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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洛尼亚进程概述

第一章



�

一、博洛尼亚会议

博洛尼亚进程可以说是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代名词。

在1999年，欧洲各个国家的教育部长，聚集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

召开会议，会上提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方针，这项规划的目

标——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博洛尼亚进程的发起

者和参与国家希望，到2010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

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

的承认，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

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建成

欧洲高等教育区，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作出贡献。

二、博洛尼亚宣言

1999年6月，欧洲29个国家高等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

议上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宣言确定了到2010年建立“欧洲高等教

育区”（Европе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的发展

目标，博洛尼亚进程(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正式启动。

博洛尼亚宣言的主要内容：

（1)建立容易理解以及可以比较的学位体系　　

就是说，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在欧盟27个国家的公立大学

之间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可以相互比较的学位体系，所有开设的专

业都有可比性，便于各个大学之间对每个专业的相互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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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以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　　

欧盟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加强硕士学位课程教育。将过

去的本科加博士的高等教育模式改为美国式的本硕连读模式，其目

的是要突出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欧盟境内大学本科教育逐步走向普

及的前提下，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更需要

硕士层面的专业人才。《博洛尼亚宣言》从根本上为欧盟社会未来

发展搭起了人才培养的新平台。从而也消除了多年来欧盟的政治家

们和教育家们的第二个担忧：科技落后于美国的事实。

（3)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еревода кредитов简称ЕСПК）。统一

的学分制是欧盟高等教育走向统一和互认的基石。这个学分制彻底

改变了传统学分制的理念。传统的学分代表着一个学分相等于多少

学时的课（即上课时间），而新的学分制，一个ЕСПК学分意味着

25个学习小时，其中包括5小时的上课时间，12小时的课外作业和

社会实践，7小时的老师辅导，1小时的考试。

（4)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

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以后，欧盟各公立大学的学生和教师都可

以到其他欧盟大学学习或任教，所以这类学习或任教都能得到学生

和教师所在大学的认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师生和学术人员在欧盟

大学之间的流动与交流。为此，特别建立了埃拉斯莫学生互动项目

（Эласмо）和苏格拉底教师互动项目（Суглади）。

（5)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

统一的欧盟高等教育体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欧盟各大

公立大学的教学质量以及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足够的竞争素质或科研

能力，从而能够缩短欧盟与美国之间在科技发展领域的差距。目前

的情况是，欧盟27个国家的1800多所大学，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优劣各半。相信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可以彻底改变这样的现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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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互认的学分和学位文凭，为高等教育

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学生选择大学的余地和空间更大，流动也更

大，可以广泛地进行各大学教育质量的比较，从而选择教育质量更

好的大学进行学习。这样一来，就会促进高等教育质量较低的大学

进行改进，提高其教育质量。

（6）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

《博洛尼亚宣言》也为欧盟范围内各个大学之间的高等教育

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具体表现在合作办学，共同颁发文凭

等方面。这种合作主要集中在硕士学位层面上。比如，西班牙一个

公立大学可以非常自由地选择欧盟境内的任何一所大学，共同创建

一个硕士学位课程，学生可以在两地的大学学习，获得两个大学共同

颁发的文凭。这种合作为培养复合型和跨国型人才开创了新的教育模

式。 

三、博洛尼亚进程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教育的问题一直都占据着一个非常重

要的地位。从一开始欧盟国家间就有协定，互相承认各自的教育证

书。1988年，欧洲学分转移体系开始运行。1994年，文凭补充体系

也开始运作。博洛尼亚进程的直接前奏是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

和英国的教育部长们齐聚法国巴黎的索邦大学，共同庆祝巴黎大学

800年校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共同发表了“索邦宣言”。在宣

言里，这些国家共同呼吁欧洲国家能够创建一个一致并公开的欧洲

高等教育区。

1999年6月19日，也就是在索邦宣言发表一年后，来自欧洲29

个国家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们齐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召开会议，在

会上共同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这份文件包括6项具体的目标，其

中包括文凭的“透明性”和二级教育系统 (第一级连接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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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持续3年，第二级——硕士，视一级的完成情况而定)，积累

和转移学分体系和学生、老师及研究人员的流动。这个进程的目

的——使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趋向于一个更加透明的系统，在这个

系统里，以三级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为基础，不同国家都要

采用一个共同的框架。

在博洛尼亚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探讨终极目

标，短期内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目前已经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尤其重

要的会议是在2003年在柏林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缔约国都决定

在2005年前要实现若干个目标。例如二级系统，或文凭补充（也就

是附在高等教育文凭上的一个文件，用于提高国际“透明度”并促

进这些证书在学术和职业上的相互承认）。在柏林，又有其他国

家加入到这个进程，因此把这个缔约国的范围扩展到了40个欧洲国

家。

就欧盟而言，博洛尼亚进程适合其里斯本目标所制定的更广阔

的框架：在2000年3月，里斯本委员会，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首脑，

制定了欧盟下一个十年的新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

最具有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能够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更

强的社会凝聚力，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这点，教育部

长们在2001年，接受了一份有关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进一步目标的报

告，并且同意在2010年实现这些共同的目标。在2002年，他们又制

定了一个10年的工作项目。这个项目的三个最重要的目标是：改进

欧盟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效率，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以及向世界其

它地方开放他们的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2010”整合了欧洲教

育和培训里面的所有领域——博洛尼亚进程，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的

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对里斯本目标的实现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博洛尼亚进程——开启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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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洛尼亚进程产生的历史背景

简单地说，博洛尼亚进程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高速发

展，各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有着

几百年悠久历史的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在不断

变化、不断全球化背景下运行的欧洲大学，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缺

乏竞争力；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大学在适应变化的社会和环境下，

面临着共同的困难和共同的需要。

首先，与非欧盟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相比，欧洲的高等教育缺

乏竞争力和吸引力。目前，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到58万

人，超过英、德、法三国留学生数目的总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

育服务贸易进口国。相比之下，作为近现代大学发源地的欧洲，曾

经作为美国大学样板的欧洲大学，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吸引人，眼

睁睁地看着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强大师资力量和雄厚科技实力的美

国大学引领潮流。

其次，从欧洲范围来看，各国的教育计划和教育机构复杂多

样，质量参差不齐，评估手段和过程各不相同，极大影响了学位的

透明度和流动性，而且随着苏格拉底计划的实施，欧洲国家间的学

生、教师等人员流动逐渐增多，但不同的学位制度、教育体系妨碍

了这种流动。此外，统一的欧洲劳动力大市场也要求各国协调高等

教育体制，建立共同的质量保证标准，对学位、学历进行衡量，促

进学生就业。

基于以上全球化的压力和欧洲自身发展的需要，欧洲当然不甘

落后，欧洲要寻求重新崛起之路。因此，采取一致行动，加强交流

与合作，充分利用各国教育资源，提高质量和竞争力，成为欧洲各

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在推进欧洲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进程中，高等教育有着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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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不仅能挖掘个人潜能，提高个人水平，而且

还能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面对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和提升

欧洲地区竞争力的需要，欧洲各国商定通过实施博洛尼亚进程来推

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统一各国的教育体制，建立欧洲高等教育

区，提高欧洲地区的高等教育竞争力。

五、博洛尼亚进程的发展阶段

在博洛尼亚进程正式启动之前，欧洲部分国家的教育部门已经

为欧洲教育一体化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其中重要的两个协定是《里斯本公约》和《索邦宣言》。 

1997年推出《里斯本公约》。

1997年4月8～11日，欧洲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里斯

本召开会议，会上共同推出了《欧洲地区高等教育资格承认公约》

（简称《里斯本公约》）。这个公约得到与会国家代表的支持后通

过。此公约是欧洲地区唯一的涉及欧洲地区高等教育的具有约束力

的文书，是奠定博洛尼亚进程的基础文件。《里斯本公约》的具体

内容为：持有一个国家的学历资格可以在另外一个国家得到相应承

认；签约国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对学历资格申请人的性别、种族、肤

色、缺陷、语言、宗教、政治意向、国籍、民族和籍贯抱有歧视；

签约国的评价机关要对提供的学历证明负责；签约国在没有特别的

理由时应该承认其他签约国出具的学历证明。但是，如果两个国家

的学制有明显的区别时例外；签约国对外国的学生给予同等国民待

遇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违背所在国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外

国的学者可以使用原学术头衔；签约国为难民和流动群体提供学历

和就业资历证明；签约国应该建立信息和咨询中心，提供本国有关

高等教育的各种信息；签约国要鼓励本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学生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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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凭说明书》。《文凭说明书》是欧盟、欧洲理事会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共同设计的，旨在具体描述文凭内容的解释性文件。 

1998年签订《索邦宣言》

1998年5月，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教育部长率先在法

国索邦大学聚会，研究如何加速推动高等教育人员流动和资历互认

工作。会间，他们共同签订了旨在促进四国高等教育体系相互协调

的一个协议，即《索邦宣言》。《索邦宣言》的重点内容为：循序

渐进的推动欧洲高等教育学位和学制总体框架的建立；建立共同的

学制和学历，将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制和层次分为两个阶段，即高中

毕业后继续学习3-4年达到本科生学历要求；达到本科生要求后继

续学习2-5年可以取得研究生学历；加强并促进师生流动，要求学

生在其学习期间至少在国外学习一个学期；消除学术人员流动的障

碍并促进学历资格的承认。

2001年召开布拉格会议

博洛尼亚宣言签署2年之后，2001年5月，33个缔约国的欧洲高

等教育部长们汇聚于布拉格，他们共同回顾了两年来取得的进展，

确定了未来进程的方向和重点。

两年来，在缔约国的积极推动下，同时也得益于欧洲委员会的

建设性协作及欧洲大学协会和欧洲国家学生联盟的积极参与，博洛

尼亚宣言中制订的目标已经成为共识，并且成为多数缔约国、大学

及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多数国家正积极地着

手解决博洛尼亚宣言中倡议的学位机构问题，质量保证工作更是不

断取得进展。

进一步行动，继续遵循博洛尼亚宣言中提出的6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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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行清晰、透明的和可比较的学位制度：大学和其他高

等教育机构充分利用国家现行立法和欧洲现行的促进课程单元、学

位认可的各种手段，便于公民在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区有效地利用其

资格和技能。

(2）实行两级制的学位制度：为适应个体、学术和劳动力市场

的多样化需求，通往同一学位的学习计划可以而且应该具有不同的

方向和形式。

(3）实行学分制：采用便于转换和累积的学分制，如欧洲学分

转移制度或兼容制度，增强学习和资格认定的弹性。学分制与相互

认可的质量保证制度将促使学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强欧洲高

等教育的兼容性、吸引力和竞争力。

(4）促进流动：消除所有障碍，促使学生、教师等人员能够自

由流动。欧共体的一些计划以及这些计划取得的进展，为人员的自

由流动提供了可能。

(5）加强在质量保证领域的欧洲合作：质量保证制度对于确保

高质量标准和促进资格可比性至关重要，因此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

欧洲合作及各国之间的互信。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要推广最佳

做法的案例，设计出共同接受的评价和认证机制的模式。

(6）促进欧洲维度的高等教育：加快开发具有欧洲内容、取向

和组织的教学单元和课程，特别是与其他国家院校共同提供的、颁

发联合学位的教学单元和课程。

布拉格会议基于博洛尼亚宣言提出的基本框架，回顾过去，展

望未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对话，促进了大学、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与学生组织和共同体项目之间的交流，更加明确了实现欧洲高等教

育区的目标，进一步扩展了行动纲领，将终身学习、高等教育

机构和学生的参与、增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吸引力等纳入高等

教育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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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柏林会议

2003年9月，部长们在柏林再次会晤，共同回顾了布拉格会议

以来取得的进展，确立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布拉格会议以来，缔约国采取了各种行动，这些行动推动了各

国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和兼容性，促使高等教育体系更加清晰明了，

提高了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部长们为今后两年制订了三项优先

行动计划：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推动两级教育体制的有效执

行，改善学位和学习年限的认可制度。

(1）质量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核

心。部长们决定支持在院校、国家和欧洲层面上进一步采取质量保

证措施。他们强调，需要制定互相共享的质量保证标准和方法。到

2005年，国家质量保证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界定参与机构和组

织的责任；进行项目或者院校评估，包括内部评估、外部评审、学

生参与、评估结果发布；建立认证和证书制度或者可比较的方法；

进行国际合作等等。

（2）两级学位制度：部长们要求制定出一个贯穿整个欧洲高

等教育区的资格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学位应该具有不同的定义

结果，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学位应该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各种形式，以

便适应个体、学术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性。

（3）学位和学习年限认可：部长们强调了里斯本认可大会的

重要性，认为所有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国家都应予以批准，从2005

年起，每个毕业生应该自动收到免费的补偿学历。此外，部长们认

为有必要超越高等教育两级制的主要做法，在博洛尼亚进程中纳入

博士阶段作为第三级，并且加强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之间

的密切联系。至此，博洛尼亚进程又增加了一个行动纲领，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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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及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之间的协同作用。

如同布拉格会议一样，柏林会议在整个博洛尼亚进程中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会议总结了以往两年取得的成绩，确立了优先行动计

划，同时也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进行了补充，博士教育及高等教

育区和研究区的协作成为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行动纲领之一。

2005年卑尔根会议

2005年5月，欧洲高等教育部部长汇集在挪威卑尔根研究会，

并在会后发表了《卑尔根公报》。《卑尔根公报》主要对博洛尼亚

进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未来的行动计划。

（1）学位制度：各国争取从2007年开始详细描述本国的学术

文凭框架，并使之与整个欧洲高等教育文凭框架在2010年时实现一

致，同时保证欧洲高等教育文凭框架和已经提出的更宽泛的终身教

育框架互补。

（2）质量保障：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柏林公报》标准的基

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质量保障体系，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联网。

尽管质量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学生参与和国际合作方

面仍需进一步努力。质量保障方面决定采用《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标准和指导纲要》，并力图将这一纲要运用到质量保障工作的同

行评议中。

（3）学位和学习年限的认可：到2005年为止，45个博洛尼亚

进程成员国中已有36个签署了《里斯本公约》。所有的参与国应积

极提出通过欧洲网络信息中心和国家学历认可资讯中心网进行学位

认可所带来的问题。各国要起草国家行动计划来提高工作质量，使

国外的文凭在本国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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