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高等工程教育现状‘

高 姿

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一行六人，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予1g-91年11月2日至11月7日

在法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此次考察以了解法国高等教育与工商企业结合的情况，

特别是短期高等技术教育(IuT)的发展以及近几年来注意加强应用型工程师培养方面

的发展状况为主。赴法期间我们考察了两所综合大学(巴黎四大和巴黎六大)，一所大学

校(加尚高等师范学校)，．·所短期高等技术大学‘(加尚短舰高等技术大学)，同时还

访问了法国教育部高教司和人事司，法国高等教育国家最高评估委员会，法国教育——

经济最高委员会，并会见了有关官员。我团是自1989年以来，法方接待的我国政府的第

一个高等教育考察团。法方对我们的接待总的看来是热情的、友好的，但其政府官员在

交流上尚同我们保持了一定距离。接待单位和官员为我们的考察内容事先做了一定的准

备，使得考察基本达到了目的。

法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是高等院校种类多样，其组织结构和入学条件因学校各自

的特点和培养目标而各有不同，大体分为综合性大学、大学校(有既定培养目标的高等

专业学院)，高等技术学院和承担教育任务韵科研教育机构四大类。法国的长期高等教

育分为综合大学和大学校两大类，这两大类长期高等教育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招生方法

不同I凡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均可直接在综合大学注册就学，不需经过考试和选拔，

但大学中的一些技术专业、附属的工程师学校则属钭外，都有相应的遘选规定，而报考

大学校必须经过入学竞考，要取得参加入学竟考的资格还必须在高中毕业后到大学预科

学习两年。大学在校生的淘汰率一般是相当高的，大学校分别颁发各自的毕业证书，这

类毕业证书在法国社会享有很高声誉，毕业生很容易持文凭找到理想的职业和工作，

因而大学校在法国教育界拥有显赫地位，。法国人称之为“精英教育”，对理科高中毕业

生和优秀生具有较大吸引力。法国大学校主要有工程师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商业管理

学校等。此次赴法重点考察了工程师学校。

推行新的工程师教育计划

法国工程师学校是法国大学校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现有l绉所具有工1程师文凭授予

权，另外还有一些综合大学附属的工程师学校具有颁发工程师文凭的授予权。由手法国

工程师学校采取“精英教育”的方针，严格控制招生人数，战工程师学校的规模一般不是

很大，目‘前法国高等学校每年只能培养出约1．5万名持有工程师文凭的工程师，远远达不

到经济界的需求，为此，法国已在长期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力推行新的工程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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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工程师教育源于法国教育一经济委员会主帘在1989年报告中均建议。1991年
5月，教育部长在向敢府提交的《大学2000年规划》中正式提出“加强大学的工程师培

养，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法认为，来自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实行新的

工程师培养汁划。据法国教育·●经济最高委员会孙析，1965年盔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

量方面，法国和德国．’日本处于同。水羁而今天，法国低予德国30％，低于日本50％，
1960一1980年，在职工程师人数每年增长3％，而同一时期，美国则增长5％。因此，

必须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加工_程师人数。法认为：每年从学校毕业的工程师人数增长率

应为7—8％。保持这种增长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理科业士数量的增长，吸弓l更多业士

进入工程师学校，推广新的工程师教育，提供多样化的入学途径等来满足工程师培养的

需要，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此，法拟通过实施新的工翟师教育计划，在zoIo

年达瑚每年新增培养1．5万名工程师的目标，加上法国高等工程师学校培养的I．S万名，即

可达到每年培养3万名工程师，与原西德持平。新的工程师教育接收两类学生，一是从

高中毕业生(业士)咿捂收，二是从企业在职人员中招收。新的培训方法力求改变法国

传统的r程师培养模式，增强培养的职业化方向，改变教育与经济之阍存在的“严重隔离

性质”，加强经济界对工程师培养盼介入等。新的工程娜教育主张多样化的入学途径，

提倡工读交替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发展～些能让高级技术员在获得相应证书之后，或经

历过几年职业生活之后，再入工程师学校进行全日箭或工读交替学习的教育。这种新的

教育形式，学习期限一般为5年，其中大学学习8年，企业实习(工作)2年，时间的

具体分配按学校和企业所签合同进行。学生在企业实习时，由企业给～点补赔，或根据

合同付给一定工资。新的工程师教育与高等工程师教育一样，毕业时可颁发工程师文

新的：￡程搏教育较之传统的工程师教育更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灵活洼，受劲企业

的欢迎。一些高中毕业生也因为这种新的工程师教育更有利于就业而愿意选择这种方

式。在冶金、计算机等行业以及一些大型公司，也因为这种形式更有利于人才的双向选择

而更喜欢新的工程师培养方式。但法国有5—6‘个传统的工程师学校，从傥秀的理科业士

中选拔学生，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始终较大，新的工程师教育与其相比，尚无较大的竞

争力。=巴I黎六大是法国著名的综合大学，该梭负责工程师教育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该

校近些年十分重视工程师教育，．并下设两个工程师学校，一个建予5年前，另一个建于

i990年，-建校对只招收在职技术人员，从i991年起招收两类人员，一是高中毕业生(韭

士)，二是企业来的技术员6每年接受长期教育的学生有6500名，‘费用由企业支付}学

校负责新工程师教育的部门是学校里最富有的部门。色黎六大认为，工程师教育的发展

受到政府的鼓励，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同时，沟通了大学与企业的联系，消除以往因隔

离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如企业认为大学只培养会思考而不会工作的人，而大学则认为企

业人员只会工作，’不会思考。通过新的工程师教育，大学要向社会证实，自己所培养的

人才不仅是会思考的，而虽是会工作的。巴黎六大很自信地认为，象他们这样实力雄厚

的大学所培养的工程茆，将会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受企业的欢迎。

法国教育部所属的教育一经济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梅兰先生在向我们介绍《2000年
的法国需要怎样的教育澍度?》(该委员会给国民教育部长的报告)时说，法国缺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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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际昧准的科学技术大学，工程师学使规漠不大，在研究游动与凌备条件方面又有其

战略性缺陷，因而必须促进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可能的自愿联埝，以改变大蹙技术研

究机构低效率的、脱离工业实际和教育实际的状况，并建议发展科学技术大学。该委员

会认为，明天的工程师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缩手缩膊泡千着在世界上我们的主

要对手大干特干的事，建议政府必须在大学里发展技术教育，使玉程师学校具有更强的

竞争熊力，并加强王‘程师学校与大学的联系。"该委员会还建议，应集中在工程师学校

和大学里发展工程师培调，避免遵景分散，要从政策上促进发甏高等教育机梅号企业之

闻的联系，以保证新的：王程师教育更适应于社会的需要。

离等技术学院(IUT)的发展

IUT全称为高等技术学院，又称短期技术大学，是自1966年才开始建立的新型高等

学校，带有短期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学豺一般为=年，设有19个专业，其中第二产业

11个专业，第三产业8个专业。学生每周课时30上35小时，．两：年中有八周在企业进行实

习。

法国IUT的发展乜有25年历史。IUT的发展一是由于高中毕业生的逐渐增多，二是

由于市场缺乏高级技术人才。由乎!UT毕业生活应劳动市场‘的需求，使得近年来发展迅

速。它主要为社会培养高级技术员、生产管理人员、应用科研人员等。IUT建搜时，法

国政府已明确规定其必须附属予一所综合大学，但有自己的独立预算藕管理体制。目前

法国有72所IUT挂靠于各练合大学。法国教育部计潮凡5万人口以上的城j市都要有至

少一个IUT，在1995年前，汁划新增5万rUT-学生，新增160个IUT笋科、专业，拟每年建

没40个，并在其高教司下设立了a短期技术大学跟踪和指譬委员会"，对IUT的工作予

以指导并提出若干建议，t最奎要的建议就是在什么地方新增设IUT,以及如何新增藿uT

专业等。IuT系统还育19个专门拯救挚委员会，-每筚都要对IuT的教学内容进行研究。

IUT建校初期，原设待是为更多的技术业士和职业业士提供进．一一步深造的可熊，但由于
I uT的迅速发展，目前，IUT的学生中60％来自理科业士。 “．

大巴黎地区的加尚短期技术大学楱长多近松先生向夤们介绍了该校现状；该校成立

于1966年10月，附属于加尚大学，是法IUT中办得较出色的～所。该校有学生900Jk，教

师7：8人，技术人员30人，行政人员3D人，分为信息系√自动控翩系、机械制造系三个

系，每年还有360入左右接受继续教育。’教育部每年拨款2500万法朗，工资即占2000万法

朗，运转费500万法朗。学校通过技术转让、举办继续教育每年可以从企业获剩200,0万法

朗，几乎接近教育部的拨款数，其中600万法朗用于设备更新。该校实验设备条件较好，

在校生使用只需实验能力的60％∥40％的实验能力可闻予商业性服务。该校校长认为，

教育部要渤减经费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好的政策。倘若使学校同企业联系

削弱，那么，所带来的损失，包括经费上的损失会更严重。，

该校校长还认为。；IUT的演变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

展，造成IUT毕业生在心理上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作几年后，职业难以晋升，使得相当

多的IUT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的道路，尤其是在这样条件较好的IUT学校，约6Q％的学

生继续深造。这对社会来说是遗憾的，但必须承认工程师学校培养的水平高于IuT。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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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IUT的发展可能会形成两类体系s即一类往工程师学校方面靠，一一类质量会滑

坡。如果真的产生这样的分化，将使IUT教育失败，但从整体上看，IUT在近期内还不

会发生很大变化。

法国教育一经济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梅兰先生认为，IUT发展时间不长，其效果却
比较令人满意，但还满足不了要求，政府已决定继续发展IUT。IUT设在大学，逐步改

变了综合大学不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也促使IUT的教育质量更高一些。IUT成立

初期，。原设想让更多的技术、职业业士受弼高等技术教育后即可进入社会，但由于IUT

毕业后，其择业和工资晋升仍受到一定限镧，所以现在有40％的IIJT学生毕业后还得到

其他大学继续深造。这是不正常现象，但有其社会原因。总的来看，IUT是成功的，尤

其在第二产业是相当成功的，成功之处在于教育与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

国家高等教育的两个咨询机构

赴法期间，我们还考察访问了法国国家高等教育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即隶属于教

育部长领导的法国教育——经济最高委员会和隶属于总统直接领导的法国高等教育最高

评估委员会。这两个主要咨询机构的工作对法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较大影

响，同时又受命于政府的直接领导，因而在本质上对法国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教育——经济最高委员会是法国教育部下属的一食非行政部门，受教育部长直接领

导，曲24人组成，除主席、副主席和少数教授代表学术界外，大部分成员来自工商企业，

是一些行业、部门的代表。其主爨任务是：研究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社

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河题，并为此提出若干建议，供法国政府参考。这个委员

会1988年给国民教育部长的报告《2000年法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对法国未来十

年教育政策及规划具有相当影响力，其中多数建议已被部分地或全部地付诸实行。该委

员会1990年提出的新的工程师培养计划已在组织实施之中。法国一些社会职监组织评价

该委员会的·些建议使学校与企业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深魏的变化，而该委员会正为这

场悄悄的变革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

高等教育最高评估委员会始建于1984年，1985年经法国总统批准正式成立，隶属于

法国总统领导，在法国机构中独具特色。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评估大学、luT、高等教

育机构的工作，并提出咨询和建议。该委员会由25人组成，均由法国总统任命，成员中

1人来自国务院，1人来自财政部，4人来自国家社会：经济委员会，其他大部分成员来

自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委员会设蘑秘书长1人，．每年预算独立。该委员会每年评

估12所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并公布评估报告。

法国的评估与督导镧度分开；督导一般由教育部负责，评估主要针对学校的办学效益

和运行状态，一般不进行教学方面的单项评估。最高评估委员会制定了一套评估体系，

主要方面是大学生获文凭率、就业率、考试成功率及学习期限等。评估后不对大学进行

排序，但对相同系、科的管理机构要进行分析，并对幕、科进行评估后大排序。评估工

作由专家进行，专家的选择由最高委员会负责，一般规模小的学校由4—5位专家负

责，规模较大的学校一般由10一20位专家负责。每评估一所学校，最高委员会就要有2人

专门负责，委员会主席、秘书长等要去被评估学校进行实地考察，与被评估的有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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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换意见，而后由最高委员会参加评估工作的人员写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寄给被评

估学校校长，校长要对评估报告作出反应，最后连同报告一并发表。

最高评估委员会认为，法国教育机构属公共服务机构，但他们之闲应具有一定的竞

争性，面评估是可以促进竞争的，是教育、科学界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评估伴随着学

校独立的责任，一些已被评估的学校正在按评估时提出的各种建议进行改革，因而目前

已有不少学校主动申请尽早被评估。

法国高等教育在面临21世纪的今天，十分关注高等教育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问题，

提出了加强大学的职业化教育，发展两年制的高等技术教育以及推行新的工程师培训

教育和有关的继续培训教育，以改变法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节奏，使之符合未来社会的要

求。

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为了迎接挑战，都

把发展教育作为加强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高等教育方面强调为社会服务，与

经济建设紧密结合是法国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九十年代变革的主题之一。我国社

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与法国高等教育在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考察、

借鉴法国高等教育为适应下世纪需要而注重加强与社会联系的同时，我们深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为我国年轻的高等教育在发展中进行的改革，

为一批重点大学在陆续走向世界时所展示的活力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法考察访问期间，

我们不仅了解、借鉴到一些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定参考作用的经验，而且从两国高

等教育制度的对比中，切身感受蓟我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

将与时代同步，不仅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更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会不断发展并在

未来保持自己应有的领先地位。

中国高教学会第七次秘书长会议在长沙举行

中国高教学会第七次秘书长会议于1992年8月25日至27日在长沙举行。这次会议是

在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时刻召开的。与会同志围绕在加快改革开

放中如何进一步做好高教学会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通报了有关年底换届事

项，明确了今年学会工作目标、方向、任务。会议讨论、部署了1992年高教研究重点课

题，主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深化高教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研

究；高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研究，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德育摆在首位的

研究；高等教育科学理论和学会自身建设的研究等。与会同志认为举办学术枉团理论研

讨会等多层次、小型专题研讨会是必要的。会上，安排了1993年评选优秀高教科研论文、

专著工作，并对继续办好学会“简报"、《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提高办刊质量，大

力做好宣传、发行、交流研究成果等，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章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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