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卷第 3期                           国际高等教育                            Vol. 17, No.3 
2024年 11月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2024 

15 

 

法国：平等机会与择优录取 

安德烈·苏尔索克 

安德烈·苏尔索克（Andrée Sursock）：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高级顾问 

电子邮件：andree.sursock@eua.eu 

 

2018年，法国对其高等教育集中录取程

序进行了改革，推出了高校统一招生平台

Parcoursup，此前的大学录取程序随机将学生

分配到高等教育机构。由于 Parcoursup 系统

提供了比之前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学生做出选

择，人们曾期待它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然

而，系统一经推出，就因组织了一种变相的

选拔过程而受到批评，已有研究跟踪了其对

边缘化群体的负面影响。 

平等机会与精英主义 

在法国，人们对于提供平等机会（égalité 

des chances）并因此开放高等教育入学资格

有着广泛共识。然而，这种共识与“共和精

英主义”理念并存不无矛盾。这一理念体现

在由拿破仑为大学校（grandes écoles，法国

教育部定义为“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学生并确

保优质教学的高等院校”）引入的分级竞争

性考试（concours）中，而这种考试导致了社

会再生产。 

这种矛盾产生了双轨制：所有高中毕业

文凭（baccalauréat）持有者都可以进入高等

教育学习，但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比如越来

越多的大学专业设有择优录取，还有大学校

及不断扩大的私立教育领域。 

关于平等的社会共识也与个人策略存在

冲突。许多法国家庭倾向于择优录取，但他

们根据自身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以不同

方式定义择优录取。对于中产阶级、教师和

学术人员的子女来说，择优意味着以入学大

学校为目标，其次是大学的选择性专业。这

些人通常熟悉如何在复杂的中学和高等教育

系统中生存发展。而对于边缘化群体和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来说，择优则意味着追求

私立教育的稳定性——私立教育常常宣传自

己（较其他大学而言）为学生提供更多支持

及更为亲近的学习环境。 

边缘化背景的学生在 Parcoursup 系统

中的表现如何？ 

在法国，公平（equity）问题主要基于社

会经济背景来定义。法律禁止考虑种族、宗

教或种族背景，中学对弱势群体的正式支持

较少，仅残疾学生例外。Parcoursup 系统旨

在通过向边缘化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来

缓解不平等，但并未重点支持特定类别的学

生，残疾学生仍为例外。 

资金问题在法国并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

要因素。公共教育费用普遍较低，并提供基

于需求的奖学金。根据《欧洲学生 2018～

2021》（Eurostudent VII 2018～2021）报告，

法国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低于其他欧洲

国家，仅不到 19%，尽管在新冠疫情引发的

通货膨胀后这一比例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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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强调平等

（equality）和团结的传统，但它在 OECD成

员国中依然是社会不平等最为突出的国家之

一。《欧洲学生 2018–2021》报告指出，大

多数学生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而更令人担

忧的是，父母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学生比例

正在下降。 

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的不均衡

上，也体现在学业成功率的差异中。女性和

父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

低的自信心，这直接影响他们对学习项目的

选择，进而导致特别是在大学校中的性别和

社会失衡。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校需要为来

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为

此，这些学校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帮助位

于贫困社区的学校的优秀学生准备申请，或

为这些学生设置不同的录取渠道。然而，通

过这些举措受益的学生人数仍然有限。 

在历史上，相当一部分进入开放入学通

道的大学生未能完成第一学年，其中大多数

是持有职业类高中毕业证书的学生，而这一

群体中有大量来自弱势背景。这类教育课程

并非为进入大学而设计，但也并不禁止学生

注册。 

Parcoursup 系统：备受争议的集中分

配系统 

Parcoursup 系统采用了一个算法，被批

评为在本应允许所有高中毕业生申请任意大

学的背景下推行了不透明的筛选过程。这一

情况引发了激烈反响。2018年初，随着一群

蒙面人员袭击了 50名抗议 Parcoursup系统的

学生，关闭大学的运动迅速蔓延。幸运的是，

随着夏季的到来，事态逐渐平息。 

尽管如此，Parcoursup 系统仍然存在争

议。尽管政府确实付出努力解释筛选过程，

并尝试让系统更加透明，但公众讨论的焦点

已从筛选机制的选择性转向了由此引发的焦

虑，尤其是质疑是否所有家庭和学生都具备

应对系统复杂性的能力。 

Parcoursup系统：复杂的申请流程 

毋庸置疑，Parcoursup 系统的流程十分

复杂。如果家庭无法提供帮助，学生往往只

能独自应对，而大多数法国学生在 17岁时就

要经历这个过程。最新研究指出，来自弱势

背景的学生相对更可能孤立无援，并且事先

能获取的独立信息有限。 

在缺乏建议和支持的情况下，申请流程

会显得非常繁重。2023 年，Parcoursup 系统

提供了多达 2.1 万个本科项目，申请者最多

可申请 20个项目，并且每个项目都需要单独

填写一份申请文件。 

尽管流程复杂，Parcoursup 系统努力在

选择性与公平性之间取得平衡。最终的录取

由各高等教育机构自行决定。在大学中，各

个院系会自行筛选学生，且需按照比例招收

一定数量的基于需求的奖学金学生。 

压力与公平感 

Parcoursup 系统一直处于媒体的密切关

注之下。每年春季，媒体都会追踪获得录取

通知的学生人数以及仍在等待中的人数。尽

管自该系统启动以来不断优化，众多关于

Parcoursup 系统的报道仍加深了人们对其不

尽如人意的印象。 

许多学生认为申请流程压力大且略显不

公平，这种感觉在弱势背景的学生中更为普

遍。公平感与学生的选择有关：他们被建议

在做决定时，将稳妥选择与具有挑战性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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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相结合。成绩较好的学生（通常来自较优

越的背景）更有可能得到家长的帮助，选择

更少且更稳妥，因此不太容易感到该流程有

压力或不公平。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Parcoursup 系统仍

带来了一场小规模的变革：如今，大学可以

像大学校一样进行择优录取。然而，对

Parcoursup系统的持续关注及法国社会对“机

会平等”理念的共识，确保了“机会平等”

始终位居公共讨论的前沿，即便尚未完全实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