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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博洛尼亚进程是一项旨在建设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

在这项改革计划中，学位制度改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博洛尼亚进程下的

德法学位制度改革，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博洛尼亚进程的认识，而且可以为完善

我国的学位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分析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动因和

发展历程；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比较分析博洛尼亚改革之前，德法两国的学位

制度；再次，从现状出发，比较分析德法两国在博洛尼亚进程改革中所采取的措

施、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德法两国的学位制度改革进行总结分

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学位制度的参考意见。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第一，在博洛尼亚进程改革前，德法两国的学位

制度在学位种类、学位授权、学业修业年限均存在差异，然而却都是实行高淘汰

率制度，都与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不一致；第二，在博洛尼亚进程学位

制度改革过程中，德法两国均采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扩大高校的自

主决定权；第三，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德法两国各有侧重。德国强调走出国门，

依托国际高等教育平台促进改革顺利实施，法国则侧重依据本国力量，通过加强

法制建设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第四，不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学位制度改革

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我国实行学位制度改革时，一定要从本国的教育国情出发。 

 

关键词：博洛尼亚进程；学位制度；德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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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Bologna Process is to build a harmonious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Degree system refor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Bologna Process. 

Researching Bologna process is significant, and it can not only enrich our knowledge 

of Bologna Process, but also give us some suggestions on reforming our own degree 

system. Apart from the preface and conclusion,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zes the cause and development of Bologna Process. 

The second chapter reviews the degree systems in German and France before 

reform and then analyzes the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German and France  

The fourth chapter sums up the effect and problems in German and France. 

Based on those at the end of paper it sums up some suggestions to perfect our degree 

system. 

Major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thesis: first, before Bologna Process, 

German and France are different in degree types, degree granting and studying years, 

but they are both different from international degree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high 

drop-out rate; second, in aspects of measures adopted by two countries, they are both 

implementing three-cycle degree system and expand the rights of universities; third, 

in implementing Bologna Process, German and France have different emphasizing 

points. German makes good us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France mainly 

relies on itself and enforces making laws; fourth, different governing systems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degree reform, so we should consider our higher education 

condition when we reform our degree systems. 

 

Key words: Bologna Process; Degree system; Germa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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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研究的缘起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就陆陆续续地展开了，然而这

种一体化从未触及到教育领域，直至《索邦宣言》的发表，教育这一“政治敏感”

区域也终于打上了一体化的烙印，至此，作为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

程正式地启动了。 

截止到目前，博洛尼亚进程各参与国的教育部长共召开了 7 次会议，分别是：

索邦会议（1998 年）、博洛尼亚会议（1999 年）、布拉格会议（2001 年）、柏林

会议（2003 年）、卑尔根会议（2005 年）、伦敦会议（2007 年）、鲁汶会议（2009

年）。在历次的会议中，实行统一的学位制度、促进学生的流动都是一项重要的

议题。我们知道，欧洲幅员广阔，各成员国的教育体制各不相同，学位制度形形

色色，学位称号五花八门。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欧共体发布的

欧盟委员会执行“实施普通职业训练政策的总原则是致力于培养国家经济和共同

市场和谐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的规定，①要求人员能够在欧洲劳动力市场内自由

流动，然而，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不一，学位制度不尽相同，使得人员自由流

动的计划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屡屡受挫，因此，只有加强欧洲各国在高等教育方

面的合作，才能消除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正是因为如此，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十

大目标之中，改革各成员国原有的学位制度，实行便于比较的、易读的学位制度

是重中之重。  

学位制度改革牵涉到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它映射出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

化积淀，因而学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学位称谓的简单修改。正因为如此，原定

于在 2005 年之前实行统一的欧洲学位制度的计划未能按时完成，《伦敦公报》不

得不再次延缓完成学位制度改革的时间。对于我国而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实现，教育多元化的发展，现有的学位制度也暴露出了与这种趋势不相适应的问

题。立足传统，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一直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同时，教

育全球化的发展也要求我们从全球的视野来审查我国教育的发展，只有做到知己

                                                        
① 赵叶珠. 试论博洛尼亚进程的政策目标及基本特征[J].现代大学教育,2008,(5):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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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本文之所以选择德法两国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几

点原因：第一，德法均为博洛尼亚进程中学位制度改革幅度比较大的国家；第二，

德法两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不一，一个是分权制，一个是集权制；第三，德法均为

博洛尼亚进程的发起国；第四，德法均是欧盟大国，资料相对丰富。因而，本研

究试图在两者存在共同之处的基础上找出不同之处，在共性中探寻差异性。 

通过对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法学位制度改革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充分地掌

握这两国改革的背景、改革的进度，深入地了解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

足之处，丰富我们对欧洲高等教育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为我国的学位制度改革提

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自《博洛尼亚宣言》发表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都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有从理论上探讨博洛尼亚进程性质的，也有分析总结博洛尼亚进

程实施状况的；有从宏观进行整体分析的，也有从微观入手，进行国别研究的。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在会议报告、专著、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中均有体现。由于本

文主要研究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法学位制度改革，因此在文献查新的过程中，将

资料的起始年限界定为《索邦宣言》发表的时间，即 1998 年，同时，由于博洛

尼亚进程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变化的过程，而笔者时间精力有限，故资料的截

止时间设定为 2009 年 12 月。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整理和分析，笔者发现，目前关

于德法学位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学位制度改革整体状况的研究 

自《博洛尼亚宣言》发表以来，无论是欧盟层面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还是

我国国内的学者，都纷纷对博洛尼亚进程学位制度改革的进展进行了追踪研究，

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专门从欧盟层面分析学

位制度改革的，也有研究博洛尼亚进程的总体实施状况，从而涉及到学位制度改

革的。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国家的学位

制度出发进行研究。 

在专门分析学位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欧洲大学联合会2002年发布的《欧

洲硕士学位和联合学位调查研究》（Survey on Master Degrees and Joint Degrees in 

Europe）是目前可见的最为全面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按照博洛尼亚进程对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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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分类，分别分析了北欧、波罗的海诸国、南欧和西欧、中欧和东欧学位制

度改革的实施状况。此外，该报告还探讨了学位的“学术导向”与“职业导向”

之间的博弈、旧制硕士学位与新制硕士学位的关系、学分转换体系、文凭补充等

在学位体制改革中所起的作用。①这份报告是诸多研究成果的结晶，因此，信息

覆盖面非常广，对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内容上的参考意义，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

意义。 

    另外，Juha Kettunen, Mauri Kantola（2006）的《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The 

Implement of the Bologna Process)②、欧洲大学协会每两年发布一次的趋势报告③和

一年一次的年度报告④都从整体上对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进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学位制度的改革进展自然也包含其中，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此外，

德国、法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国家报告总结了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并分析了存在的

问题，其中的学位制度改革部分是本文的直接参考资料。 

国内关于学位制度改革整体状况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学位论文和各类期

刊文章中。学位论文方面，高静（2009）的硕士论文《“博洛尼亚进程”新进展

研究》系统阐述了《卑尔根公报》后博洛尼亚进程的新进展。在学位制度方面，

从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三级学位体制改革与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的契合度、新旧

学位体制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学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⑤
是本文写作的重要

参考。王超（2008）的博士论文《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研究》首先分析了欧

盟层面的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背景，然后从国别入手，阐述了德国、法国、英国、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整体状况。
⑥
由于该文从宏观入手，因而在论述

学位制度改革时略显简略。孙传春（2008）的硕士论文《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

高等教育政策调整》，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视角分析了博洛尼亚进程对欧洲高等

教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论文的第三章中，具体分析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俄

罗斯四国的学位制度改革，
⑦
内容丰富，略显不足的是未对四国的学位制度改革

                                                        
①
 EUA. Survey on Master Degrees and Joint Degrees in Europe [EB/OL]. 

http://saturn.uab.es/pub/bscw.cgi/d79755/Survey%202002.pdf. 2009-8-12. 
② Juha Kettunen, Mauri Kantola. The Implement of the Bologna Process [EB/OL].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ajg1p3896t085610/. 2009-6-19. 
③
 博洛尼亚进程官方网站. 

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documents/EUA_Trends_Reports.htm. 2009-5-28. 
④ 欧洲大学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www.eua.be/bologna-universities-reform/ects/activities/. 2009-2-10. 
⑤ 高静. “博洛尼亚进程”新进展研究[D].西南大学 2009 届硕士论文. 
⑥ 王超.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研究[D].厦门大学 2008 届博士论文. 
⑦ 孙传春.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调整[D].上海交通大学 2008 届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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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分析。期刊文章中，张爱玲，马开剑(2008)梳理了博洛尼亚进程中学位

改革政策的发展，总结分析了博洛尼亚进程中学位改革政策的特点与作用，
①
是

目前国内唯一可见的专门研究博洛尼亚进程中学位改革政策的文章，对本文的研

究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另外，也有学者对某一层级的学位制度改革进行了具体研

究，如刘亚敏，胡甲刚(2008)从联合硕士学位出发，探讨了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学

位制度改革；
②
李雪垠（2006）

③
、周琴(2005)

④
分析了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博士培

养制度改革。 

（二） 关于学位制度改革国别比较的研究 

    目前，国外国别比较的资料相当丰富。荷兰特文特大学 Johanna Katharina 

Witte（2006）的博士论文是国别比较的典型之作。该文比较了德国、荷兰和法

国 1998 年至 2004 年间高等教育体制的变化。这篇论文不仅介绍了德法两国引进

的学士-硕士学位，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新的学位制度对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关系、

对质量保障、对课程设置、学生入学资格、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学位学习

项目资金的影响。该文认为各国原有的高校类别、学位种类以及高校的管理制度

的差异是造成各国实施力度以及成效不一的原因所在。⑤这篇论文资料丰富，而

且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德法两国学位制度改革的差异性，对本文的写作有很

高的参考价值。略显遗憾的是，该文仅仅介绍了学士-硕士两级学位的改革情况，

对于博士学位则一笔带过，没有进行详细地阐述。 

另外，联邦德国教育与研究部 2005 年发布的《博洛尼亚进程下的学士和硕

士学位课程现状以及欧洲部分国家和德国的比较研究》(Statu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achelor and Master Study Programmes in the Bologna Process and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Germany)从新学位的引进状况、不同层级学位

的逻辑关系、学位层级之间的协调、新的学位制度对于高校课程的影响、新的学

位的认证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学位制度改革状况。⑥这

                                                        
① 张爱玲, 马开剑.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位改革政策[J]. 全球教育展望, 2008,(11):55-58. 
② 刘亚敏, 胡甲刚. 联合硕士学位：欧洲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 2008,(15):76-78. 
③ 李雪垠. 欧洲推进“博洛尼亚进程”的博士生培养改革[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10):69-72. 
④ 周琴. 欧洲推行博士培养一体化[J]. 比较教育研究, 2005,(1):91. 
⑤
 Johanna Katharina Witte. Change of Degree and Degrees of Change [EB/OL].  

http://www.utwente.nl/chep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202006/2006wittedissertation.pdf.2009-10-12. 
⑥ Bundesministerium fur Bildung und Forschung. Statu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achelor and Master Study 
Programmes in the Bologna Process and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Germany [EB/OL]. 
https://bundesbildungsminister.de/pub/bachelor_u_master_im_bolognaprozess_in_eu-en.pdf. 200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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