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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對巴黎政治學院（IEP,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通稱Sciences Po de Paris）這所

學校感到陌生，但你可能對2012年4月間的一則

新聞略有所聞，「前往紐約參加由聯合國所舉辦

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的巴黎政治學院校長理查．

德冠（Richard Descoings），被發現陳屍於紐約

下榻的旅館房間內，其隨身之手機和電腦則在旅

館三樓陽台被發現…」。為何一個大學校長的意

外死亡會引起國際媒體如是的關注與報導？原因

除了一些政治聯想（正好接近法國2012年總統選

舉第一輪投票）外，與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正

鬧的滿城沸沸揚揚的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

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也曾是巴黎政治

學院經濟系的教授，聽上過他的課的同學描述，

其上課內容精彩之外，也很具個人獨特的魅力）

的性醜聞案同是法國名人也多所關連，但更重要

的是，他是培養法國政治家及企業管理人的搖籃

「巴黎政治學院」的校長。

巴黎政治學院的前身是巴黎自由政治學校

（L'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由埃

米爾．布特米 （Emile Boutmy）、依波利特．

阿道爾夫．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恩斯特．何農（Ernest Renan）等知識份子及實

業家於1872年所共同成立的學校。二戰之後，法

國政府於1945年頒布法令，成立國家政治科學

基金會（FNSP,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接收巴黎自由政治學校的資產，並負

責管理同時由巴黎自由政治學校改名的巴黎政治

培育法國社會菁英的搖籃─巴黎政治學院

詹彩芸

學院。目前，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下設有巴黎政

治學院外，還設有九個研究中心、圖書館、出版

社等共十二個單位，研究中心之研究員可指導巴

黎政治學院的碩士及博士生，圖書館藏書豐富，

不管是在質和量方面都居法國各大學圖書館之

冠，出版社每年則出版至少三十本不同領域之專

書及七本期刊。

巴黎政治學院屬於法國大學校（G r a n d e 

École）的系統，學生是透過參加考試入學。學士

的入學管道，法國學生基本上是參加巴黎政治學

院的獨立招生考試及高中在校成績評量，錄取率

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以2011年為例，5,360名

應考生中，入取965名；再者，巴黎政治學院是非

常強調國際化的學校，外國學生可透過國際入學渠

道入學，以2011年為例，學士1,500名申請人中，

入取490名。目前該校的外籍學生約佔總學生人數

的40%，大約有四千多名學生來自世界一百多個國

家。三年的學士學程中，學生在第三年，必須選擇

到國外一所與巴黎政治學院有簽訂相互交流的學校

就讀，一方面可達到學生外語能力的訓練，另一方

面也可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培養多元價值觀，目

前該校與台大及政大簽有交換學生協定。

而碩士及博士學程的入學方式，在此以我

個人的經驗與讀者們分享。法國在2005年起修

定法國獨有的學制DEUG（2年制）、Licence（3

年制）、Maîtrise（4年制）、DEA或DESS（5年

制）及Doctorat（8年制），而改以實施與歐美各

國可相互接軌的LMD新學制，也就是3年制學士



49

PARISCOPE 學府素描

（Licence），5年制碩士（Master），8年制博士

（Doctorat）。我在2007年九月再度負笈法國深

造前，於同年的三月份已寫好論文研究計畫，並

著手接觸可能的論文指導教授及準備妥兩封推薦

信函，很幸運地，巴黎政治學院研究臺灣及中國

大陸政治議題的專家Françoise Mengin（梅珍）女

士，在四月間前來臺灣進行研究資料收集，並對

我的論文研究計劃頗感興趣，但因停留臺灣時間

短暫，約好五月她再度前來臺灣政大參加研討會

時當面討論，經過兩次討論並修定的論文研究計

畫，連同其他申請入學的相關資料一併於五月間

寄達巴黎政治學院，六月底前往該校進行面試，

經亞洲部門的主任同意後，資料交由該校碩、博

士招生委員會做最後的裁定，終於，我在七月底

收到該校的決定，結果令我喜憂參半，喜的是獲

得入學通知，憂的則是，必須從碩士第二年讀起

（因新舊學制的關係），若要繼續讀博士，必須

先通過碩士這一關的考驗，且成績必須優等才有

機會，就以2011年為例，博士學程六個領域（歷

史、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社會學及法

律）的平均錄取率大約是28%，也就是127位候選

人錄取36位。因此，面對此一情況，只能火力全

開，努力往前衝。

巴黎政治學院在法國社會享有盛名，法國

約有70%的政治人物及80%的企業管理人畢業於

巴黎政治學院，因此該校享有培育法國社會菁英

之搖籃的美名。以法國第五共和為例，七位總統

中有五位是巴黎政治學院的校友，幾乎每一任總

理也都是畢業於該校，多位非洲國家總統或是總

理也都曾經在該校學習，而巴黎政治學院又是如

何教育法國社會未來的領導者及管理階層？其教

學、管理及其所能提供之資源又有何特色？首

先，學校在開學時，依不同學程（學士、碩士及

博士）選定不同日期於學校大禮堂舉辦迎接新生

大會，校長、學術及行政主管都會與會，並分別

向學生說明學校教學之目標及可提供學生使用之

資源有哪些，緊接著，個別系所也會舉辦迎接新

生活動，系所老師均受邀參加並向學生介紹各自

研究及教學領域之專長，讓學生在正式選課之前

可有具體的參考判斷的依據；相對的，學校對學

生的要求與管理也非常的嚴格，我在剛入學之

初，還真有感受到當年高中考大學時的壓力，每

堂課不准遲到早退，還必須簽到，有些課程甚至

每堂課舉行小考，上課也必須發言參與討論…，

這些都會納入老師評量學生的標準，是形式上的

要求，事實上，正是訓練及培養學生的紀律、效

率及自我表述能力（有些課程，老師在上課時要

求學生在短時間內讀完一份資料後發表意見，在

這過程中，學生培養出在短時間內歸納整合及口

語表述的能力），也正因為前述的要求與管理模

式，巴黎政治學院的校風，潛藏著一股正向的競

爭力量及一顆朝向成功的企圖心，這或許是法國

菁英教育體制下的大學校，所共同擁有的風氣。

在某種意義上，我能夠就讀巴黎政治學院

也是受惠於前校長理查．德冠的「改革開放政

策」，他自1996年至2012年4月擔任校長期間，

進行的多項改革，譬如：在巴黎精華地段第六和

第七區不斷地擴充校區、招收更多國際學生、讓

來自貧困或治安敏感地區的高中優秀學生，也能

透過特定的入學管道（CEP, Convention éducation 

prioritaire），進入一向被認為擁有貴族形象且高

學費的巴黎政治學院就讀。以2011年為例，在810

名來自貧困或治安敏感地區的高中優秀學生申請

案中，共計錄取125名，這項新措施的理念與目前

中國大陸所推動的「撿回珍珠計畫」，有異曲同

工之妙，讓來自弱勢家庭的優秀學子，也有機會

接受良好的教育資源，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有更

好的發展可能性，這可謂是法國菁英教育體制的



50

PARISCOPE 學府素描

一大突破。

我在該校的五年學習期間（一年碩士及四

年博士），深感學校的行政管理有方、服務相

當的有效率、學術資源的提供非常的實質與多

元，正符合該校的校訓「卓越、創新、多元」

（Exellence, Innovation, Diversité）的指標，在此

列舉幾個實際的例子，以玆佐證。學校為了掌握

碩、博士生的學習進度，每一新學年開始之初，

學生必須提交一份詳盡的學習進度報告，詳列論

文的進度、發表之論文、參加之研討會等，作為

下一學年是否可繼續註冊之參考；相對地，學校

也會提供學生所需的資源，例如做田野調查時補

助部份旅費等；而在學術方面，各個研究中心也

會不定期的舉辦多場專題演講及研討會，甚至有

些博士生專題課是以研討會的方式來進行，學生

可透過該平台，吸收所需之專業知識，並與來自

其他學術單位之學者專家進行意見交流；另外，

國際間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如：翁山蘇姬、

國際貨幣基金機構總裁拉嘉德等）在巴黎參訪期

間，往往會受邀到巴黎政治學院發表演說或進行

對談，讓學生與在國際社會具影響力的人物，能

有直接面對面的機會，並受其薰陶；最後，外國

學生在法國就學期間最被困擾的事，是每年居留

證的申辦，為此，學校也會在每學年之初，另闢

居留證申請辦公室，服務該校外籍學生，該校的

外籍學生因此可避免遭受在警察局大排長龍及等

待之苦。

目前就讀巴黎政治學院的臺灣學生屈指可

數，願這篇文章能提供臺灣讀者進一步認識培養

法國社會政治和企業菁英的搖籃─巴黎政治學

院，讓有志前往法國深造的學生能多一所學校的

選項。

（本文作者為巴黎政治學院博士）

本會贊助年度法國漢學博士論文獎11月17日頒獎

本會自1998年起，透過教育部駐法單位，與法國漢學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tudes 

Chinoise, AFEC）洽設「漢學博士論文獎」，本會提供獎金，委由AFEC辦理甄選，贈予年度法國最

佳漢學博士論文作者。設置時，每年贊助兩個名額，獎金由本會負擔，後來改由教育部與本會共同

贊助，現在年度獎金總額為2,000歐元，原則上由兩位得獎人均分，但過去曾經有幾年錄取過3位得

主共享總額。

該論文獎本年循例由駐法代表呂慶龍於漢學研究學會年會中頒發，以往年會多在6月間舉行，今

年改在11月17日，駐法代表處教育組組長陸美珍也出席頒獎儀式。本年得獎人共兩位，首獎是來自

臺灣的吳秀琪，第二位是Katiana Le Mentec。吳秀琪博士曾在民國95年獲得本會「法國進修文教獎

助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