考试一般都是若

干次的笔试和口试，甚至还有体育测试，笔试合

格的学生才能进行口试。这种形式的入学考试保

持着较高的淘汰率，也保证了大学校精英教育的

特色。

进入大学校除了通过预科班的学习加上竞争

性考试入学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两种选拔方式：

“一种是个别大学校直接审查学生学业资格，从高

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的学生中择优录取；另一

种是大学校录取普通大学第一阶段文凭或大学技

术学院文凭持有者、获得高级技术员合格证书的

在职人员，以及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优秀学

生”［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社会对于教育系统的不
平等现象质疑之声不断增加，布迪厄和帕斯隆等

一些知名学者都曾批评法国的大学校成为精英教

育中 “再生产的场所”［１０］，他们认为大学校的筛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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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制度淘汰了那些无法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经

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社会弱势阶层的学生，并不

利于真正的教育公平。１９９５年法国学者克洛德·
特劳针对法国最著名的四所大学校展开的调研结

果显示，四所大学校的学生中只有９％来自普通
家庭［１１］。为此，法国政府开始针对大学校招生中

的阶层分化问题采取对策，２００５年，法国政府成
立了反歧视促平等最高委员会，全面关注大学校

及大学校预备班中的阶层与地区差异问题。与此

同时，一些高校也主动采取措施，推出了帮扶

“弱势群体”的政策，比如巴黎政治学院采取混

合招生的政策，与某些教育优先区的高中签订特

殊招生协议，这样就使得一部分 “文化资本”处

于劣势的学生逐渐进入到大学校。２０世纪末，博
洛尼亚进程也开始启动，在欧洲国家高等教育一

体化的进程中，学制的统一和学分的互换促进法

国高等教育中双轨的生源交流，使得综合大学的

学生也有机会就读大学校。这样，法国对大学校

改革和学分互认系统为大学校生源的扩大提供了

条件，使得很多时候 “法国 ‘大学校’的大一新

生招收对象日益多样化，大约５０％的学生是经过
大学校预备班模式入学的，其余的学生则主要来

自综合大学大一、大二甚至大三年级的学

生”［１２］。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国大学校

也在不断调整其招生入学政策，以便更好地促进

教育公平，为处境不利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提

供更多机会。

（二）综合大学招生入学制度的传承与革新

法国的综合性大学显然承担着法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重任，当前，法国的高中分为三类学校，

分别是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技术高中。各种类

型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参加各自系列的高中毕业会

考，考试合格的毕业生获得高中毕业文凭

（ＢＡＣ），获得该文凭的学生就获得了上大学的资
格，学生可以凭借高中毕业文凭申请综合性的大

学，不需要经过其他的考试，也不需要评判成绩

的优劣。所以法国的业士证书 （ＢＡＣ）制度也被
高度评价为 “是国家的标志”并且认为 “在民众

的心目中，它是机会均等和学校民主化的标

志”［１３］。综合大学实行的业士文凭录取制度，禁止

在入学程序上筛选学生，正常的情况是学生申请

哪一个专业就会被哪一个专业录取，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专业都能够满足学生的选择需求，对于部

分热门的专业，大量的学生都去选择这个专业可

能导致招生工作无法开展。２００９年，法国高等教
育与研究部推出一个统一的报名系统 ＡＰＢ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ｓｔＢａｃ）来录取学生。学生在这个系
统进行大学申请，如果学生选择的专业有足够的

名额，就可以直接按照学生选择的专业录取，但

一旦遇到大批学生都选择的热门专业，就只有用

系统随机抽签的方式为这些学生选择专业。这种

抽签制度保证了综合性大学入学的公平性，但是

导致的后果就是学生可能对所学习的专业缺少兴

趣，导致学业的失败。而且具有会考性质的业士

证书制度也因为考试科目繁多、考试时间过于密

集以及成绩评定方式单一而引发了民众的诸多

抱怨。

针对上述招生入学制度面临的困境，法国政

府决定对综合大学的入学方式进行改革，以期提

升法国大学生的学业成功率。教育部长布朗凯于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正式宣布启动 “高中毕业会考”

改革计划，针对考试科目与考试时间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８年３月，法国政府又出台了 《学生取向和成

就法 （ＯＲＥ）》，又被称为 《维达尔法案》，对招生

入学的录取平台进行更新。具体来说，综合性大

学的招生入学制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调整：

１取消分科考试，减少考试科目
在现行制度下，法国普通高中的学生会从高

二开始选择攻读文科、理科或经济社会科。改革

后这种传统的分科将被取消，所有学生都将统一

进行共同基础课程的学习，这些课程包括法语、

哲学、历史地理、道德和公民教育、两门外语、

体育以及科学和数字人文科目，希望通过共同基

础课程的学习达到一种通识教育的目的，促进学

生多方面知识的学习。

法国的传统高中会考至少要考六门科目，除

了哲学、外语１、历史地理、外语２或地区语四门
必考科目外，对于经济社会类考生，还需要通过

经济社会科学和数学的考试，对于文学类考生，

除了文学为必考外，还需要从艺术、古希腊语言

与文化、拉丁语言与文化、数学这四科中选取一

科进行考试，即上述两类考生共需要考六门科目。

新的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将由四门学科的笔试和一

门大型口试构成，四门笔试学科分别为法语、哲

学和另外两门专业课。大型口试的考试内容则和

学生从高中第二年开始准备的研究内容有关，并

且这些研究内容和学生选择的两门专业课之间也

要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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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调整考试时间，改变成绩评定方式
法国每年的毕业会考时间集中在６月，考生需

在５－６天时间中参加８－１０门课程的考试，学生
压力大并且教育系统组织难度也较大。新的改革

计划在考试时间方面做了部分的调整：法语考试

（笔试和口试）依旧在高中第二年期末进行，与现

行的时间保持一致。学生选择的两门专业课考试

时间则调整为第三学年的春假后进行，而哲学考

试和一场大型的口试则是在高三结业期的６月底进
行。相比较于现行的考试时间，改革计划中规定

的考试时间更加分散，把考试的项目分散到高中

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其他时间，减少了在高中毕业

的最后期限６月份进行考试的科目，使考试时间由
集中变为分散，减轻学生在短时间内复习考试的

压力和减轻教育系统组织考试工作的负担。

早在２００５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弗朗索瓦·
菲永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Ｆｉｌｌｏｎ）曾尝试改革高中毕业会考，
提议将 “一考定终身”的评定方式改为会考成绩

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考察方式，但是当时由于这

个提案招致强烈反对而搁浅。在法国有一种传统

是 “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通常都会招致反对，因

为改革可能加剧大学之间的分化，并且危害法国

倡导平等的教育原则”［１４］。此次新高考改革计划又

重新采纳了菲永的建议，注重学生的平时成绩考

察，总成绩由会考成绩加上平时成绩，只是各占

比例不同，即四门笔试与口试占毕业会考成绩的

６０％，其他４０％则是由另外两部分组成：公共基
础课平时考试成绩占３０％，高中第二年和第三年
的成绩单分数占１０％［１５］。

３构建新的录取平台，完善优化录取程序
新的网络在线录取平台———Ｐａｒｃｏｕｒｓｕｐ平台代

替了旧的 ＡＰＢ录取系统，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需
要在这个新的平台进行，申请资料的个人文件中

应包含个人简历、动机信、高中最后两年成绩单、

班主任评语以及学生志愿选择等材料。Ｐａｒｃｏｕｒｓｕｐ
系统中包含了法国８０％的高等专业，这些专业主
要是两种类别，一是非选拔性的大多数普通高校

专业，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二是具有选拔性的

专业，其中包括大学校预备班 （ｐｒéｐａｓ）、高级技
师文凭 （ＢＴＳ）、技术学院文凭 （ＤＵＴ）或双学
位等。

在旧的ＡＰＢ系统中，学生直接申请普通综合
大学和专业，有空余名额的专业直接申请成功，

遇到热门的专业，则是根据抽签制度进行随机抽

取，录取过程中几乎没有学校对于学生的考察和

审核环节，这也被批评为是一种 “非人化”的处

理方式［１６］。在新的录取平台中，则进行了一些改

变，增加了一些学校对学生志愿选择进行干预的

手段。学生在申请之后，学校对学生申请的结果

进行回复，一般有同意、拒绝、等待和附加条件

的同意，附加条件的同意是指高校觉得学生在专

业发展还有提升的可能，会根据学生高中毕业文

凭性质 （普通、职业和技术）以及学生申请文件

中的信息来为学生提出个性化的课程学习方案，

学生认可这些课程后高校才会同意录取。在两种

专业类别的申请中，有不同的回复。在 “非选拔

性”的综合大学普通专业中只有同意、等待或者

附加条件的同意，但在热门专业的竞争中，等待

的回复也就相当于拒绝，由于申请者可以报考多

个专业，学生最终都有机会被录取。在 “选拔性”

的学校专业中，学校可能的回复是同意、拒绝和

等待。学生申请理想的专业被拒绝时，可以向招

生委员会安排同报考专业最相近的其他专业。在

新的Ｐａｒｃｏｕｒｓｕｐ系统中，学生如果报考多个专业，
确定录取某个专业后，学生需要在系统中放弃其

他的录取意向和等待机会，将名额释放出来，系

统会再次进行分配。

四、评述及启示

通过对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历史演变的过

程梳理，我们发现，法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也经

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发展过程，中世纪宣誓入会

的注册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开放，实际上充满了

条件和限制。当时就读大学的学生主体仍然是少

部分社会精英权贵群体，大量的底层民众没有接

受到合格的基础教育，也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去

就读大学，况且，当时女性也没有就读大学的权

利。高等教育只局限于一个比较狭隘的群体之中。

而近代社会，法国高等教育在走向世俗化的进程

中，又不断受到国家意志的渗透与影响，使得以

培养精英人才为主的大学校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学

术标准筛选制度，而承担着普及高等教育重任的

综合性大学却一度停办，从而使得广大民众缺少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难

以抵挡，２０世纪初综合性大学的复兴为法国高等
教育体制的逐步成型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双

轨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为法国社会培养人才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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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大学校为国家培养管理类

与技术类的高级专业人才，而综合大学则承担着

普及高等教育以及提高公民素质的责任。由于办

学宗旨的差异使得两类学校采取了不同的招生入

学形式，大学校是以预备学校加上选拔性的考试

制度来录取新生，目的是为社会选拔优秀的人才

进行精英教育，而综合性大学则带有普及高等教

育的性质，因此入学门槛就较低，只要学生拥有

高中会考的毕业证书就可以申请学校。

双轨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推动法国社会持续

发展的同时，也在顺应时代的节奏进行反思与调

整，大学校在保持精英教育基调的同时，试图向

弱势群体倾斜，避免学校成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场所。而综合性大学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也

因饱受学业失败以及质量不高的指责而加大调整

的步伐。法国大学的招生入学制度与我国高校的

招生入学体制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在办学宗

旨兼顾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战略方向上，还是

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因此，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

度的历史嬗变及调整创新为我们国家当前的高考

体制改革可以提供如下借鉴与启示： （１）实施多
样化的招生入学形式。目前我们国家由于教育资

源的有限性，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程度，

但是普及化肯定是我们国家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

必然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法国普及高等教育

的经验与做法，实行多样化的招生入学方式，比

如承担精英教育的部属及省属综合性大学可以采

取选拔性的招生方式，以便于选拔优秀的骨干人

才充实到不同行业，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发挥生

力军的作用。而担负着普及高等教育的地方性本

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学校，则可以实施证书式的

招生入学形式，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

求。 （２）促进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学位衔接，
法国大学校原来只招生预备学校的学生，实施高

水平的专业教育，如今也开始面向综合大学招收

大一、大二学生，使得学生能在普通教育与专业

教育之间自由地转换，为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我们国家也可以效仿此种做法，

在普通大学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架设一座桥

梁，为学生在不同的教育模块之间转换提供更多

机会。 （３）采取多样化的成绩评定方式，高考
“一考定终身”的做法积弊已久，我们可以参照法

国的做法，采用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

式评价学生，从而筛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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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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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０４）［２０１９－０１－１２］．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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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ｉｃｅ／１５／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ｒ０４４６／（ｉｎｄｅｘ）／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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