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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2000年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上，164个国家的政府一致赞同
《达喀尔行动纲领——全民教育：实现我们的集体承诺》，由此启动了一个雄心勃

勃的议程：到2015年实现六项内容广泛的教育目标。为此，教科文组织开始编写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以监测进展情况，指出依然存在的差距，并就2015年
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建议。

2000年以来，全世界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我们尚未达到目标。尽管各国政
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做出了种种努力，全世界仍未实现全民教育。

从积极的一面看，自2000年以来，失学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减少了近一半。由
于达喀尔论坛以来进展加速，入学儿童估计增加了3 400万人。性别均等方面取得的
进展最大，尤其是在初等教育中，但是仍有近三分之一有数据可查的国家存在性别

不均等。各国政府也加大力度，通过国家和国际评估衡量学习成果，从而确保所有

儿童都获得向他们许诺的高质量教育。

虽然取得了如此进展，但是15年来监测的结果不容过于乐观。

全球仍有5 800万名儿童失学，有1亿名左右的儿童没有完成初等教育。教育中
的不平等加剧，最贫穷和处境最不利的人们负担最重。全世界最贫穷的儿童，无缘

上学的可能性比世界最富裕儿童高四倍，不能读完小学的可能性高五倍。冲突仍是

难以逾越的障碍，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失学儿童所占的比例很高，并且继续走高。总

体上，初等教育学习质量不高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在离开学校时没有掌握基本技

能。

此外，教育资金仍然不足。很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增加了支出，但是在国家预算中

把教育作为优先项目的甚少，大多数国家未能足额拨付所建议的预算总额的20%，这
是弥补资金缺口所需要的。捐助者的情况与此相似，起初其援助预算有所增长，但

自2010年以来，他们减少了教育援助，而且没有对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给予足够的优
先照顾。

本报告吸取所有这些经验，强烈建议将教育纳入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教训一目了然。新的教育目标必须有针对性、相关性并且可以测量。必须将最难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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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惠及而且仍未能享有受教育权的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列为优先重点。必须采取更有力

的行动，全面提供资金。政府须承担大部分费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

度，保持和增加教育援助，特别是针对急需援助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未来的

议程也需要更有力的监测，包括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以促使所有利益攸关方负

起责任。

在2015年之前那段时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各
国提供支助，提供有助于决策的可靠评估和分析，还为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提供

了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在我们转而实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这项工作将继续开

展。2015年以后，这一报告将继续发出可信和独立的声音，阐述全球教育状况，为
所有国家和合作伙伴提供有用的建议。

2000年以来成绩斐然，但我们仍需再接再厉，确保人人享有良好教育和实现终
身学习。为人权和尊严、为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效用之强大持久，无出其

右者。2000年以来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所能做到的，我们需要再接再厉。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 伊琳娜·博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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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2000年在达喀尔召开的世界教育论坛所确
立的全民教育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评估。本报告考察了世界是否已实现全民

教育目标，以及全民教育伙伴是否兑现了他们的诺言。本报告还阐释了目前进展步

伐的可能决定因素，并总结了制定2015年后全球教育议程的关键经验。

考察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目标1:幼儿保育和教育

全面扩大和加强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对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儿

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 虽然儿童死亡率降低了近50%，但2013年仍有630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最容易避免的
原因。

 ■ 改善儿童营养状况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全球仍有四分之一的儿童低于其年龄标准身

高，这是慢性营养不良的标志之一。

 ■ 2012年，全世界有1.84亿名儿童参加了学前教育，1999年以来，这一数字提高了将近
三分之二。

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

确保到2015年使所有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
接受并完成良好的免费初等义务教育。

 ■ 1999年的小学净入学率是84%，估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93%。

 ■ 净入学率明显提高了，1999—2012年，有17个国家的这一数字提高了20个百分点以上，
其中11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 尽管入学率有了明显增长，但是2012年仍有5800万名儿童失学，而且降低失学人数的
进展停滞了。

 ■ 虽然入学率有所进步，但是辍学仍然是个问题：有32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20%的入学儿童可能读不到最高年级。

 ■ 到2015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六分之一的儿童——相当于1亿人——无法
完成小学教育。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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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确保通过公平参与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能计划，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要。

 ■ 初中毛入学率反映了升学率的提高和较高的续读率，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71%提高到
了2012年的85%。初中教育的参与率自1999年以来有了快速提升。在阿富汗、中国、
厄瓜多尔、马里和摩洛哥，初中毛入学率均提高了至少25个百分点。

 ■ 小学升初中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例如，在菲律宾，最贫困家庭的小学毕业生中，只有

69%继续读初中，而最富裕家庭的学生中有94%升入初中。

 ■ 自1999年起，94个有相关信息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多已立法开展免费
初中教育。其中，66个国家将其写入宪法，另外28个国家采取其他法律手段来保障。
到2015年，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初中教育收费，包括博茨瓦纳、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
亚、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目标4:成人扫盲

到2015年，成人脱盲人数，尤其是妇女脱盲人数增加50%，并使所有成人都有
平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

 ■ 全世界约有7.81亿成年文盲。文盲率略有下降，从2000年的18%下降到2015年的约
14%，这意味着扫除半数文盲这一达喀尔目标没能实现。

 ■ 2000年识字率低于95%的73个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在2015年扫除了半数文盲。

 ■ 扫盲中的性别均等目标有所进展，但还不充分。2000年，有43个国家每100名识字男
性对应的识字女性不到90名，这些国家都朝着性别均等的目标有所进步，但没有一个
国家在2015年实现了性别均等。

目标5:性别平等

到2005年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到2015年实现教育领域性别平
等，重点是确保女童充分而平等地参与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并取得成绩。

 ■ 在初等教育中，69%有数据可查的国家有望在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中等教育的进展
缓慢，48%的国家预计在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

 ■ 在阻止极度性别不均等方面，有一定成效。1999—2012年，小学每100名入学男童对
应的入学女童人数少于90名的国家数量，从33个减少到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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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学儿童中，女童比男童更有可能从未上过学（比例分别为48%和37%），而男童比女
童更有可能辍学（比例分别为26%和20%）。一旦入学，女童更有可能升入高年级。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困女童仍然是最有可能从未进入过小学的人群。2010年，在
几内亚和尼日尔，70%以上的最贫困女童从未进入过小学，而最富裕男童中的这一比
例不到20%。

目标6:教育质量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

能取得被承认和可衡量的学习效果。

 ■ 146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83%的国家初等教育生师比降低了。然而，在三分之一有
数据可查的国家当中，按国家标准接受过培训的小学教师比例不足75%。

 ■ 在初中教育阶段，105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87个国家的生师比低于30∶1。

 ■ 1990年，根据国家标准开展的学业评估共有12项，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
到101项。

教育融资

 ■ 许多国家增加了教育支出。1999—2012年，38个国家教育支出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提高
了1个百分点以上。

 ■ 在许多国家的预算当中，教育并非优先事项。1999年以来，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
例只有微小的变化，2012年只达到13.7%，低于15%—20%的建议目标。

 ■ 各国政府和捐助方忽视了为除初等教育之外的全民教育目标提供资助。因此，学前教

育和成人扫盲尤其缺少资金。

 ■ 捐助方大多没能兑现有效提供援助的承诺，13个援助效力目标中，只有一个实现了。
有效的国际协调和教育援助分配，几乎无从谈起。

对于期望中的有效全民教育架构的5个关键中期结果，《达喀尔行动纲领》的12
项策略是否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呢？在此期间，对全民教育的政治承诺是否被重申与

可持续这个问题的评估清楚地表明，随着千年发展目标成为主要的发展议程，全民

教育运动被冷落了。结果是普及初等教育被过多地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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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政治参与的方法被证明是过于谨慎了，因此选择全球教育政策行动者的论坛

从高级别小组转移了出来。过去认为全球和地区性会议足够敦促各国和国际社会担

负责任的假设，被证明并不可靠。

2000年以来，多种多样的知识、证据及专家意见被沟通和采纳。许多新证据、
政策倡议和研究进展不一定都是关于全民教育活动的，它们通常来自教育部门之外。

尽管一些新证据确实在全民教育协调会议上被呈现过，但它们并没有被用于决策。

2000年以来，世界上从不缺少国家教育规划。可是，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新
知识或者新工具被用来辅助建设循证的国家决策能力，或者它们加强了各国的全民

教育政策与实践。

达喀尔进程的一个关键的期望结果，是可靠的规划能够有助于有效调动全民

教育融资来源。低收入国家的国内教育支出增长前景广阔，但其主要的来源是对

国内资源的调动。国际援助的绝对数量显著增长了，但其总量远远低于已测量到

的需求。

引入全民教育目标进展的独立监测与报告机制，这一决策可能是保证全民教育

成为重要议程的关键所在。然而只有数据质量和分析手段取得重大进步，报告才能

获得进步，这得益于全民教育伙伴的支持。

2000年以来，全世界发展教育的努力，几乎等同于让所有儿童都能上学。普及
初等教育这个全民教育目标（同时也是千年发展目标）对最贫困国家来说更具可操

作性，而其他国家却认为这事不关己。与此同时，对普及初等教育的关注，意味着

忽视了其他关键领域，比如教育质量、幼儿保育和教育、成人扫盲等。

总体来说，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更不必奢谈其他雄心勃勃的全民教

育目标，最弱势者依然受益最少。但是，我们不应当低估已经取得的成就。全世界

在2015年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超越了假如维持1990年代发展趋势所能达到的境地。
此外，在达喀尔论坛之后，对教育进展的监测也得到了促进和推广。

总之，全民教育运动取得了部分成功，即便全民教育伙伴没能共同践行承诺。

但是过去15年中反复出现的教训是，虽然技术手段非常重要，而获取政治影响力和
引导力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尤其应当意识到在国家层面实现全民教育所需要的改

革与行动规模相当大。当前关于2015年后议程的讨论，或许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
一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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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全民
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旨在考
察、解释与学
习

1.性别平等目标之下的一个关键具体目标，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性
别均等，它应当在2005年之前实现。

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和1990年泰
国宗滴恩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均重申了教

育是一项人权，并预告了国际合作新环境的形

成。但是，现实并没有兑现承诺。人们认为

1990年代的教育发展不能满足需求，尤其在那
些与关键教育目标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中。

2000年4月，国际社会在塞内加尔的达喀
尔，共同制订了截至2015年的教育发展日程。
在此次世界教育论坛上，164个国家的政府，
以及来自区域集团、国际组织、捐助机构、非

政府组织（NGO）和民间的代表们，签署了一
项行动纲领（《达喀尔行动纲领》），做出了

全民教育承诺。《达喀尔行动纲领》有两个关

键组成部分：2015年前要实现的六大目标，以
及相关的具体目标1；所有利益相关者应共同采

取的12项策略（框注0.1）。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GMR）自
2002年以来，几乎逐年监测了全民教育目标和
两个有关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进
展。本年度《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特殊

意义在于，它完整地评估了自达喀尔世界教育

论坛至《达喀尔行动纲领》目标的截止期限之

间的进展情况。它有三个目的。首先，它旨在

考察全世界是否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各利益

相关者是否兑现了他们践行此日程的承诺。

其次，它要解释发展速度的可能的潜在决定

因素，以及是否能在策略实施和目标实现之

间建立直接联系。最后，它希望能够学习，

特别是为制订2015年后的教育发展日程积累
关键经验。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章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评估全世界是否正在实现全民教育文件

中明确表述的那些具体目标。并非每个全民教

育目标下都包含清晰且可测量的具体目标，本

章利用全民教育目标相关要素的测量指标，有

选择性地回顾了其进展。这项工作中不可避免

地包含一些预测，这是由于最近可得的数据是

2012年或者更早之前的。一项补充分析，评估
了全世界朝向某些具体目标的发展速度，比较

了达喀尔论坛之后的这一阶段与其之前10年的
发展记录。总体来看，有例证表明全世界取得

了重大进展，即便那些具体目标并没有实现。

本章聚焦于全球层面；随后针对具体目标的几

个章节包含对国家层面进展的细致讨论。

第二，本章探索了有关全民教育目标的可

能的变革驱动力。在没有国际承诺的情况下，

各国教育体系可能发展，也可能停滞。我们有

理由相信，最近几年的进展总体上比1990年代
的教育发展更令人满意，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一

些可见的进展。

第三，本章质疑，实施达喀尔全民教育日

程本身，是否对全球进展有所贡献？本章描述

了世界教育论坛的与会者们认为有助于在国家

层面动员采取行动的全球渠道与进程，并且报

告了他们的实践情况。紧接着，本章评估了这

些进程与行动对于实现期望的教育成果是否必

要和充分。结论是，一些引人瞩目的突破，对

于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总体进展可能有所贡

献，但是在协调与融资的关键问题上，行动离

承诺还差之千里。

2000年以来的全民教育：
是不是一项合格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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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0.1：达喀尔全民教育目标及策略

目标

1.  全面扩大与加强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

尤其是对最易受到伤害及处境最不利儿

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2.  确保到2015年使所有儿童，尤其是女

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

能接受并完成良好的免费初等义务教

育。

3.  确保通过公平参与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

能计划，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

要。

4.  到2015年，成人脱盲人数，尤其是妇女

脱盲人数增加50%，并使所有成人都有

平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

5.  到2005年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性

别差距，到2015年实现教育领域性别平

等，重点是确保女童充分而平等地参与

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并取得成绩。

6.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

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

都能取得被承认和可衡量的学习效果。

策略

1.  发动国家和国际的全民教育政治承诺，制定国家行动计

划，大力提高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

2.  在一个可持续的、整合良好的、清晰地与消除贫困和发

展策略相联系的部门框架内，推行全民教育政策。

3.  在制定、实施和监测教育发展策略中，确保民间的参

与。

4.  建立反馈的、分享的和负责任的教育治理与管理体制。

5.  满足受冲突、自然灾害和政局动荡影响的教育体制的需

要，组织教育项目，促进彼此理解、和平和宽容，帮助

避免暴力和冲突。

6.  实施综合策略，通过转变态度、价值观和实践的教育，

促进两性平等。

7.  实施教育项目和行动，与艾滋病做斗争，将此作为一项

紧急事务。

8.  建立安全、健康、全纳和资源公平的、有利于取得卓越

学习成就的教育环境，要明确定义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成

就水平。

9.  提高教师的地位、积极性和专业化水平。

10.  装备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帮助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11.  系统地监测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进程，以及在国家、地区

和国际层面采取的策略。

12.  依托现有机制，加速实现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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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有1.21
亿失学儿童和
青少年

C
re

di
t: 

O
liv

ie
r 

C
ul

m
an

n/
Te

nd
an

ce
 F

lo
ue

全民教育目标为全球教育设定了一系列雄

心勃勃的挑战。2002年以来，《全民教育全球
监测报告》始终关注指示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

具体目标。2015年近在眼前，以下关键信息凸
显出来：

普遍入学有所进展，1999年有2.04亿小学
和初中适龄儿童与青少年失学（相当于总人口

的19%），但2012年仍有1.21亿失学人口（相
当于总人口的12%）。

第二个千年发展目标和第二个全民教育目

标都提出让全体儿童都完成初等教育的设想。

可是，2015年，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
家，六分之一的儿童将无法完成初等教育。而

且，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将无法完成初中教育。

尽管性别均等预计将在2015年实现，这
是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全球层面的平均水

平，但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十分之三的国

家、在中等教育阶段有一半的国家，将无法实

现这个目标。

成人文盲率将会仅仅比2000年降低23%，
而目标是降低50%。这个比例之所以有所下
降，是因为受过较好教育的更大年龄组儿童进

入了成人群体。2015年，至少有7.5亿成人未能
掌握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

女性。

2000年以来，一部分教育发展指标加速进
步了，更多儿童走进了学校并完成了教育。例

如，与按照2000年前的发展速度推算的进展程度
相比，预计到2015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
家完成初等教育的儿童人数将多出2 000万人。

但是，《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也发

现，教育发展仍旧不平等。弱势儿童仍然落后

于他们的同龄人。例如，2010年，在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自最贫困五分之一家庭

的儿童不能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比来自最富

裕五分之一家庭的儿童高5倍以上，与2000年
相比，这个倍数还略微提高了。

考察全民教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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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1：目标1的主要指标

保育 学前教育

5岁以下死亡率
(5岁以下儿童)中度
或重度发育迟缓 入学总人数

毛入学率 
(GER)

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
指数

2000  
(‰)

2013  
(‰)

2013 
(%)

2012  
(千)

1999年以来
的变化 (%)

1999  
(%)

2012  
(%)

1999  
(女/男)

2012  
(女/男)

世界 76 46 25 183 604 64 33 54 0.97 1.00

低收入国家 135 76 37 12 381 107 11 19 0.99 0.97

中低收入国家 93 59 35 70 748 131 23 50 0.94 1.01

中高收入国家 39 20 8 63 569 40 40 69 0.99 1.01

高收入国家 10 6 ... 36 907 22 72 86 0.98 0.99

撒哈拉以南非洲 158 93 38 14 114 149 11 20 0.96 1.00

阿拉伯国家 54 34 20 4 309 83 15 25 0.79 0.98

中亚 64 35 16 1 886 48 19 33 0.95 1.00

东亚和太平洋 39 18 11 53 344 45 38 68 0.98 0.90

南亚和西亚 92 55 34 53 517 148 22 55 0.94 1.0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2 18 11 21 396 34 54 74 1.01 1.00

北美和西欧 7 5 3 22 866 20 76 89 0.98 0.98

中欧和东欧 26 12 8 12 172 29 51 74 0.96 0.98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3B（印刷版）；统计研究所数据库；IGME (2014)；UNICEF et al. (2014)。

2 0 1 3 年 有
1 . 6 1亿5岁
以下儿童中
度或重度发
育迟缓

全民教育目标实现了吗？

《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的幼儿保育和教

育措施，其根源在于《儿童权利公约》中以权

利为基础的方式。2000年以来，贫困国家和富
裕国家都越来越关注幼儿，有证据表明幼儿期

对于未来的个人福祉有着根本性影响，更深入

的研究则指出了出生后头1 000天的重要性（见
第1章）。

《达喀尔行动纲领》没有设定2015年要
达到的幼儿保育和教育的具体目标。由于缺乏

具体目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监测了

一些被认为是接近有关目标1的关键概念的指
标，包括存活率、健康和营养，以及获得学习

机会。

在存活率方面，第四个千年发展目标是

在1990—2015年间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
三分之二，这个目标取得了一定进展。到2013
年，192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53个国家已
经实现了这一目标。1990—2000年，全球儿童
死亡率从活产儿的90‰，降低到76‰，到2013
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了46‰。可是，2015年的目
标是30‰，它似乎无法实现。

东亚和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两

个地区有望实现目标。但撒哈拉以南非洲恐怕

无法实现目标，其儿童死亡率预计将高于全球

平均值，虽然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取得了越来
越快的进步。尽管如此，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
数总体上还是减少了一半，从1990年的1 270万
人减少到2013年的630万人（IGME，2014）。

在营养方面，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是关

于贫困与饥饿的，与之有关的具体目标是在

1990—2015年间，体重过轻儿童的人数减少一
半。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体重过轻儿童比

例从1990年的25%减少到了2013年的15%，而
目标还是未能实现（UNICEF et al.，2014）。

衡量儿童长期累积性营养不良，以及怀

孕期间和出生后头两年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

指标，是中度和重度发育迟缓的比例，表现

为儿童身高低于年龄标准。在全球层面并没有

固定的具体目标。虽然发育迟缓率从1990年
的40%降低到2013年的24.5%，但是有1.61亿
5岁以下儿童的认知与身体发展仍然面临危机
（UNICEF et al.，2014）。在撒哈拉以南非

目标1：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进展迅速，但是起点太低，
而且高度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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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儿童营养不良比例仍然太高 
1990—2013年全世界和部分地区儿童中度或重度发育迟缓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

70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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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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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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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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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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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南亚

世界

阿拉伯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依据UNICEF、WHO和世界银行的联合
营养不良数据库，以及用于估计地区平均值的相关程序文件。

图0.2：达喀尔进程期间，学前教育入学率预计提高了四分之三 
1990—2012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全世界和各地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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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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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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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2015）。

很多国家尚未
扩大公共学前
教育的规模

洲，和儿童死亡率一样，发育迟缓率以缓慢的

速度下降了：从48%降低到38%。相比之下，
南亚和西亚、东亚和太平洋的发育迟缓率降低

了25个百分点以上（图0.1）。

2000年以来，学前教育服务显著地扩张
了。全球学前教育入学率增长了将近三分之

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增长了近

2.5倍。全球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27%，
提高到1999年的33%，2012年又提高到54%，
如果维持1999—2012年的增长速度，2015年将
可达到58%（图0.2）。

但是，地区之间仍有很大差距。2012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这一比例为74%，北美
和西欧达到了89%，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只达到
20%，阿拉伯国家只达到25%。转型期国家在
1999年后回到了积极的轨道上，它们在1990年
代经历了学前教育服务的缩减。然而，中欧和

东欧的入学率高于1990年的水平，中亚却仍远
远落后于1990年的水平。

虽然很少有国家报告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

的个体特征信息，难以进行全球的不平等程度

估计（见第1章），但是差距在国际和国内都
仍然存在着，尤其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

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尚未

扩大公共学前教育的规模。因此很多家庭仍然

要支付学前教育的学费。私立机构的入学比例

从1999年的28%提高到2012年的31%，这大

大高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这一比例。

住户调查的证据表明，在很多幼儿保育和教

育法规比较薄弱的国家，私立机构提供的服

务被低估了。

第1章讨论了多部门合作开展幼儿保育和
教育的途径，它已被越来越多地采纳。第1章
还考察了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的质量，重点关

注教育者缺乏职业准备、培训和社会地位所造

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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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入学总数
经调整的初等教育

净入学率 失学儿童 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的续读率

2012  
(千)

1999年以来
的变化 

 (%)
1999 
 (%)

2012  
(%)

2012  
(千)

1999年以来
的变化  

 (%)
女童  

(%)
1999  
(%)

2011  
(%)

世界 705 103 8 84 91 57 788 -45 53 75 75

低收入国家 130 721 75 60 83 20 746 -46 55 56 57

中低收入国家 291 582 21 80 90 26 333 -48 52 69 70

中高收入国家 203 032 -19 94 95 7 888 -42 53 85 88

高收入国家 79 768 -6 96 96 2 821 -9 45 93 95

撒哈拉以南非洲 144 075 75 59 79 29 639 -30 56 58 58

阿拉伯国家 42 761 22 80 89 4 467 -43 58 82 83

中亚 5 479 -20 95 95 295 -22 52 97 98

东亚和太平洋 184 382 -18 95 96 6 923 -42 47 85 92

南亚和西亚 192 650 24 78 94 9 814 -73 48 64 6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4 696 -8 93 94 3 763 -6 47 77 77

北美和西欧 51 349 -3 98 96 2 060 108 47 92 94

中欧和东欧 19 712 -21 93 96 827 -53 48 96 95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和统计表6；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图0.3：2000年代初，初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增长速度赶上了日程，但2007年后增速又放缓了 
1990—2012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全世界和各地区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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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2015）。

一半以上的
失学儿童居
住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

普及初等教育的成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全民教育指标，即使它只代表了全球教育进程

的一部分志向。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第二

个千年发展目标的主导性作用造成的。遗憾的

是，这个目标同样远未能实现。尽管经调整

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从1999年的84%提高到了
2007年的91%，但是这个数字从那之后就停滞
不前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假如重现之前

的发展速度，2015年这个数字能达到93%（图
0.3）。

从各个地区来看，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

入学率绝对值增幅最大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从1999年的59%提高到2012年的79%）、
南亚和西亚（从78%提高到94%）。只有北
美和西欧的这一比例下降了（从98%下降到
9 6 %）。这是由于美国在家上学的儿童人
数从1999年到2007年翻了一番（Davis and 
Baumann，2013）。

2012年，有将近5 800万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这比1999年的1.06亿人有所减少。其中一半以
上失学儿童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比

例比1999年显著提高了，当时此地区失学儿

目标2：到2015年，无法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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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5：一半失学儿童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一半失学女童居住在阿拉伯国家，并且再也不可能
入学 
2012年,全世界和部分地区失学儿童分布，按入学情况分列

女

预计不会入学

南亚和西亚

男

16

15

14

26

28

31

58

57

56

女

撒哈拉以南非洲

男

34

36

38

11

15

20

56

50

42

女

阿拉伯国家

男

30

38

57

20

19

16

50

43

28

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男

46

44

42

20

20

20

34

36

39

女

东亚和太平洋

男

31

33

34

62

58

55

7

9

11

女

世界其他地区

男

48

60

72

16

15

13

36

25

15

女

世界

男

32

34

37

20

23

26

48

43

37

曾入学后辍学 预计将推迟入学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根据最近的趋
势推算，2015
年仍将有5 700
万儿童失学

童仅占总数的40%。相比之下，1999年全世界
有35%的失学儿童居住在南亚和西亚，而到了
2012年，该地区失学儿童人数仅占总数的17%
（图0.4）。

参照的发展时期不同，估算出的2015年
失学儿童总数也就不同。根据过去5年的发展
趋势估计，2015年将有5 700万儿童失学。如果
把参照时期向前延伸到达喀尔论坛后最初的几

年，反映当时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假设余下几

年能重现当初的快速发展，那么对失学儿童人

数最乐观的估计值可以降至4 600万人。无论怎
么估算，都没有实现目标。

失学儿童分为三种类型：最终会入学的；

再也不会入学的；曾经入学，但后来辍学了

的。2012年的估计表明，大约有2 500万失学儿
童，即总数的43%，再也不会入学；这一比例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是50%，在南亚和西亚是
57%。性别不均等也十分严峻，女童更有可能
再也不会入学（占女童总数的48%，男童中的
这一比例是37%），而男童更有可能辍学（图
0.5）。

图0.4：到2015年，仍有数千万儿童失学 
1990—2012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全世界和部分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失学人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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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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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6：入学机会持续增加 
1992—2008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从未入学儿童的百分比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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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

14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8

7

中高收入国家
1

注：根据各国不同的小学正规入学年龄，年龄组的划分也不同，但大致都相当于9—11岁儿童。本分析基于72个国家的数据，包含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86%。请参阅《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上的技术说明，以获取更多信息。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及其他国家的住户调查的数据。

到2015年，
低收入国家
和中等收入
国家中，有
六分之一的
儿童不能完
成初等教育

失学儿童问题日益集中于受冲突影响的

国家，其失学儿童比例从1999年的30%上升到
2012年的36%。这一趋势在阿拉伯国家（失学
儿童比例从63%上升到87%）以及南亚和西亚
（从21%上升到42%）尤其显著。相比之下，
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什么变化，失学儿童比例

始终在35%左右。

对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对于失学儿

童来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在2008—2012
年受监测的63个国家中，平均有14%的儿童
失学，在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中，这一比例

为22%，而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中，这一
比例为6%。类似地，农村地区失学儿童比例
为16%，而城市地区这一比例为8%（UIS and 
UNICEF，2015）。

第2章检视了各类边缘儿童面临的不同障
碍，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尝试去回应他们的需

求。边缘儿童的类别包括属于少数族裔、少数

语言或流浪的社群的儿童，残疾儿童，住在贫

民窟的儿童，以及童工。

《达喀尔行动纲领》的目标2，旨在确保
全体儿童“入学并完成”初等教育。因此有必

要分别考察从未入学的儿童比例和设法完成初

等教育的儿童比例。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住户调查

数据的分析证实，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在入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全体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从未入学的儿童比例从

1999年的10%，下降到2008年的7%。在低收
入国家，这一比例从1992年的32%下降到1999年
的23%，2008年又下降到14%（图0.6）。2008
年，在低收入国家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儿

童中，有四分之一从未入学；最弱势群体中不

能入学者的比例还是太高了。

小学最高年级年龄组中，读到最高年级

者的比例持续提升。但是低收入国家和中等

收入国家的行政数据表明，在已入学的儿童

中，读到最高年级的比例几乎没有改变。例

如，1999—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一比
例稳定在58%，南亚和西亚稳定在64%。

然而，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住户

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

学校，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完成小学教

育者的比例也提高了，从1999年的77%提高到
2008年的81%（图0.7）。预计到2015年，这个
比例能上升至84%。这意味着，即便如此，截至
2015年，那些国家中仍将有六分之一的儿童（近
1亿人）不能完成初等教育。低收入国家中，虽
然自1999年以来初等教育普及率快速提高，但还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不能读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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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7：1999年后，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度加快了 
1992—2008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初等教育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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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各国不同的小学最高年级正规年龄，年龄组的划分也不同，但大致都相当于14—16岁儿童。本分析基于72个国家的数据，
包含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86%。请参阅《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上的技术说明，以获取更多信息。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 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及其他国家的住户调查的数据。

图0.8：普及初等教育的不平等仍旧严峻 
2000年左右和2010年左右，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最贫困五分之一家庭和最富裕五分之一家庭的初等教育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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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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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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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10

最富裕

最贫困

注：每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圆圈代表加权平均值。请参阅《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上的技术说明，以获取更多信息。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及其他国家的住户调查的数据。

最弱势者距离
普及完成初等
教育最为遥远

最弱势者距离普及完成初等教育最为遥

远。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低收入国家

和中等收入国家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初

等教育普及率在很多层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平

等，其中家庭财富造成的差距最显著。2010
年，来自最贫困五分之一家庭的儿童不能接受

初等教育的比例，比来自最富裕五分之一家庭

的儿童高出5倍以上，与2000年相比，这个倍
数还略微提高了（图0.8）。

第2章讨论了各国2000年以后实施的旨在
扩大学校教育供给、提高教育需求的政策，它

们的做法是通过采取现金转移、学校供餐项目

等手段来降低受教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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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目标3的主要指标

中等教育入学总人数 初中毛入学率 高中毛入学率
职业技术教育占中等
教育入学人数的比例 初中适龄青少年失学人数

2012  
(千)

1999年以来
的变化

 (%)
1999  
(%)

2012  
(%)

1999  
(%)

2012  
(%)

1999  
(%)

2012  
(%)

2012  
(千)

1999年以来的
变化 

(%)
女  
(%)

世界 551  686 27 71 85 45 62 11 10  62 893 -36 50

低收入国家 51 659 92 36 55 22 32 5 5  18 471 -14 52

中低收入国家 209 109 55 61 79 32 52 5 5  35 903 -29 50

中高收入国家 195 230 16 83 101 49 76 13 16  6 877 -70 48

高收入国家 95 688 -8 99 102 96 99 16 14  1 642 -58 47

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628 125 29 50 20 32 7 6  21 098 -1 54

阿拉伯国家 31 329 40 75 89 45 58 14 9  2 949 … 58

中亚 10 056 9 86 96 82 104 7 13  403 … 55

东亚和太平洋 157 771 20 75 97 43 73 15 17  7 409 -71 46

南亚和西亚 152 002 58 60 81 32 51 1 …  26 474 -30 4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0 466 14 95 98 63 76 10 10  2 821 -23 48

北美和西欧 61 158 1 101 103 97 98 14 13  888 -31 50

中欧和东欧 30 276 -26 92 97 82 89 18 22  850 -76 49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网络版）；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东亚和太平
洋为减少失
学青少年人
数做出了一
大半的贡献

目标3：更多青少年接受了中等教育，但是对青年和成
人技能获取的测量仍很有限

第三个全民教育目标旨在确保“通过公平

参与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能计划，满足所有青

年和成人的学习需要”。技能的定义经历了巨

大的变革，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直接测量它们。

但是这些变革来得太迟，来不及提供技能获取

的全球现状信息，更不要提全球趋势信息。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主要关注中等教

育的进展，将其作为工作和生活基本技能的基

础性指针。全球中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了27%。
初中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71%提高到2012年的
85%，高中毛入学率从45%提高到62%。

各地区之间存在广泛的不均等：2012年，
大多数地区的初中毛入学率超过了95%，但在
阿拉伯国家仅有89%，在南亚和西亚仅有81%，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50%。不平等在高中更
为凸显，北美和西欧以及中亚的高中毛入学率

约为10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一比例仅为
32%。

毛入学率是衡量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一

个指标，而不管年龄大小。初中总净入学率则

关注年龄组的入学情况，表示初中适龄人口中

进入中学或仍在读小学者所占的百分比，它从

1999年的74%提高到了2012年的83%。预计到
2015年，这个指标将达到86%（图0.9）。

初中总净入学率是计算失学青少年人数的

基础。这一比例的提高，代表着初中适龄青少

年中失学人数的减少——从1999年的9 900万
人减少到2012年的6 300万人。东亚和太平洋
的发展为减少失学人数做出了一大半的贡献。

目前，大约42%的失学青少年居住在南亚和西
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失学青少年人数在此期

间稳定在2 100万人，这是该地区人口增长的结
果，虽然其失学率已经从46%下降到33%（图
0.10）。

和初等教育一样，估计2015年失学青少年
总人数的结果取决于参照的时期。2007—2012
年，初中总净入学率停滞在82%左右。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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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0：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失学青少年人数都减少了 
1990—2012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全世界和部分地区初中适龄青少年中的失学人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

70

失
学

青
少

年
（

百
万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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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西亚

世界

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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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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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38.0

25.2

98.7

60.8

45.9

根据2007—2012年
发展速度估计

根据 1999—2012 年
发展速度估计

2005 20092006 2007 2008 2010 2011 20152012 2013 2014

21.1

36.5

11.9

62.9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2015）。

图0.9：达喀尔进程期间，在学青少年的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 
1990—2012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全世界和各地区初中总净入学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70

初
中

净
入

学
率

 (
%

)

50
1999

60

南亚和西亚

世界
阿拉伯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0

80

90

2001 2003 2005 2007 2013 2015

中亚
中欧和东欧
北美和西欧

2009 2011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2015）。

2015年仍将
有6 100万青
少年失学

这5年作为参照，那么2015年将有6 100万青少
年失学。如果把参照时期向前延伸到达喀尔论

坛后最初的几年，反映当时较快的发展速度，

并假设余下几年能重现当初的快速发展，那么

2015年失学青少年人数的估计值可以降至5 600
万人（图0.10）。

对入学的测量不能反映完成初中教育的

百分比。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住户调

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低收入国家初中教育普

及率从1999年的25%提高到2008年的31%，中
低收入国家从52%提高到64%，中高收入国家
从81%提高到85%（图0.11）。总体来看，到
2015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
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完成初中教育；在低收入国

家，有五分之三的人不能完成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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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1：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完成了初中教育 
1992—2008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初中教育普及率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0

初
中

教
育

普
及

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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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52

46

22

81

59

52

25

85

65

64

31
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注：根据各国不同的初中最高年级正规年龄，年龄组的划分也不同，但大致都相当于17—19岁青少年。本分析基于72个国家的数
据，包含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86%。请参阅《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上的技术说明，以获取更多信息。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及其他国家的住户调查的数据。

不平等问
题会波及
未来的学
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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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讨论了特定群体面临不平等的更多细
节，例如工作的青少年，以及移民，还记述了

替代性的、非正式的第二次上学机会项目相对

受限的规模。第3章还指出，不平等问题会波及

未来的学习机会：受过中等教育的成人比未受

过中等教育者有更多机会从成人教育项目中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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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4：目标4的主要指标

成年文盲 成人识字率 青年识字率

总计 妇女 总计 性别均等指数 总计 性别均等指数

2005—2012 
(千)

1995—2004
年以来的变

化(%)
1995—2004 

(%)
2005—2012 

(%)
1995—2004 

(%)
2005—2012 

(%)
1995—2004

 (女/男)
2005—2012

 (女/男)
1995—2004 

(%)
2005—2012 

(%)
1995—2004

 (女/男)
2005—2012 

(女/男)

世界 780 682 -1 64 64 82 84 0.89 0.91 87 89 0.93 0.94

低收入国家 188 339 14 60 60 58 61 0.75 0.79 68 72 0.85 0.90

中低收入国家 465 197 5 64 64 68 71 0.76 0.78 79 83 0.85 0.88

中高收入国家 114 731 -29 68 67 90 94 0.92 0.96 97 99 0.99 1.00

高收入国家 … … … … … …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186 902 19 62 61 57 59 0.71 0.75 68 69 0.82 0.84

阿拉伯国家 51 774 -11 65 66 67 78 0.73 0.81 83 90 0.87 0.93

中亚 262 -46 72 64 99 100 0.99 1.00 100 100 1.00 1.00

东亚和太平洋 88 067 -31 70 70 92 95 0.93 0.96 98 99 0.99 1.00

南亚和西亚 409 909 5 63 64 59 63 0.66 0.70 74 80 0.81 0.8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3 030 -14 55 55 90 92 0.98 0.99 96 98 1.01 1.00

北美和西欧 … … … … … … … … … … … …

中欧和东欧 4 288 -50 80 78 97 99 0.97 0.99 99 100 0.99 1.00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2；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2015年，在南
亚和西亚，每
100名识字成
年男性对应76
名识字成年女
性

目标4：成人扫盲的进展未达目标

目标4是在2000—2015年令成人文盲率减
半。这一比例在1990—2000年从24%降低到
了18%，但是从那之后，进展的步伐就慢了下
来。据最新估计，成人文盲率已降低到16%，
预计到2015年能降低到14%。因此预计2000—
2015年成人文盲率能降低23%，远远达不到目
标（图0.12a）。

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人口所占比例的升高，那里是文盲率

最高（41%）和进展最缓慢（2000—2015年降
低了13%）的地区。但是，许多国家识字率数
据来源的变化，使得评估这一地区的进展更为

复杂。在不能提供最新的基于自我评估的识字

普查数据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采用了住户调查，其中包括直接评估识字情

况，这就降低了对能够阅读的成人数量的估计

值。因此，最近一段时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成

人识字率的估计更加准确了，但是其结果不能

与2000年的数据或者其他地区的数据进行直接
比较。

2000—2015年，预计南亚和西亚的成人文
盲率下降2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下降36%，
阿拉伯国家下降39%。因此其降幅都会低于目

标。然而，中欧和东欧（降低52%）、东亚和
太平洋（降低52%）以及中亚（降低65%）能
实现目标。

在女性落得最远的地区，进展也是不平

等的。阿拉伯国家在2000年代进步迅速，成年
女性的识字率从2000年的56%提高到了2010年
的69%，性别均等指数从0.73提高到0.81。然
而，这一进度预计到2015年会减速。相比之
下，在南亚和西亚，成年女性的识字率从2000
年的47%提高到2010年的52%，预计到2015年
将达到60%，估计性别均等指数将达到0.76。
南亚和西亚仍将是性别最不均等的地区，即

便其成年女性识字率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

（图0.12a）。总体来看，2015年，将有64%的
成人文盲是女性，这个比例自2000年以后没有
任何改变。

成人文盲的总数预计在2000—2015年降
低4%，从7.87亿人降至7.51亿人（但是请注意
前文中关于数据可比性的警告）。估计只有中

亚、中欧和东欧到2015年能减少一半成人文盲
人口。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南亚和西亚成人文

盲的数量在2000—2015年将没有变动，稳定
在3.88亿人（占总数的52%），而撒哈拉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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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2：全世界仍然远未能实现扫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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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西亚女性

注：识字率数据不是逐年收集的。因此各地区和全球的数据是指人口普查的十年中的数据。本图中1990年的数据是指1985—1994年期间的，2000年的数据是指1995—2004年期间的，2010年
的数据是指2005—2012年期间最近的数据。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全球青年识字
率为89%

非洲的成人文盲率会上升26%，达到1.97亿人
（占总数的比例从20%上升到26%）。

读写能力最好能在童年时期通过高质量

的教育来获得。这些技能可以通过在工作中和

社区中的读写环境里继续练习，或者通过成人

继续教育，来持续地发展。全民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小组对30个发展中国家的评估发现，2000
年以来，这些国家几乎都没能为提供真正获取

读写能力机会的成人教育建立起基础广泛的架

构。此外，分析还表明，特定群体的成人识字

率没有进步，甚至有的还退步了，这是由于读

写能力没有用武之地，因而被遗忘了（见第4
章）。

为了实现成人普遍脱盲，就需要提高青年

识字率。最新的全球青年识字率是89%，比成

人识字率高5个百分点。最大的正向差距出现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个百分点），其次是阿
拉伯国家（12个百分点）。

到2015年，南亚和西亚的青年识字率预计
将只比全球平均值低4个百分点，而2010年这
个差距是9个百分点，1990年是23个百分点。
就青年女性而言，青年识字率预计将只比全球

平均值低5个百分点，而2010年这个差距是12
个百分点，1990年是30个百分点（图0.12b）。

第4章讨论了有助于更快降低文盲率的一
些新情况，例如各国对扫盲项目重新燃起的兴

趣，包括推动使用母语的项目。同时，出现了

更多使用读写能力的潜在机会。但是，这些因

素似乎暂时只对提高成年人口的读写能力发挥

了点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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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5：目标5的主要指标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2011年实现性别均等
性别均等指数

(GP) 1999 2012

1999 2012 1999 2012
两个教育等级都实
现性别均等的国家

有相关数据的
国家

两个教育等级都实
现性别均等的国家

有相关数据的
国家

世界 0.92 0.97 0.91 0.97 36 165 46 152

低收入国家 0.86 0.95 0.82 0.89 2 27 1 24

中低收入国家 0.86 0.98 0.80 0.94 7 37 5 38

中高收入国家 0.98 0.96 0.97 1.02 9 48 12 41

高收入国家 1.00 1.00 1.01 0.99 18 53 28 49

撒哈拉以南非洲 0.85 0.92 0.82 0.84 1 35 0 31

阿拉伯国家 0.87 0.93 0.87 0.95 3 18 2 14

中亚 1.00 0.99 1.00 0.98 4 7 3 6

东亚和太平洋 0.99 0.99 0.94 1.01 5 26 7 18

南亚和西亚 0.83 1.00 0.75 0.93 0 6 0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96 0.97 1.07 1.07 4 33 3 32

北美和西欧 1.01 0.99 1.02 0.99 8 23 18 24

中欧和东欧 0.97 1.00 0.96 0.97 11 17 13 19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和统计表7。

全民教育目标
中，取得最大
进展的是性别
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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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5：虽然性别均等的进展很快，但还有很多国家
没有实现目标，性别平等依旧困难重重

全民教育目标中，取得最大进展的是性别

均等。这受到了第三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教育中的性别均等是其中一个具体目标。

但是，实现实质性平等的进展如何，却不

甚明朗。

1999年，在全球层面，初等教育极为不均
等，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学女童只有92
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的全球平均值增长到

97人，恰好跨过性别均等的门槛。南亚和西亚
的进步最大，从当初最低的起点（每100名入
学男童对应的入学女童只有83人）出发，实现
了目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两性

差距减少了一半，但是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
入学女童仍分别只有92人和93人，是距离实现
目标最遥远的地区（图0.13a）。有16个国家
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学女童不足90人，
其中13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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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3：尽管各地区都已接近实现初等教育性别均等，但初中和高中教育中仍存
在着严重不均等 
1990—2012年,各地区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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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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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每
100名入学男
童 对 应 的 入
学女童人数从
1 9 9 9年的8 7
人 ， 增 长 到
2012年的95人

图0.14：进展的平均值掩盖了许多国家持续的不均等 
1999年、2005年和2012年,按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性别均等程度分列的国家数所占百分比

每100名入学女童对应不到80名入学男童

每100名入学女童对应80—90名入学男童

每100名入学女童对应90—97名入学男童

性别均等

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90—97名入学女童

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80—90名入学女童

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不到80名入学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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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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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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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包括3年均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中等教育的情形很相似。在全球层

面，1999年的不均等形势是每100名入学男童
对应的入学女童为91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
的全球平均值增长到近97人，仅略低于均等目
标。同样，南亚和西亚是进步最大的地区，从

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75名入学女童这个最低
的起点，增长到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93名入
学女童，初中和高中教育都实现了这一快速发

展（图0.13b和图0.13c）。阿拉伯国家也取得
了进展，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学女童人
数从1999年的87人，增长到2012年的95人。撒
哈拉以南非洲是落得最远的地区，性别均等进

展最为缓慢，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学女
童人数从82人增长到84人。东亚和太平洋实现
了均等，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唯一男童处于

劣势的不均等地区，每100名入学女童对应的
入学男童为93人。

平均值掩盖了分歧。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阶段，实现均等的国家比例都是从1999年的
21%增长到了2012年的30%。在3个时间点都
有初等教育数据可查的155个国家中，52%在
1999年实现了均等；在2005年，也就是这个目
标原定的截止年份，这个比例仅仅上升到57%；

到2012年，这个比例也只有65%。然而，极度
不均等的情况，即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
学女童不足80人，或者每100名入学女童对应
的入学男童不足80人，在所有教育等级都减少
了。例如，在高中教育阶段，女童处于劣势的

极度不均等的国家比例，从1999年的19%下降
到2012年的11%；男童处于劣势的极度不均等
的国家比例，从9%下降到4%（图0.14）。

衡量性别均等的进展是必要的，但不足

以评估性别平等状况。这种评估要求系统地分

析各国是否有能力解决社会规则中的歧视（例

如，通过颁行法规），消除课本等之中的性别

偏见来源，促进教育发展并消除不安全的学

习环境。第5章考察了一些可得的证据，以评
估学校和社会是否成功地贯彻了性别平等的

宗旨。

如果把学习成果的性别差距作为衡量性别

平等进展的指标，那么一些证据表明，女童的

相对地位正在提高。她们与男童之间在数学和

科学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仍需警惕的是，众

多积极的历时信息来自富裕国家。另一方面，

女童在语言方面的优势正在扩大（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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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教职员工 生师比 教职员工 生师比 教职员工 生师比

2012  
(千)

1999年以
来的变化  

(%) 1999 2012
2012  
(千)

1999年以
来的变化 

(%) 1999 2012
2012  
(千)

1999年以
来的变化 

(%) 1999 2012

世界 8 900 62 20 21 29 091 17 26 24 32 296 32 18 17

低收入国家 367 64 27 26 3 134 80 43 42 1 953 101 28 26

中低收入国家 … … 25 … 9 865 28 31 30 9 455 65 23 22

中高收入国家 3 097 57 23 21 10 596 3 24 19 12 974 33 17 15

高收入国家 2 826 38 15 13 5 495 7 16 15 7 913 -1 13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 507 122 28 28 3 433 75 42 42 1 912 130 26 25

阿拉伯国家 215 83 20 20 2 267 49 23 19 …   … 16   m

中亚 174 36 10 11 340 4 21 16 838 6 12 12

东亚和太平洋 2 418 72 26 22 9 635 4 24 19 10 029 31 17 16

南亚和西亚 … … 32 m 5 470 26 36 35 6 017 100 32 2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 193 59 21 18 3 099 14 26 21 3 863 36 19 16

北美和西欧 1 698 60 18 13 3 667 7 15 14 4 781 6 14 13

中欧和东欧 1 158 3 8 11 1 179 -14 18 17 2 741 -22 12 11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8。

在达喀尔论坛
之前，有34%
的国家至少参
加了一次国际
学习评估；现
在这个比例提
高到了69%

目标6：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贯穿了《达喀尔行动

纲领》和其他5个目标。《达喀尔行动纲领》
表达了对于一些日渐凸显的证据的关切，这些

证据表明，相当大比例的儿童“只获取了他们

本应学会的知识和技能的皮毛”，而“至于

他们应当学会什么，通常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没有经过良好的教学或者精确的评估”

（UNESCO，2000）。

2000年，监测教育质量的任务中，唯一
可行的是测量投入。如今，学习成果被认为是

评价教育质量是否提高的关键，但这不应当

是唯一的尺度。成果方面的信息越来越容易获

得。2000年以来，各国对于推动理解教育体系
的成果的兴趣有了飞速的提升。在达喀尔论坛

之前的十年，有34%的国家至少参加了一次国
际学习评估；2000—2013年，这个比例提高到
了69%。进展特别快的有阿拉伯国家、中亚、
中欧和东欧、东亚和太平洋（图0.15），这一
趋势表明，各国积极参与了全民教育议程中的

质量行动（Benavot and Köseleci，2015）。

虽然学习评估的使用越来越多，但并没有

带来充分的信息。2013/4年的《全民教育全球

监测报告》指出，有2.5亿小学适龄儿童没有达
到阅读和数学的最低学习标准，但全世界尚未

能够对学习成果进行跨越时间、涵盖众多国家

的跟踪研究。

2000年以来的国际和地区学习成就调查
中，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覆
盖国家最多、跨越时间最长，使得我们可以系

统地开展趋势评价。2000—2009年，有38个国
家的平均阅读分数可以用来做比较，其中13个
国家进步了，4个退步了。14个国家降低了低
于最低水平儿童所占百分比，而同时7个国家中
这个百分比上升了（OECD，2010b）。2003—
2012年，有64个国家的平均数学分数可以用来
做比较，它们的成就总体上“大体持平”，虽

然从平均分来看，进步的国家比退步的国家多

（OECD，2014g）。

这些评估仅仅报告了在学儿童的学习成

果，因此高估了相关人群的学习成就。一个有

意思的例外是居民评估，例如南亚和东部非洲

某些国家所做的此类调查，也评估了失学儿童

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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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5：2009年以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学习评估 
1990—1999年,2000—2006年，以及2007—2013年各地区至少开展过一次国家学习评
估的国家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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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附录中的国家学习评估数据。

图0.16：各地区之间，生师比仍然十分不均等 
1990—2012年,全世界和部分地区的生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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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要在2015年普
及初等教育，
还需增加140
万小学教师

虽然它们关注有限的一系列成果，但这

些评估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使得地方社区可

以督促政府负责。这类评估也扩展到了其他国

家。

《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地强调了教

师的重要性，以及消弭师资供应差距的重要

性。在初等教育阶段，如果要在2015年普及
初等教育，而且生师比不超过40∶1的话，
那么教师数量要在2012年基础上增加140万人
（UNESCO，2014i）。全球生师比仅有小幅下
降，从1999年的26∶1降低到2012年的24∶1。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比例从1999年的42∶1上升
到2008年的45∶1，2012年又下降回42∶1，这仍
然大大高出适合弱势学习者的水平（图0.16a）。

在中等教育阶段，全球生师比从1999年的
18∶1降低到2012年的17∶1。南亚和西亚降幅
最大，从32∶1降到25∶1，这表明该地区优先
投资于增加中学教师，而不是小学教师，该地

区小学生师比停滞在35∶1（图0.16b）。

这些比例并不能体现教师在各国之内的分

布，也不能反映教师质量和专业培训情况。目

前缺乏全球统一的合格教师定义，可用的指标

都是国家的定义。在初等教育阶段，可以比较

50个国家的进展，合格教师所占百分比从77%
提高到90%，这表明确实有一定的进步。

 《达喀尔行动纲领》识别了一系列的教育
质量影响因素，从设施条件到参与学校管理，

从课程到教学语言。虽然还没有系统性证据可

供评估这些因素在全球层面的发展趋势，但是

第6章检验了一些可获得的数据来源，以提取
过去15年教育质量讨论中出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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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如
果延续达喀
尔论坛以前
的 发 展 趋
势，初等教
育净入学率
会低得多

达喀尔论坛之后，进程加快了吗？

虽然目标并未实现，但是有必要用另一种

方式恰当地评估进展：通过考察进展速度，以

及达喀尔论坛之后，相对于之前的一段时期，

进展速度是否加快了。这一方式揭示了实现全

民教育目标的运动势头，在2000年以后，是否
变得强劲。

从进展速度来看，对特定指标在1990—
1999年和1999—2012年增长率的比较分析，显
示出一些进步（Bruneforth，2015）。学前教
育毛入学率加速提高了。在90个有数据可查的
国家中，63个国家至少比按1990年代的增长率
推算的发展状况领先2年，21个国家至少落后2
年。如果延续1990年代的增长速度，那么2015
年全球学前教育入学率为40%；实际上，预计
这一比例将达到58%。在南亚和西亚，参考不
同的时期进行估计，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61%或者66%；而按照达喀尔论坛以前的发展
趋势推算，只能达到32%。

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展方面的证据，不如

学前教育那么有力。在52个有初等教育净入学
率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与1990年代相比较，26
个国家进展加快了，24个国家则减速了。减速
的国家大多是接近目标的国家，加速的国家大

多是距离目标很遥远的国家。如果入学率按照

1990年代的速度发展，全球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将在2015年达到82%；而实际上，预计这一比
例将达到91%。超出先前预计最多的地区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在该地区，参考不同的时期进

行估计，初等教育净入学率将达到80%或84%；
而按照达喀尔论坛以前的发展趋势推算，只能

达到67%。

来自70个国家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续读率
的数据表明，一些入学方面的成就是以较慢的

进展为代价的。只有23个国家的续读率加速提

高，而37个国家减慢了速度。预计全球续读率
在2015年最高能达到76%，而按照1990年代的
速度推算，应该能达到80%。在南亚和西亚，
续读率预计在2015年将达到64%；而按照达喀
尔论坛以前的发展趋势推算，这个比例应可达

到77%。

初等教育性别均等的进展也加快了，然

而按照达喀尔论坛之前的发展趋势，也应当实

现了性别均等。在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

洲，进展加速的成就非凡。

如果延续先前的趋势，全世界会
更接近关键目标

过去的研究表明，教育体系的扩张自有其机

制（Meyer et al.，1977；Meyer et al.，1992）。
当一国儿童开始走进学校并完成学校教育，学

校教育就会更广泛地在人口中扩张。这种扩张

的进度在各国都差不多。达喀尔议程早期的一

项研究指出，从一个国家半数儿童入学的那一

年算起，按照全球教育体系扩张的平均速度，

我们能够预测战后所有国家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的约90%的变动（Clemens，2004）。

根据这一观点，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

新研究假设，达喀尔论坛之后的一些教育进展

是可以预测的（Lange，2015）。这个分析采
用了97个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住户调
查数据，在上过学的儿童的百分比和接受过初

等教育的儿童的百分比这两个指标上，证实了

全民教育进展超出预期。在这两个指标上，

进展快于过去的趋势，而达喀尔议程的完整

效应，只有等到受2000年以后变革所影响的
全体儿童都走完了教育体系的全程之后，才

能做出估计。

对上过学的儿童的百分比的估计，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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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这是因为2000年后有更多的儿童被观
测到。达喀尔论坛之后的发展，使得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将会首次获得入学机会

的儿童的百分比提高了两个百分点。总体来

看，与延续先前的发展趋势所能达到的境况相

比，2010年以前出生的儿童中，到2015年能首次
获得入学机会的儿童数量估计能增加3 400万人。

预计到2015年，完成初等教育的儿童的比
例将会有不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从81%增长
到83%。总体来看，与延续先前的发展趋势所
能达到的境况相比，2005年以前出生的儿童
中，能完成初等教育的人数估计能增加2 000
万人。

《达喀尔行动纲领》所宣称的2015年前实
现全民教育是“一个务实而可达到的目标”或

许言过其实，即便缩小目标范围，如普及初等

教育，仍然过于夸张。然而，尽管全球目标没

能实现，但也取得了适当的进展，与历史记录

的比较是可喜的。

解释全民教育进展：
有利的国际背景

全世界仍然远未实现全部的达喀尔全民

教育目标，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即便如

此，在几个关键目标上，与延续2000年前的
趋势相比，当前预计的2015年进展也更易于实
现。本节考察有可能影响全民教育进展的一般

国际背景。结论是，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

家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使得

其中一些国家对教育投入了更多资源，克服

了一些最贫困国家中人口问题或冲突带来的

持续挑战。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问题仍
是障碍

人口指标对各国实现教育目标的能力有巨

大的影响。学龄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人口统

计上的离散程度，决定了实现普及学校教育的

成本。

过去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走过了与世界

其他地区所不同的人口发展道路。从绝对数量

来看，与1990年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5—14
岁儿童比例到2000年增长了28%，到2010年增
长了65%。相反，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这一
年龄段的人口在2010年比1990年减少了13%
（图0.17a）。

从相对数量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

口中，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不仅始终占有最高比

例（27%），而且在1990—2010年很稳定。相
反，在阿拉伯国家，这一比例从27%降至21%；
在南亚和西亚，从25%降至21%。这表明其他
国家向年青一代提供教育服务的压力都减小了

（图0.17b）。

全球的总生育率降低了，从1990—1995年
的3个儿童，降至2005—2010年的2.5个儿童。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生育率在此期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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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个儿童降低到了5.4个，但生育率仍然偏高
（UNPD，2014a）。因此，这一地区的儿童抚
养率也是最高的，2015年每100名劳动人口要
抚养73名15岁以下儿童，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出近一倍（UNICEF，2014b；UNPD，2014a）。
较小的家庭规模有可能提高家庭对教育的重视

程度（Moav，2005）。

预期寿命的提高，也与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有关（Cervellati and Sunde，2013; Cohen 
and Leker，2014; Jayachandran and Lleras-
Muney，2009）。欠发达国家人口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在1990—2000年增加了2年，2000—
2010年增加了3.3年（UNPD，2014a）。预期

寿命的加速提高，是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以及

儿童和产妇死亡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它有可能

提高了教育需求。

2000年以来，城镇化加速了全球化。总
人口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所占百分比从

1990年的43%提高到2000年的47%和2010年的
52%。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飞速
变革，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对教育系统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见第3章）（图0.18）。

城市地区的教育供给通常成本较低、效率

较高，因此更容易扩大规模。虽然对农村人口

进城移民流的安置能力仍有种种问题，这些移

民通常搬入非正规的棚户区，但是国内移民促

进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小组的分析表明，即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

和农村地区初等教育普及率保持稳定，随着高

普及率城市地区人口所占百分比的增加，也足

以使得平均初等教育普及率在2000—2010年提
高1.5个百分点。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税收流动有所
提高

经济增长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强有力因

素，但政府必须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调动资源，

将其导向教育。

过去1 5年中，发展中国家回到了可持
续发展的轨道，而且表现得优于发达经济体

（图0.19a）（IMF，2014）。起码从1980年代
起，亚洲就一直获益于经济增长，人均实质增

长率在2000年代达到了高水平。而与此同时，
对其他地区来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是灾
难性的。阿拉伯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人均实质增长率在1980年代经历了负增长（分别
为-0.4%和-0.8%），1990年代只有缓慢增长。撒
哈拉以南非洲则经历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期，整

个地区的经济在1980年代缩水了1.0%，1990年
代又缩水了0.5%。但是，这三个地区在2000年
之后都恢复了大约2.5%的增长率（Sundaram 
et al.，2011）。

图0.17：与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更大的人口挑战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各地区5—14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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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
城镇化加速了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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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8：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 
1990—2010年,部分地区定居在城市的人口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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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根据UNPD(2014a)计算。

图0.19：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政府税收与支出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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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的“高收入”与“低/中等收入”。
资料来源：IMF(2014)。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了政府税

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23%提
高到2012年的28%，同时相应地提高了政府支
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5%提高到30%
（图0.19b）。这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例提高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内教

育占预算的比例并没有提高（见第8章）。

赤贫率下降了，但教育的障碍还在

假如经济增长充分平等地减贫并提高家

庭对教育的需求，那么它就能成为教育发展的

强有力因素。在许多国家，人均财富都有所增

加，这是因为全球对资源、能源和商品的需求

都增长了。但是，创造财富的机遇并不广泛，

而且如果缺乏再分配政策，或者政策实施不到

位，这些财富也可能不会惠及贫困人口。

从全球来看，发展中国家日均生活费低

于1.25美元的人口所占百分比从1990年的47%
下降到2010年的22%。但是经济增长并非在各
地都带来了减贫。东亚和太平洋的赤贫人口，

从1990年的45%减少到2010年的14%，而相比
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幅小得多，从56%
减少到48%。2015年，全世界仍有十亿赤贫人
口。每八个人当中，就有一人长期忍受着饥饿

（World Bank，2014a）。

尽管如此，全球水利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改

善对于最贫困人口的教育机会有着直接影响。

例如，儿童因此减少了寻找水和食物的时间。

最不发达国家饮用水供给的覆盖率，从1990年
的50%逐渐上升到了2012年的67%（UNICEF 
and WHO，2014）。能源发展指数（Energy 
Development Index）表明，2002—2010年，
东亚和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通电状

况有了显著改善，而撒哈拉以南非洲落后比较

多（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2）。

全球总体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在其他方

面改变着儿童的生活，这对于他们的教育也有

所影响。5—17岁童工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
从2000年的2.46亿人，减少到2012年的1.6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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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年，拉
丁美洲有19%
的人口获得了
现金转移

人，其中参与繁重劳动的人数从1.71亿人减少
到0.85亿人，减少了一半（ILO，2013b）。尽
管如此，童工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接

受的问题。

各国政府越来越强调社会保障政策，这

类政策可以帮助脆弱家庭克服资金紧张，送

孩子去上学。全球公共社会保障与保健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5.8%增
长到2000年的6.5%，2010年又增长到8.6%
（ILO，2014c）。2000年后，中等收入国家扩大
了社会保障体系。在拉丁美洲，现金转移政策

提高了社会保障覆盖的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
5.7%提高到2010年的19.3%（ECLAC，2010）。
然而，较少有中低收入国家成功引入类似的项

目，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面临着多重挑战，包

括贫困的蔓延，以及实施复杂政策的能力较差

（Andrews et al.，2012）（见第2章）。

性别歧视依旧存在

如果社会组织、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

继续歧视女童，那么扩大女童入学机会的努

力就会遭遇挫败。这是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工作的要点。这些观点
立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1979）和在北京
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旨在
使“女性与男性的关切与经验，在设计、实施、

监测和评价政策及项目时，作为一个综合维度”，

以此实现性别平等（United Nations，1997）。

全球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是女性赋权的一

个潜在指针，这一比例在1990—2010年稳定在
52%左右。但是这掩盖了地区差异。北非的阿
拉伯国家的参与率提高了，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也提高得特别显著。相反，中亚和东亚的这

一比例降低了（Elborgh-Woytek et al.，2013; 
UNSD，2010）。一份关于64项研究的综述表
明，两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尚存，各地区之间差

距很大。在东亚，女性收入比男性低10%，而
南亚的这一差距是48%（Ñopo et al.，2011）。

与这一差距相伴随的是，更多的女性在低收入

行业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性别歧视造成的

（OECD， 2012c）。

另一个进步的标志，是女性的政治代表

性：这方面状况仍然很差，即便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女性所占议会席位从2000年的14%，提
高到了2014年的22%，从太平洋地区的3%到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的26%不等。但部长级职位上
女性所占百分比在2014年是17%，并且女性成
为政府首脑、议会议长或国家元首的可能性更

低了（United Nations，2014a）。女性在一国
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较弱表现，为女童的教育

机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一些有关女童和女性的进展已经被测量

到。经合组织2009年发布的社会组织与性别指
数（Social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Index）监
测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中的歧视状况，从不

公平的继承权到进入公共空间的限制。这一指

数捕捉到了进步的迹象（OECD，2012a）。然
而，早婚和家庭暴力依然普遍，令人无法接受

（见第5章）。

援助的绝对值增长了，但相对比
例未增长

1990年代，为了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首
位，全世界做出了很多努力。这包括联合国主

办的主要国际大会，涉及教育、环境、人口等

领域，呼吁免除债务，并由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

推动建立统一的发展目标（Hulme，2009）。这
些进程在2000年达到顶峰，是年召开了千年峰
会，发布了《千年宣言》，在一个共同的框架

下提出全球承诺解决关键的发展挑战。这个框

架在2001年9月成为八项千年发展目标。

第八个千年发展目标是建立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聚焦于援助与借贷。增加援助与免除债

务对于教育有着直接的作用。2001年，经合组
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成员国的援助额

占国民总收入的0.22%，这比1992年的0.33%还
低。2002年在蒙特雷国际发展融资会议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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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0：虽然援助的绝对值增长了，但是投入教育的比例下降了 
a. 援助支出的总净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b. 援助支出的总净值 c. 援助在各部门间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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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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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国共同承诺增加援助，使得援助占国民

总收入的百分比在2013年恢复到0.30%，但
仍远远低于某些国家制定的分配0.70%用于
援助的目标（图0.20a）。从实际的绝对值来
看，援助总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 9 9 7年低
至710亿美元，提高到2013年的1 350亿美
元（图0.20b）。

从2001—2002年至2011—2012年，援助总
额中流向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比例，

从40%提高到51%（OECD，2014c）。2000年
代，尽管援助用于社会部门的总体比例有所增

长，但是分配给教育的比例却从1990年代的
10.2%下降到8%（图0.20c）。

在免除债务方面，1 9 9 6年国际金融组
织发起了“高债务贫困国家倡议”（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以减
轻3 9个国家的债务，使它们回到可持续发
展的水平。随后，2 0 0 5年的多边减债计划
（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使得36个
国家从“高债务贫困国家倡议”中“毕业”，

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

基金建立的100%免除合格债务的计划。总体
来看，参与这个计划的国家未来债务支出减

少了573亿美元（以2012年年底净现值计算）
（United Nations，2014c）。

通过“高债务贫困国家倡议”和多边减债

计划免除债务，再加上更好地管理债务，以及

开展更多贸易，发展中国家债务服务和出口的

比例从2000年的12%降低到2012年的3%（United 
Nations，2014c）。“高债务贫困国家倡议”
国家的保健和教育支出提高了（Prizzon and 
Mustapha，2014）。但是，这些进步无法与其
他因素的影响截然分开，例如更多地调动国内

资源来投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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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喀尔行
动纲领》提
出的全球承
诺只是部分
地实现了

解释全民教育进展：在

全球层面评估全民教育

运动的作用

考虑了以上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后，人们可以转向其他重要问题：达

喀尔宣言如何帮助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全民教

育伙伴们是否兑现了诺言？在已实现的基础之

上，2000年后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全民教育
进展做出了贡献？本节关注全球层面全民教育

伙伴的行动。由于缺乏大量文献，我们无法开

展更完善的评价，本节仅提出一份初步的资产

负债表，作为反思的基础。随后各章会在国家

层面对针对具体目标的行动做出分析。

证据表明，《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的全

球承诺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过去要求的干预范

畴可能超出了全民教育伙伴组织的能力范围，

无法显著影响国家层面的变革。然而，一些当

初设想的机制运行良好，改善了2000年以来的
教育状况。这为2015年后的全球教育框架提供
了积极的信息。

世界教育论坛更新了全民教育承诺

为了理解达喀尔目标及其策略，有必要

介绍一下背景。1990年宗滴恩世界全民教育
论坛开启了教育领域国际合作的新纪元。鉴于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入学率停滞不前，相信人类

发展应处于所有发展的核心，以及冷战结束后

的乐观主义，与会国家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支

持全民教育。宗滴恩《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的“大愿景”，表达了对于平等、学习和非正

式教育供给等议题的关注，这些议题至今仍然

值得关注（Inter-Agency Commission，1990; 
Unterhalter，2014）。

尽管如此，1990年代的进展仍旧迟滞。导
致停滞的因素，尤其是涉及最贫困国家结构性调

整的政策，仍然发挥着作用（Hallak，1991）。关

于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入学的关键指标几乎没

有任何改善，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1996
年在安曼举行的中期会议揭示出，这不仅是由

于缺乏进展，而且还由于主要共同行动的后续

跟进不充分（Little and Miller，2000）。

1990年代末期，人们感到全民教育日程
迫切需要走上正轨，有两个动态尤其说明了这

一点。首先，国际咨询论坛，即负责全民教育

监测、宣传和伙伴关系的内部机构，在巴黎秘

书处的支持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年代末全民

教育国家评估进程。180个国家加入了这一进
程，稳健的全球更新由此成为可能，这一进程

再次强调全民教育是一项全球议程；这一进程

也有助于许多从未从事类似活动的国家的能力

建设。这项评估的结果汇集成了一份全球综合

报告，以及一份统计文件（Skilbeck，2000; 
UIS，2000）。

其次，缓慢的进展步伐带来挫败感，增

加了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民间社

会组织通过现有机制，即非政府组织关于扫

盲与全民教育的集体协商机制，以及令人瞩

目的多条新渠道，加强了宣传并进行有力的

游说。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大型活

动呼吁捐助方增加援助。渐渐地，国际行动

援助组织（ActionAid）、国际乐施会（Oxfam 
In ternat iona l）、教育国际（Educat ion 
In ternat ional）和国际反对童工游行组织
（Global March Against Child Labour）共同
在1999年10月发起了全球教育运动（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其目的是“动员
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兑现承诺，为所

有人，尤其是女性，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

（Culey et al.，2007）。

因此，2000年4月在达喀尔召开的世界教
育论坛上，与会各方对于教育发展状况有着清

晰的认识，并经过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

《达喀尔行动纲领》不仅重申了全民教育目标

和愿景，而且更进一步，更加完善地定义了不

同层面的角色与机制（Torre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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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
冲淡了全民教
育的信息，窄
化了关注面

达喀尔论坛设想的变革行动在全
球取得了哪些进展？

影响各国全民教育政策的理论背景

《达喀尔行动纲领》旨在通过各种机制

和进展，为全球教育带来积极变革，其中提

到：“这些（国家、地区和国际的）机制，其

功能包括在各层面宣传、调动资源、监测，以

及普及与分享全民教育知识。”

尽管该纲领制定了原则，但是还有许多未

写明的前提假设。现如今，如果要评估《达喀

尔行动纲领》成功的概率，就必须更加清晰地

阐明各种关系，从而将全球会议的精神落实到

变革上来。

《达喀尔行动纲领》表明，“全民教育行

动的核心在于国家层面”，而同时又需要捐助

方采取行动，因为“已经有众多国家的证据表

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同时获取有效发

展合作的支助，所能获得的成就。在这样的战

略下，通过增加国际支持，就能够——而且必

定会——更加快速地取得进展”。

有鉴于此，各合作伙伴方承诺“加强负

责任的国家与地区机制，以清晰地体现这些承

诺，并确保《达喀尔行动纲领》处于每一个国

际与地区组织、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每一个地

方决策论坛的日程之上”。

本节对纲领中提出的活动进行定位与分

类，分析其背后的理论与假设，描述它期望全

民教育行动带来怎样的变革。《达喀尔行动纲

领》建议采取三类全球性干预措施为各国提供

支助（图0.21）：

 ■ 协调机制，其中一些已经存在。另一些首先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概述，后来经过了

修改。

 ■ 专门针对全民教育各具体方面（如成人扫

盲）或一些特殊挑战（如冲突）的运动。

 ■ 倡议，其中一些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列

明，而另一些根据其授权在后来创建。

这些干预措施相辅相成，同时又有着各自

独立的组织与管理部署。如果成功实施这些干

预，有望取得有助于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

短期与中期成果。

第一个期望的成果，是这些干预措施能

有助于重申和维持全民教育的政治承诺。尽管

《达喀尔行动纲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

它对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努力赋予了国际合法

性。这能够充分地支持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

方，推动必要的改革，说服不愿作为的政府。

相关活动将维持全民教育在民间社会议程中的

首要位置。全民教育，或者针对特定主题的倡

议，能够提供专家意见，维持应对关键挑战的

动力。

但是，应当由高效的全民教育合作机制

来提供主要推力，尤其是包含五个发起全民教

育的组织的合作机制，即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FP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
世界银行。这些机制将保障定期监督并进行问

责：各国将会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一旦被发

现国内外的行动有所欠缺，或者引发问题，就

要承担风险。

这些干预措施是根据三个潜在假设而提

出的。首先，不与其他议程相冲突。虽然实际

上千年发展目标成了主要的发展表述，冲淡了

全民教育的信息，窄化了关注面。其次，全

民教育发起机构应当在中央和国家层面高效

合作。实际上，这并未实现。相关的政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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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1：期望动员国家层面全民教育活动的全球机制、倡议与活动 
全球全民教育机制期望效果的逻辑框架

实现或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目标

结果 幼儿 初等教育 青年和成人技能 成人扫盲 性别平等 教育质量

产出
维护和重申全民

教育承诺

分享多种知识、

证据和专家意见

国家政策受到部门

计划的影响

持续调动外部

资金资源

监测进展并

独立报告

合作机制 倡议活动投入、过程与
行动

全民教育高
级别小组/全
民教育工作
小组

全球全民教
育会议/全民
教育指导委
员会

非政府组织

的全民教育

集体磋商

E9

全民教育快
车道倡议/全
球教育伙伴
关系

全民教育全

球监测报告

联合国女童

教育倡议

全球教育运动

“教育不能等

待”/“保护教
育免遭破坏”

全球教育第

一倡议

联合国艾滋
病署跨机构
教育任务
小组

紧急教育国

际网络

注：投入、过程与行动清单仅列出了有代表性的项目，并未穷尽所有项目。
资料来源：改编自Faul and Packer (2015)。

非政府组织
将被视为关
键 合 作 伙
伴，尤其是
惠及边缘群
体，以及作
为创意与新
知的源泉

愿不强，合作的资源也有限，各机构也有各自

相冲突的优先事项。最后，全民教育发起机构

要在国际教育上发出最权威的声音。但是随着

时间推移，经合组织等发出的新声音越来越吸

引各国关注，全民教育议程获得了较少的资源

（Bolívar，2011; Sellar and Lingard，2013）。

第二个期望的成果，是全民教育机制、倡

议与活动能够有助于沟通和采纳多种知识、证

据与专家意见。正如2000年全民教育评估所揭
示的那样，全民教育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以

及分享优秀实践，能够使人受益良多。达喀尔

干预措施能够促进这样的学习，为其他观点，

特别是民间或非主流的观点铺设平台。非政府

组织将被视为关键合作伙伴，尤其是在惠及边

缘群体方面，以及作为创意与新知的源泉。

这一期望的潜在假设是，政治决策是根

据证据做出的技术活动。尽管“基于证据的

政策”和“基于结果的管理”概念在此期间

颇为流行，但是政治的角色也日益受到重视

（Grindle，2004）。国家政府缺乏行动，不仅
仅反映了信息的匮乏。在实践中，即便国家承

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仍需要政治支持，以建

立本国寻求、吸收、解释和应用外部调查结果

的能力。

第三个期望的成果，是各种干预措施能影

响和加强各国全民教育政策与实践。要求各国

制定行动计划，“赋予本纲领所提出目标及策

略以内容与形式”，其目的是用高效的方式来

统一全球和各国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呼吁支

持那些“面临重要挑战的国家，比如遭遇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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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筹备计划，并且关键

在于“以协调一致、相互合作、贯彻统一的方

式”支持这些计划。

这一期望的潜在假设是，各国能够不受阻

碍地实施全民教育行动计划。实际上，许多国

家已经建立了本国的机制、计划周期，并且有

了可以磋商的利益相关方。但是行动计划用于

教育发展的程度大相径庭。在一些国家，坚持

在国家规划和预算外单独规划全民教育，会阻

碍教育计划的实施。

第四个期望的成果，是有效调动全民教育

资金。《达喀尔行动纲领》的签署国认为，发

展中国家提高税收，并且把预算资金优先用于

发展基础教育，并不足以实现全民教育。《达

喀尔行动纲领》估计，实现全民教育所需的额

外资金支助是每年约80亿美元。

这一期望的潜在假设是，许多国家的支

出低于保障普遍入学和提供高质量教育所需的

金额，因此要依靠援助金来弥补。实际上，这

没有考虑到各国的财政能力，以及教育系统吸

收迅速增加的外部援助资金的能力。这也没有

考虑到各国是否有能力高效率地支出。进一步

的假设是，经过一段时期强有力的捐助合作，

以及呼吁免除债务，其间没有影响支付的严重

动荡，这样吸引捐助方给予基础教育实质上达

三倍之多的援助就会是雄心勃勃却也可以实现

的。然而，后来捐助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挫伤了

这样的期待。

第五个期望的成果，是对全民教育目标进

展开展独立的监测和报告。定期且频繁的报告

能引起人们关注那些不能实现吁求的国家或者

合作伙伴，并且加强问责。监测活动的结果会

左右政策。

可是，这些宣言没有法律约束力，各国政

府通常并不把全球目标作为国家目标。国家进

展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而外部影响力有限

（框注0.2）。即便各国认同全球目标，也只有
建立起对表现不佳的国家正式的问责机制，监

测才能推动进程。这种机制并不存在。然而，

全球监测机制（例如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并不一定能提供针对个别国家的明确、有说服

力的建议，也不能指出个别国家教育政策改革

的最佳方向。

框注0.2：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潜在
国际力量

《达喀尔行动纲领》假定全球行动能直接

影响国家系统，即便多个外部因素只带来一种影

响，而且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由强有力的国家

或非国家行动者组成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否在

发挥作用？或者国家参与全球机制对于国家政策

改革并没有多少影响？对于以上问题，众说纷纭。

在欧盟国家，即使存在结构化的政策对话，

采取自愿的“开放协商法”，但根据成员国自由

裁量权条约，教育政策仍然是各国严格保留的权

利。这里有一个例外，即技术职业教育，这方面

的“欧盟标准”地区政策指导了国家政策。尽管

如此，通常各国还是会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但

很难说这些影响是委婉地强加上去的，还是自愿

采纳的。在宽松的协商机制下，例如全民教育机

制，更加难以追踪国家政策依据全球标准做出调

整的蛛丝马迹。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使得全球及地区行动影

响国家教育进程的潜力有所提高。在富裕国家，

经合组织自从引入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以来，作为

同行评议和分享经验的一分子，影响国家课程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 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贫
困国家，从开发银行获取教育部门贷款，意味着

接受教师最高工资等条件的约束，政策决策的自

由度降低。同样，援助项目的总量增加了，援助

机构彼此协调，从而强化了在谈判中的地位，各

国可能采纳了反映捐助方偏好的政策，而违背了

国家所有权的原则。

总而言之，自2000年以来，影响各国全民教
育政策的全球全民教育架构的规模显然扩张了，

这巩固了《达喀尔行动纲领》的潜在假设之一。

资料来源：Dale (1999); Little (2011); Rinne and Ozga (2011); Stone 

(2008)。

自2 0 0 0年以
来，影响各国
全民教育政策
的全球全民教
育架构的规模
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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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 9 9 9年以
来，低收入国
家和中低收入
国家教育经费
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提
高了

影响各国全民教育政策的实践：
达喀尔策略

为了评估《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的干预

措施是否充分有效，有必要考虑它们是否按计

划实施。

本节从全球层面，对照着《达喀尔行动纲

领》的12项策略（框注0.1），联系上述的五
个期望成果，评估全民教育合作伙伴的总体表

现。后面各章针对个别目标，提供了有关各国

如何实施这些策略的更为详尽的信息。

策略1：大大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资

基础教育融资进展具备两大特征，尤其体

现在距离全民教育目标最远、最需要资助的那

些国家。首先，自1999年以来，低收入国家和
中低收入国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提高了，尽管这主要是由于日益增多的国内

资源调动，而不是提高教育在预算中的优先地

位（见第8章）。

其次，教育援助的绝对金额翻了一番还

多，虽然捐助方为此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等。

《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捐资机构分配“更大

的比例的资源，用于支持初等教育及其他基础

教育形式”。援助占高收入国家国民总收入的

比例自2000年以来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
1980年代的水平。然而，教育及基础教育占援
助总额的比例略微有所下降。在低收入国家，

援助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降低了，因为这些国

家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见第8章）。

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层面的全民教育干

预措施是否导致了公共教育支出的增长，以及

国家层面教育援助的增长；全民教育机制是否

影响到《达喀尔行动纲领》所提出的其他关于

援助的目标，比如做出“长期的、可预期的承

诺”“加强问责与透明度”，以及确保“地区

及国际层面的定期报告”。

虽然每个捐助方做出的实际贡献应当成为

衡量本策略是否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本

报告关注的是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FTI），它
后来更名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PE），是捐
助方承诺的证据。这样一个机制是《达喀尔行

动纲领》所设想的，其建立反映了国际社会渴

望建立一条一以贯之的渠道，以支持各国承诺

实现全民教育。

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的建立，是在全民

教育高级别小组正式全球协商之外，产生的一

个独立倡议。发起全球倡议的第一次努力失败

了。这使得荷兰及其他双边捐助方要求世界银

行发挥更强的作用。由此引出了2002年的行动
计划，以及2004年的纲领性文件。此倡议的一
个关键特点是，它最初并非作为一个基金来运

转，而是赋予各捐助方责任，使它们一致支持

已签署的教育部门计划。

2000年代，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的运作
饱受诟病：关于它的运转依赖于世界银行；关

于它仅限于关注初等教育，而忽视其他全民教

育目标；关于它排除了一些最需要帮助的国

家，因为这些国家太脆弱，或者饱受战乱，

或者因为它们拿不出可靠的计划（Cambridge 
Education et al.，2010）。根据中期评价的结
论，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转型成为全球教育伙

伴关系，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与平衡的机构间

伙伴关系，提高融资能力，回应各国需求。这

反映在其目标重组（框注0.3）、变革理论、
治理和操作程序的改革中。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逐步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全民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小组计算，2004—2012年获得项目实施拨
款的39个国家中，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资金占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的百分比，从2004—2006年的
4%提高到了2010—2012年的16%。捐助方回应
了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两次补充融资呼吁，即

便融资结果低于目标。

关键问题仍然是全球伙伴关系是否促进了

低收入国家履行投资教育的承诺。证据并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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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0.3：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目标

2004年，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纲领

目标

快车道倡议旨在加快普及完成初等教育，通

过推动：

 ■ 更有效的初等教育援助，通过发展合作伙伴

的行动去实现援助支付中最大化的合作、互

补与和谐，降低受援国的交易成本。

 ■ 持续增加基础教育援助，这是指在那些表现

出有能力有效利用援助资金的国家。

 ■ 稳定的教育部门政策，通过系统地审核与指

导性地依基准管理受援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

表现。

 ■ 充分和可持续的国内教育融资，在国家减贫

战略的框架下、中期支出的框架下，或者其

他有关的国家文件指导下。

 ■ 加强对教育部门结果的问责，通过针对政策

进展、关键部门成果开展年度报告，与参与

国的一系列适当指标相比较，并且透明地公

布结果。

全球层面，快车道倡议旨在推动：

互相学习如何提高初等教育质量，向全民教

育目标前进。

2012—2015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战略规划

目标

 ■ 所有儿童都能进入安全、完备的场所，接受合

格教师的教育。

 ■ 所有儿童都能通过低年级教育，掌握基本的读

写和计算技能。

 ■ 国家系统有能力和诚意提供、支持与评估高质

量的全民教育。

 ■ 资源瞄准最边缘化的儿童，以及处于脆弱的、

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儿童。

具体目标

 ■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有能力制定并实施教

育计划。

 ■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受援国的所有女童都顺利完

成小学教育，并进入安全、有支持性的学习环

境继续读中学。

 ■ 到三年级学习及掌握基本读写和计算技能的儿

童数量快速增加。

 ■ 通过培训、招聘和保留教师，改进教师效能，

支持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 扩大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受援国国内外教育资金

与支持的规模，促进效能、效率提升和公平分

配。

关键问题仍然
是全球伙伴关
系是否促进了
低收入国家履
行投资教育的
承诺

分。在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早期，影响各国进

程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2010年后，随着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秘书处的成立，这方面能力才有

所提高。然而，监测与报告的过程还没有收集

足够的信息，以考察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行动

与更高公共投入之间的关系。

两个误区导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报告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捐助方对短期成效或者速

成证据的要求的结果。首先，全民教育快车道

倡议/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试图把进步归因于结
果，例如入学率；或者归因于支付资金，即便

事件之间的联系复杂得多，尤其全球教育伙伴

关系经常只是作为很小的一部分。其次，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宣称“越来越多的”政府承诺参

加2014年的补充融资，但这所依据的证据非常
薄弱。为了更真实可靠地测量成就，全球教育

伙伴关系需要愈发谨慎地记录为了争取捐助方

和各国政府投资于教育的更强承诺所采取的步

骤。其最近的监测报告做出了一些许诺，考虑

到了以上两个问题（GPE，2014c）。

虽然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全球教育伙伴
关系的关注面几乎仅限于全民教育的第二个目

标，但是其建立与《达喀尔行动纲领》的宗旨

是一致的，都是要多渠道调动资金资源。这项

进展务必要归功于全球层面全民教育合作伙伴

们的行动，应当被认为是一项成就。

资料来源： EFA-FTI (2004)，GPE (2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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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比在中
等收入国家
更受欢迎

策略2：在与消除贫穷有联系的整合良
好的部门框架内制定全民教育政策

《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国家全民教育

规划是将承诺化为行动的主要工具，并指出这些

规划应当在2002年制定好。在这一过程中，全民
教育合作伙伴扮演着国际与地区的双重角色。

首先，国际社会为筹备总体发展战略提供

了框架，即减贫战略文件（PRSP），它们是
对国家教育规划的补充。1990年代后期，债务
减免措施受到了牵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通过制定减贫战略文件，要求各国确认

减贫承诺，提高社会部门的支出。2000年代初
期，这一过程引起了整个发展中社会的关注，

团结了各国和国际利益相关方。

当时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教育应当契合这

一框架，即使减贫战略文件和全民教育行动计

划通常是平行推进的（Caillods and Hallak， 
2004）。但是，在这个十年的后期，由于对减
贫战略文件的联合评审成为获取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贷款的前提条件，各国对

此的兴趣逐渐衰减了。没有研究评估过减贫战

略文件倡议如何影响教育计划的可信性。

其次，全民教育合作伙伴受到激励，去

协助缺乏能力制定全民教育行动计划的国家。

一些机构回应了这一号召，为各国政府提供

了支持，包括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筹备方案

（UNESCO-IIEP and GPE，2012）。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通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全

民教育项目能力建设”和模拟示范、基于结

果的规划手册等工具，带头进行能力建设

（UNESCO，2005b，2006d）。一个多机构
倡议最近发布了新版“教育部门分析：方法指

南”，它是基于20多年《国情报告》工作经验
而编写的（UNESCO-IIEP et al.，2014）。

较早的一次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

各国制定规划的评价表明，技术支持的质量

很好。但是这也提出了如何确定支持目标，

以及如何超越人员培训，拓展到长期的组织

能力建设的问题（UNESCO，2006c）。随
后一次对于支持部门政策和规划的评价发

现，国家层面的倡议加强了机构能力，带来

了“明显的政策变革和国家层面的改革”，

但是这些方案不足以影响到更大规模的变革

（UNESCO，2009b）。

进一步的问题是，《达喀尔行动纲领》对

国家规划的强调是否有助于促进各国关注全民

教育及其质量。为本报告而做的关于两个时期

（2000年左右和2000年后）国家规划的比较，
考察了它们的目标、监测和融资部署，评估了

这些规划的结构是否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改进

（UNESCO-IIEP，2015）。

在这两个时期，都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和

提高初等教育质量的目标。一般来讲，第二代

规划与全民教育议程更为一致。而目标之间，

以及收入群体之间还是有差异。对成人扫盲目

标并没有更多提及。对性别均等和平等的提及

越来越多，但第二波规划中仍有三分之一没有

提到性别问题。总体来看，全民教育议程在低

收入国家比在中等收入国家更受欢迎，虽然在

这段时期内两类国家都越来越多地提及全民教

育目标。

采纳监测框架的国家明显增多。在两个

时期之间，包含监测框架的国家规划的比例从

23%上升到73%，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
进步更大。在达喀尔论坛之前，四分之三的规

划要么包含了不相干的监测框架（即其中的指

标只覆盖了不到一半的目标），要么根本不包

含监测框架。达喀尔论坛后，仅剩下四分之一

的规划存在类似问题。在三分之二的国家，监

测框架与目标完全对应。达喀尔论坛前，只有

三分之一的规划中出现了学习成果指标；而该

论坛之后，接近四分之三的国家规划出现了这

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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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民
间社会活动是
2 0 0 0 年后教
育领域的一项
重大成就

监测不平等十分重要。包含按性别分类指

标的规划越来越普遍，即便分类指标并未被系

统地纳入规划。但是很少有规划按照其他个人

特征来分类数据，例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

者居住地。

最后，在融资框架方面，达喀尔论坛后有

超过三分之二的规划包含了成本框架。然而，

这主要是来自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规

划，它们需要外部援助。只有七分之一的中高

收入国家在最近的规划中制定了成本框架。在

这一时期，拥有融资方案的国家增多了，成本

框架的质量也有些微提高。

总的来说，有迹象表明国家教育规划的质

量在此期间提高了，虽然这一评估仅限于“技

术特征，而非实施情况。纸面上好看的规划可

能是获得了捐助机构大力支持的结果，但与各

国（政治进程和教育系统现实情况）没有多大

关系”。

策略3：让民间社会参与教育发展战略

《达喀尔行动纲领》鼓励民间社会参与制

定、实施和监测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全民教育

规划。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认识到达喀尔论

坛之前的全民教育进程开放度不够，以及民间

社会在维护全民教育处于全球发展议程首位中

发挥的作用。

全民教育合作伙伴能够通过两条途径促进

民间社会的参与。首先，国际组织和政府当局

能够把民间社会纳入决策过程中。民间社会正

式出席决策过程，有两个突出的例子：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采用非政府组织合作磋商，作为对

话和参与的关键机制，并且协助组织遴选全民

教育合作机构中的民间社会代表；全球教育伙

伴关系在委员会的19个席位中，为民间组织的
代表保留了3个。

其次，全球支持可以帮助民间社会成立

和维护国家教育联盟。有约100个国家成立了
这种联盟，其动议通常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

并受到捐助方的资助。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捐助方是否过度干涉了联盟的议程并且制定

了从属条件？此外，有关一些联盟在决定哪

些组织获得资金时的角色，还有更多细节问题

（CEF，2007，2013）。联盟通常在不依赖援
助的国家更为成功。

国家层面适当的机制也被用来避免激励问

题。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资助了一个公民社会教

育基金（CSEF），这个基金是由全球教育运动
在2009—2012年运作的。它在45个国家加强了
民间社会发展教育项目、发起宣传活动、追踪

政府和捐助方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工作进展的

能力。一项评价发现，其活动帮助联盟获得了

政治认可，但在研究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的建

设方面效果不大（GPE，2012b）。2013年，
它在54个国家开始了第二轮活动，旨在应对以
上的批评。

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愿意给予民间

社会席位，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在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资助的42个国家教育联盟中，有
35个参与了政府和捐助方的协调小组（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4a）。但是，
根据一些统计，民间社会在政策或监测中的作

用仍然有限。政府有时会排斥重要的民间社会

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在有实际影响力的位置上

的角色，例如与议会中的教育常务委员会的关

系，尚未规范化（Mundy et al.，2010）。在一
些情况下，民间社会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同，

而没有像教师工会或家长委员会一样，充分进

入教育的关键利益相关方的行列。

总体来看，越来越多的民间社会活动无疑

是2000年后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全民教
育的国际合作伙伴们表现出对于回应达喀尔论

坛相关吁求的真挚投入。然而，这种支持在建

立影响关键变革的强大国家教育联盟方面，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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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收获了有限的成功。一些观察者主张，这样

的结果在一些国家是为政治环境所不允许的，

那些国家是根据获取的政治支持，或者依据

种族或其他身份特征来决策的（Devarajan et 
al.，2011）。

策略4：建立治理和管理方面的问责制

支持民间社会是实现《达喀尔行动纲领》

的总目标，即改进“教育系统的治理效率、问

责、透明度与灵活度，从而更有效地回应学习

者多种多样、日新月异的需求”的一种手段。

在全球层面，全民教育合作伙伴积极地尝试推

动地方参与和提供回应性服务，并且鼓励各国

开展广泛的社会部门改革。

地方参与和赋权，以及权力下放，被认为

是促进问责的关键策略。世界银行在推广权力

下放中尤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其2004年的
《世界发展报告》中，强调了权力下放是通往

问责的一条路径（World Bank，2004）。“为
了更好的教育成果的系统方法”倡议下开展的

工作，旨在阐明各国在学校自治权上的差异是

解释学生表现的一个因素。有人开展了提供信

息以赋权于民间的政策实验，试图说明这样的

干预措施能在哪些条件下发挥作用（Bruns et 
al.，2011）

许多全民教育合作伙伴投资于能力建设项

目，作为对权力下放的辅助，帮助地方教育当

局、学校领导或者社会组织受益于他们新的职

权。民主治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的核心

支柱之一，它是全民教育的发起机构之一，虽

然它并不明确关注教育。

然而，明显的成果已缓缓呈现，长期影响

则需要持之以恒，以及不限于机构规划范畴的

资源供给（OECD,2004）。此外，机构要顺应
这样的改革，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准（European 
Commission，2012）。因此，干预措施的可持
续性是一个问题（UNDP，2010）。

总的来讲，推动地方参与教育事务，使

学校回应学生、家长和社区的需求，仍然充

满挑战，尤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他们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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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紧急情
况下提供教育
的挑战，获得
了更多的重视

间参与这种事。通过权力下放是否能取得最

佳的成果，仍存在争议。有研究发现，权力

下放和学校自治对于能力薄弱的贫困国家的

学生表现与系统整体表现，既没有影响也

没有决定作用（Chaudhary et al.，2012; 
Gallego，2010;Hanushek et al.，2013）。实
验研究也质疑“目前对于参与作为提供服务的

灵丹妙药的信心”，这既是由于民间对于信息

的反馈能力有限，也是由于地方教育的权力平

衡并未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开放（Banerjee et 
al.，2010）   （见第4章）。

策略5：满足受冲突和动荡局势影响的
教育系统的需要

这项策略的目标，是建立政府评估冲突条

件下教育需求的能力，复原安全的学习机会和

友爱的学习环境，重建受损的教育系统。2011
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记录了2000年
后全球层面的许多旨在满足这一吁求的行动。

首先，冲突条件下的反人权行为受到了

更为密切的跟踪。2007年，联合国安理会建立
了一个监测和报告机制，以记录和报告损害儿

童权利，包括攻击学校的行为。安理会2009年
授权秘书长公开招募儿童兵者的姓名。但是，

仍有未被报道的反人权行为，强迫机制仍然薄

弱，而且教育中的具体问题，包括性侵害，并

未被充分涉及。

其次，人道主义援助更多地用于支持冲突

地区和受灾地区的教育系统，而不是长期遭受

人道主义危机的地区。2005年，紧急教育跨机
构常设委员会集群成立，成为人道主义援助宏

观改革中的一部分。这个全球教育集群受到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的联合领导，支

持国家集群运作，建设回应需求的能力，以及

实施相关标准，确保在冲突时期高效而公平地

提供教育。这个集群已经帮助提高了教育的受

关注度，在一些地方保障教育作为人道主义援

助的一部分（Steets et al.，2010）。但是，人
道主义援助的增加是有限的（见第8章）。构
筑人道主义援助与长期教育发展援助之间的桥

梁，仍然任重道远。

再次，宣传活动使冲突地区和紧急地区在

教育议程上占有一席之地（见第2章）。成立紧
急教育国际网络是达喀尔论坛后的一个主要倡

议。虽然其部署是非正式的，但是它扮演了重

要的协调角色，尤其是它提出了“紧急教育最

低标准”。“保护教育免遭破坏全球联盟”成

立于2010年，曝光冲突及其影响，打击不负责
行为。它的全球报告，承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早期的报告，清晰地阐述了尊重和保护学校

作为神圣与安全地带的失败，而这是达喀尔承

诺之一（GCPEA，2014; UNESCO，2010c）。

总之，与雄心勃勃的目标相比，这项策

略的进展显然很小。但是，2000年后，有关在
紧急情况下提供教育的挑战，获得了更多的重

视，这有助于积累经验，学习如何快速、有效

地回应紧急教育需求。这归功于合作伙伴兑现

了在达喀尔做出的承诺。

策略6：采取综合战略促进性别平等

与性别平等相关的最明显的全球机制是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UNGEI），它是2000年
在达喀尔成立的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伴关

系。它的活动包括加强对女童教育重要性的认

识，影响政策和教育规划，查找并宣传优秀实

践；合作伙伴关系的机构发展在全球、地区和

国家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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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艾滋
病病毒和艾
滋病的抗争
尚未胜利，
但是已经避
免了最坏的
情况发生

对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的评价，特别认可

了其在促进全球政策对话和宣传工作方面的贡

献，但是其在地区层面的贡献不够。在国家层

面，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把自己定位为在紧密

的国家合作伙伴关系中有价值的、强有力的参

与者。由于认识到把全球公认的优先事项引入

国家层面的活动的难度，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

与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建立了密切联系。评价还

赞许了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在合作伙伴间协商

与设定优先事项中的作用。然而，在国家合作

伙伴关系的能力建设上，能做的还有更多，要

加强国内培训，推动合作伙伴间交换意见与分

享经验（UNGEI，2012）。

还有很多其他倡议也呼吁教育中的性别

平等，从以宣传为主的联合国少女工作组（由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席管

理），到以实践为主的“女童教育挑战”（由

英国国际发展部提供资金）等等。本报告提

供了很多国际干预与国家进程彼此互动的案

例（见第5章）。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是，全民
教育合作伙伴的全球行动有助于使性别平等在

议程中保持较高的优先地位，并对这一目标的

进展做出了贡献。

策略7：采取行动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
病做斗争

在达喀尔论坛召开之时，艾滋病感染正在

威胁南部和东部非洲教育系统的根基。这一紧

急情况似乎会威胁世界上其他地区，造成灾难

性后果。短期内的大规模全球动员产生了显著

的效果，包括感染率降低，以及发现和普及了

新的、更有效的治疗手段。2015年，虽然与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抗争尚未胜利，但是已经

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

虽然保健部门在此事业中处于领导地位，

而且获取了大量资金，但教育的作用也是关键

的。全球层面的教育倡议以强烈的紧迫感应对

艾滋病的挑战，《达喀尔行动纲领》中的两项

行动受到了重视：教师培训与课程，以及预防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政策主流化。

联合国艾滋病署跨机构教育任务小组

（IATT）成立于2002年，以改善教育部门的应
对能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召集下，它推

动与支持了优秀实践，鼓励机构间团结协作。

联合国艾滋病署跨机构教育任务小组还加强

了证据基础，尤其是通过2004年和2011/2012
年的全球调查，开发了相关技术工具，以指

导在国家层面把艾滋病列入教育的主流问题

（UNESCO，2006a，2013a）。

还 是 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领 导

下，教育、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全球倡议

（EDUCAIDS）于2004年3月由联合国艾滋病署
联合主办组织委员会发起，其目标是通过教育

阻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保护教育系统的核心

功能免受艾滋病病毒蔓延的最糟糕影响。这一

倡议在国家层面动员了伙伴关系，有助于能力

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特别是通过对教育部

门回应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五个关键要

素做出简报（UNESCO，2008a）。

这些机制帮助全球教育应对了艾滋病病

毒和艾滋病的传播。全球的注意力从仅仅关注

艾滋病病毒的科学知识，转向了更全面的性教

育，包括非认知能力，甚至与性和性别有关的

结构性议题（UNESCO，2014a）。众多国家
已经采取步骤，采纳这种更宽泛的手段，这应

当归功于达喀尔论坛后的全球努力。

但是，实践中仍然有难题。我们对艾滋

病病毒的认识水平还是太低（见第3章），课
程、教师培训和传递课程知识的教学方法等方

面仍面临挑战。由于初等教育中没有艾滋病教

育，而这一教育层次包含了较为年长的学生，

一个关键的人口群体被忽视了，因为很多儿童

入学较晚，或者在就读中学之前就辍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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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所学校的
设施设备有利
于学习，影响
因素非常多

策略8：创造安全、健康、全纳和资源
分配公平合理的教育环境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了学习环境的质

量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教育质量目标的贡献。

使一所学校的设施设备有利于学习，影响因素

非常多。以下描述的全球倡议说明了方法的多

样性（Nederveen，2010）。

“儿童友好学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倡导的一种重要方法。它立足于三个原则：以

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民主参与和全纳性。1999
年以来，它在约100个国家付诸实践，但在把
它整合到国家教育规划中的程度上，各国存在

很大差异。一项评估发现，这一倡议给予了国

家决策者一个实用的框架，用来改进教育，而

且它还有可能开启学校转型的序幕。然而，

这项研究也含蓄地质疑了这一倡议的可持续

性，一部分政府或教育系统并不打算支持它

（UNICEF，2009b）。

“把资源集中于有效的学校健康”

（FRESH）是在达喀尔提出的，旨在倡导一
种改进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全面方法。作为一项

针对学校健康的跨机构倡议，他有四个组成部

分：与健康有关的学校政策，供应安全的水

和卫生设施，以技能为本的健康教育，以及

以学校为本的健康与营养服务。该倡议发布

了指南，说明如何监测与评价学校健康项目

（UNESCO，2013c）。但是，“把资源集中
于有效的学校健康”在协调合作者的活动方面

做得比较多，而较少地直接促进对相关国家政

策的借鉴。

同样，在以学校为本的健康与营养领域，

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协调的“本土种植校餐”

倡议发起于2003年，受到了联合国饥饿工作组
的启发。非洲联盟向成员国推荐了这一方法。

这一地区至少有20个国家实施了相关的项目，
其中一些国家受到了发展合作伙伴的支持，另

一些则是完全由政府主导。最近很多关于学校

供餐效果的证据，都是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为

背景，尤其是在《世界学校供餐状况报告》当

中（WFP，2013）（见第2章）。

这一战略对从教学法到社会保护再到基

础设施等各不相同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类，意

味着它缺乏重点。它所涵盖的范畴过于宽泛，

因此不可能对其进行评估。另外，有关学校条

件的关键方面的认识，例如卫生设施和安全

性，在2000年之后完全没有进步。全球层面
的工作显然对帮助各国建立健康的学习环境

贡献不大。

策略9：提高教师的地位、积极性和专
业性水平

《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了支持教师的许

多方法，包括给予足够的报酬、鼓励留任的策

略、接受培训和获得专业发展、参与决策，并且

建议教师应当反过来对学习者和社区负起责任。

全民教育教师问题国际工作组成立于2008
年，目的是协调国际社会在填补教师缺口方面

的努力，致力于宣传、政策对话与研究。它的

权力仅覆盖了全民教育策略中有关教师的关键

议题之中的一部分：政策；能力，特别是数

据统计能力；融资。一项评估表明，工作组

是起作用的，但是它应当更加密切地联系国

家需求（Townsend，2012）。因此，工作组按
照“撒哈拉以南非洲教师培训倡议”的方法指

南，开展了国别研究（UNESCO，2010b）。但
是这项活动的范围有限。

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
学人员的建议书》，虽然不是全民教育的成

果，但却是唯一一次由国际组织受命开展的监

测教师情况的活动，它也报告了全民教育的议

题。委员会每三年碰头一次，监测建议的被采

纳情况，检视各国、代表教师的国家组织、国

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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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要
求教育供给
的范式转变

委员会会与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分享研究中的发现，后

两者把这些信息转达给成员国，便于其采取适

当的行动。2012年，委员会的结论是教学正在
去专业化，并鼓励成员国“明确规定教师的社

会地位、专业尊严，尤其要与其职业相挂钩”

（ILO，2012a）。然而，委员会尚未被证明是
一个可以带来变革的强大机制。2000年以来，
监测教师状况的工作没有进展。少有的几个相

关的倡议，也并非来自全民教育合作伙伴（见

第6章）。

策略10：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了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在提供全民教育方面的潜力。预计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成本会降低，因此纲领建议将

这种技术用于增加弱势社群的受教育机会，支

持专业发展，并且用于跨课堂甚至跨文化的沟

通。与此同时，纲领还警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

会增加不均等的风险，指出技术应当服务于教

育策略，而不是主导教育策略。

虽然旧技术继续被用于教育发展，但《达

喀尔行动纲领》的雄心是利用现代信息和通信

技术，这受到了贫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

慢和技术传播速度的挑战。目前缺乏有关教育

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导性全球合作，最为

相关的是韩国主办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教育全

球论坛，2007年起，这个论坛改由世界银行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组织召开（World Bank， 
2014b）。

这两个组织在其他领域也有合作，从作

为“教育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统计工作小组”

工作内容一部分的指标制定，到政策工具包。

世界银行通过其“为了更好的教育成果的系统

方法”倡议，制定了政策指南，而其影响深远

的系列博客，也解答了很多与政策相关的问题

（Trucano，20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
他合作伙伴发表了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教育

中的应用的地区性研究，作为“为了发展的信

息和通信技术测量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World Bank，2014c）。

全球性的协调工作相对薄弱，但是很难评

价它在国家层面发挥的作用。在实践中，政策

通常领先于实施。优秀案例经常来自资源丰富

的环境，无法在贫困条件下复制。这引发了关

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相关度及有效

性的许多问题（见第6章）。更一般地讲，一
些批评认为，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要求转变教

育供给的范式（Daniel，2010）。

策略11：系统地监测进展情况

《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在许多层面加强

监测。首先，它进行稳健和可靠的教育统计。

一项评估确认，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UIS）的工作是有效的，评价强
调它“在恢复成员国、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统计功能的价值，以及对于国际可比

教育统计数据信度的信任方面，超越了大多数

利益相关方的期待”（UNESCO，2007b）。
虽然如此，仍有两个问题：及时性，其他部门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以及某些指标系列上持续

存在的差距（见第7章有关缺失值的内容）。

其次，纲领要求提供分类的教育统

计。2000年后，住户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有了很
大提高，尤其是来自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

聚类调查的数据，这使人们得以监测很多维度

上的不平等。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小组采用这些数据，建立了世界教育不平等数

据库。国际住户调查网络的工作，在提高调查

的可得性方面取得了重大实效（Oxford Policy 
Management，2013）。然而，尚存在两个难
题：处理数据集从而令其可用的速度较慢；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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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跨国协作和国际调查项目，去设置标准、为

核心的教育问题提供基准（EPDC，2009）。
除此之外，在国家层面，这些数据未得到充分

利用，在制定国家教育规划时，很少采用分类

的信息。

再次，《达喀尔行动纲领》要求收集各

国和国际层面在基础教育上的预算分配信息。

在国内财政上，公共教育支出的数据集仍旧不

完整，且不够细致。另外，教育部门与卫生部

门不同，在提供有关于政府与家庭的资金负担

比例的全貌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国外

融资方面，在经合组织发援会的领导下，各捐

助方对支出情况的报告不断取得重大进步。然

而，分类法的问题仍然阻碍着对于长期趋势的

分析（见第8章）。

《达喀尔行动纲领》还强烈要求发布监

测报告，“督促全球社会为在达喀尔做出的承

诺肩负责任”。最后决定独立编写全球监测

报告，是2001年的高级别小组会议做出的决
策。根据最近的评估，《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

告》“被广泛认为是一份高质量的报告，基于

严谨的分析研究，使其稳固地成为教育部门重

要的资料之一”（EfC，2014）。

总的来说，2000年以来，监测与报告全
民教育进展的方法有了显著改进。但是，在很

多方面，教育部门的信息质量都落后于卫生部

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掌握基本学习能

力的儿童所占百分比是全民教育的基本指标之

一，但是这个关键指标的数据是缺失的。另一

个关键的成果指标是读写能力，对其的测量也

不完善，其进展更无从谈起（见第4章）。

全球的进展也反映在国家层面。如今，各

国更加频繁地报告管理数据。一些国际倡议，

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表的

教育部门国情报告，对能力建设有所助益。外

部投资支持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民间主导评估活

动，国家层面的民间倡议，则产生了全民教育

的观测报告。相反，各国在综合评估本国的教

育部门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策略12：利用现有的机制

最后一项策略强调，各项活动应当“基

于现有的组织、网络和举措，必要时扩大范

围”。以上对各项策略的讨论，已经提及了五

个全民教育发起机构的角色，重点放在它们之

间的协同关系上。此外，每个机构都在项目活

动中分别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它们的作用都受

到了独立的评估，依据的是全民教育目标，或

者至少是机构自身的目标（UNICEF，2014d;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2006）。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有机制”是否

足以敦促国际社会履行责任。全民教育的全球

协商机制——它是本策略所明确提及的一个机

制，下一节还会讨论到它——显然并不能担负

这个角色。在教育权利方面——它既是全民教

育的一个基本维度，又是《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神圣的一部分——于1998年设
立了特别报告员席位，以回应有关被认定为践

踏教育权利的行为的信息，并且促使各国政府

参与对话。特别报告员似乎对人们理解权利，

甚至履行权利做出了贡献，但它十分依赖政府

的合作（Golay et al.，2011）。

一个新的机制，即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建
立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目标是考察各国在人

权方面的表现，包括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利。虽

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它被认为在将人权纳入

治理范畴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McMahon， 
2012）。这样的机制本应该用于利用监测信息
评估全民教育进展。问责制是《达喀尔行动纲

领》中缺失的一环，它是把监测转化为行动的

途径，但将继续成为2015年后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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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识
到了效率方
面的缺失，
因此在2011
年改革了协
调工作部署

影响各国全民教育政策的实践：
协调

以上从全球层面分析了全民教育合作伙伴

实施达喀尔策略的表现，此外还需要总体评估

机构间协调合作的情况。但遗憾的是，评估结

果并不乐观。

《达喀尔行动纲领》没有为五个全民教

育发起机构建立明确的协商机制。事实上，在

达喀尔论坛之前就存在的国际咨询论坛，虽

然被建议保留，但还是被取消了（Little and 
Miller，2000）。部分达喀尔论坛参与方表达
了这样一种感受：对全民教育进程领导权的争

论把关于什么是在国家层面开展全民教育政策

的最佳方法的实质性探讨引入了歧途，浪费了

本可以讨论有效实施策略的机会。2

《达喀尔行动纲领》详细表述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会“继续行使在全民教育合作伙伴

间协商的职责，维护它们的合作积极性”，并

且“每年召集一个高级别、小规模、灵活的小

组”作为“调节政治承诺、调动技术与资金资

源的杠杆”。2001—2011年，这个高级别小组
每年开一次会，得到一个工作组的支持——该

工作组的成立部分地是源于回应“为六个目标

分别成立工作组”的承诺。

达喀尔论坛决定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部的职责，这改变了2000年前就存在的跨机构
委员会的部署，即各机构分担权力和职责。这

引发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力的质疑，因

为它当时正面临治理与财政上的困难。其余机

构认为它们可以更好地领导这个进程，或至少

推动其前进。

与此同时，高级别小组会议的成员，原

本应“规模小而灵活”，却扩大至包含了许多

机构与实体的代表，因此颇受争议地冲淡了这

个小组清晰明确、令人信服地倡导教育改革的

能力。扩展并频繁变更小组的需求，以及管理

小组会议的方式，使得开展关于提出和巩固发

展建议的实质性对话愈发困难。高级别小组会

议没能对资源流动等议题发挥战略性协调作用

（Burnett，20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识到了效率方面的

缺失，因此在2011年改革了协调工作部署。首
先，设想发起一个世界领导者和教育领先者的

新的高级别论坛，在达喀尔精神指导下促进承

诺和加强资源调度。然而，论坛成立之时，规

模过小，为时已晚。这个论坛实际并未成型。

相反，其他组织成为高级别倡导小组的

领导者，包括全球教育伙伴关系，以及秘书长

2012年发起的全球教育第一倡议，后者是按照
倡导国的观念成立的。最近几年，新的全球教

育事件，例如多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和伦敦

世界教育论坛，都吸引了高级别政治代表参

会，开展了高级别小组会议从未实现过的对

话。

其次，高级别小组会议及其工作组被全

球全民教育年会所接替。年会分两部分，其一

是高级别的部长会，其二是高级官员和技术官

员会议。两个会议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召
开。很难评估其是否“批判性地评估进展”以

及“对后续实际行动达成共识”；随着2015
年截止年份的临近，会议的关注点在于2015
年后议程。

最后，一个新的组织，即全民教育指导

委员会于2012年4月成立，取代了国际顾问
团，后者在2007年和2008年短暂会面，对“监
测、研究、全球倡导、知识分享和融资等

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战略性指导

（UNESCO，2011c）。随着全球全民教育年
会召开，倡议关注2015年后加快进展，全民教
育指导委员会的注意力也放在了2015年后议程
上。

对于其他全民教育发起机构，联合国教2.对全民教育议程的回顾，以及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关键参与方的
反思，可以到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世界教育博客的“达喀尔经
验”（Lessons from Dakar）板块上查阅，网址为https://efareport.
wordpress.com/2014/08/18/lessons-from-dakar。

https://efa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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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做出了三个尝试，以澄清各方在协

作方案中的功能与职责：2001年的《相互谅
解框架》，2 0 0 2年的《国际战略》，以及
2005/2006年的《全球行动计划》。可是，评
论者认为最后一个计划“不过是盘点每个组

织已经在做的事情。它几乎没能令我们看到

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切实发挥全民教育运

动领导作用的实际努力”（Sutton，2007）。
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动

机和方向发生了转变，这个计划并没有提出具

体步骤，其倡导的战略探讨也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Robinson，2014）。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接受了一次针对其全球领导与协调能力的评

估，这是其战略项目目标之一。评估发现组织

内部“缺乏对于什么是优秀的全球协商与领导

的清晰认识”（UNESCO，2009b）。要是不
考虑协商与劝服各机构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采取

无利可图的一致行动有多么困难，是有失公允

的。同时，随着其他全民教育发起机构获得了

影响力和教育发展资金，它们逐渐疏远了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这也是一个问题。

总之，由教科文组织牵头的全民教育正

式协调机制并不确保持续的政治承诺，并且很

难成功地吸引其他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本节所讨论的那些最为成功的机制、倡议和活

动，大多没有尝试全球协商，因而不是全球协

商的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保有强大的

号召力：当它召集会议时，成员国通常都会参

与，并且由最高级别的部长出席。成员国信赖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领导和协调国际教育议

程；事实上，成为“调解人”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视为关键使命之一（Burnett，2010）。虽
然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全民教育唯一

协调者，低估了开展工作的实效性，在领导全

球协调工作上取得了部分成功。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即将对全民教育全球协

调机制进行的评估，预计将很好地揭示这些

问题。

组织证据

以上审视了《达喀尔行动纲领》12项策略
的实施情况，以评估全球层面上全民教育合作

伙伴是否兑现了诺言。这是考察这些策略是

否对五个关键的中期成果做出了充分贡献的

前提条件，这些成果是对有效的全民教育架

构的期望。

在评估全民教育政治承诺是否自始至终

都得到重申和维持时，很显然，由于千年发展

目标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议程，全民教育运

动受到了损害。其结果是过分强调普及初等教

育。这个目标是针对最贫困国家的，它们距离

目标最为遥远；也是针对最富裕国家的，它们

正准备提高初等教育质量。这使得全民教育议

程对很多已经普及初等教育或者接近普及的国

家缺乏吸引力。由于它们的兴趣衰减，全民教

育议程的整体呼吁也受到了冷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达喀尔获得了巨大的

认可，得以继续发挥全民教育中的协调作用，

维持合作伙伴的合作积极性。它的表现如何？

这个任务落在纸面上容易，诠释和实践却很

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筹备全球框架，做了

三点尝试。它花费了大量时间，却只从其他机

构、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双边发展机构吸

引了很少的兴趣和政治支持。主要是由于资金

短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层面引导部门

协调的工作也显乏力。

这些限制阻碍了全民教育政治承诺，在国

际教育社会内外都是如此。全民教育高级别小

组在十年中每年开一次会，初衷是加强政治承

诺，但没有清晰的迹象表明其取得成功。虽然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透露出可能跨出大
胆一步，与世界领导者们合作，但这也正显示

出它对高级别政治参与所持的谨慎态度，强调

广泛代表，而不是政治变革。由于它从未获得

过政治优势，因此选择全球教育政策行动者的

论坛从高级别小组转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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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体援助
一样，教育
援助仍然十
分脆弱

例如，2015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有潜力
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它的委员会成员就能

说明这一点。相反，关于全球和区域会议的力

量足以对国家及国际社会进行问责的假设，在

实践中尚未被证明有效。

自2000年以来，各类知识、证据和专业知
识得到了收集、传播和应用。正式协商架构中

的非国家成员充实了相关的讨论。基金会和民

间社会组织支持了那些有影响力的活动，例如

低年级学习和追踪公共教育投入。过去几年，

人们见证了一股对教育系统发展、教育的政

治经济学、基础教育与其他发展成果的交叉

关联进行研究的浪潮。有关全民教育的活动

和倡议促进了它们之间战略性的基于研究结

果的交流。

然而，许多新的证据、很多政策倡议和研

究进展，与全民教育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而

是往往来自教育部门之外。我们难以追踪证

据是如何转化为变革的，虽然一些新证据确

实递送到了全民教育协调会上，例如工作组

会议上，但是并没有被制定决策的高级别小

组所采纳。

自2000年以来，国家教育计划并不短缺。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搜集了59个国家的规划文
件，其中大多数通过了评估。为本报告所做的

规划评估表明，国家规划比之前更加稳健与

可靠。然而，关于新的知识或工具已经被用

来发展国家循证决策的适当能力，或它们加

强了国家的全民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情况，则没

那么清楚。

对于支持规划的方式的评估发现，一部分

国家至少最初是平行开展规划的，即制定了单

独的全民教育国家规划，而没有将其纳入国家

总体规划与预算当中（UNESCO，2006c）。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工作方式也面临相似的挑

战，审核过程和捐助方的要求隐晦地损害了各国

的自主性（Cambridge Education et al.，2010）。
达喀尔进程的一项关键预期成果是，可靠

的规划将有助于有效调动资金支持全民教育。

低收入国家的国内教育支出增长前景良好，但

其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国内资源调动。教育在预

算中所占比例，增幅则要小得多。这令人开始

质疑关于更好的规划能增加投资的假设。

从绝对值来看，国际援助有了大幅增加，

然而它的总量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没有充

分瞄准需求最为强烈的国家和教育水平。达喀

尔论坛之后，援助占受援国政府预算的比例也

有所下降。

《达喀尔行动纲领》指出，不仅要重视

提供援助的总量，还要关注如何改进援助的供

应。然而，缺乏中期援助预测仍旧是个问题。

捐助方没有定期沟通未来向个别政府提供多少

援助的信息（GPE，2012a）。援助机构没有
很好地提供可靠的中期或长期援助保障，也没

有从政治层面和操作层面保持开放，后者做起

来还容易一些（OECD，2012b）。

行动纲领还要求捐助方进行更有效的协

商，并寻求整个教育部门的解决途径，这两点

越来越流行，却几乎都没有实现。一些国家付

出了努力，通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等新机制协

调教育支持。但是，和总体援助一样，教育援

助仍然十分脆弱（Rose et al.，2013）。与此
同时，在达喀尔时期的中期，捐助机构开始对

整个教育部门的解决途径失去了兴趣，这部分

地要归咎于强制说明短期效果，并核算每一分

钱的去处（见第8章）。

过去15年间，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对于全
世界教育发展的监测和报告日益透明化。事后

反观，引进独立机制监测和报告全民教育目标

进展情况的决定可能对保持全民教育的势头至

关重要，同时期的其他机制都弱化了。但是，

只有在数据质量和分析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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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虽然技术解决
方案很重要，
但政治的影响
和带动更加重
要

才有可能完善报告，而这往往是由全民教育伙

伴提供支持的。2015年信息的丰富性和质量在
各方面都超过了2000年的信息，而新的沟通渠
道为变革开辟了重要的机遇。

结论

世界各地自2000年以来推进教育的努力几乎
等同于确保每个儿童都能上学。全民教育（和千

年发展目标）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具体目标对

最贫困国家最为适用，而其他国家认为它并没

有那么重要。这一议程似乎不够广泛或普遍，

一些国家积极性欠佳。与此同时，侧重于普及

小学入学意味着减少对其他关键议题的重视，

例如儿童从上学经历中获得的收益、错失优秀

教育的后果、幼儿保育和教育需求，以及没能

大面积扫除成人文盲。

总体而言，甚至普及初等教育这一具体

目标也未能达到，更不用说更加雄心勃勃的全

民教育目标了。进展低于预期，不足以匹配当

初的壮志雄心。在议程未能完成、许多方面的

增长并不平等的情况下，最弱势者仍然收益最

少。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它们不应被低估。

有证据表明，到2015年，世界将比按1990年代
的趋势所能到达之处更远。国际社会摆脱了之

前20年落后而停滞的状况。

本章将达喀尔论坛后的成就置于更广阔的

视野，指出一些关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比达喀尔之前的一二十年更为乐观。虽然这些

改革的效果无法被量化，但它们确实帮助了许

多距离全民教育最遥远的国家开始重视教育等

部门的发展。

世界教育论坛后的全球动员效果如何？取

得进展的领域的特征，是高度重视技术。相对

更有影响力的全球机制、倡议和活动都有一系

列清晰的目标，并致力于实施策略和发展技术

能力，获得了集体的资金投入和公开的政治支

持，有影响广泛的机构做后盾。它们定期接受

评估，大多数情况下有明确的工作对象。与此

同时，它们对国家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外部影响

潜力虽然低于当初宣称的预期，但是也似乎有

所增强。自达喀尔论坛以来，对教育进展情况

的监测得到了完善和扩大。

薄弱的领域是：需要协调的干预措施、政

治承诺与影响力（还处于弱化的趋势当中）、

志愿机制（技术上胜任但政治上脆弱）。全球

协调模式，特别是在联合国内部，相对被检

视得较少。任何全球运动的问责都无疑是一

项挑战，它在全民教育当中是缺位的，没有

得到强调。

为了批判性地评价全民教育进展，有必

要进一步理解全球机制如何促进长期目标的进

展。由此，国际社会必须明确是否要信任在达

喀尔做出的承诺。最后，全民教育运动可以说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全民教育合作伙

伴可能并未能集体兑现其承诺。但过去15年反
复出现的一个教训是，虽然技术解决方案很重

要，但政治的影响和带动更加重要，尤其应认

识到在国家层面落实实现全民教育所需要的改

革和行动规模不可或缺。关于2015年后议程的
讨论可能会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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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虽然儿童死亡率下降了近50%，但2013年有63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多可预防的原因。

 ■ 人们在改善儿童营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从全球来看，2013年5岁以下儿童中有四分
之一发育不良——基本营养素长期缺乏的表现。

 ■ 2012年，全球在园儿童接近1.84亿，比1999年增长近三分之二。

 ■ 虽然政府承诺扩充学前教育，但是在全球所有有数据的国家中，有一半国家的私营部门在园

儿童数占在园儿童总数的31%以上。

 ■ 截至2014年，40个国家实施了义务学前教育，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学前适龄儿童入学率因此获
得稳步增长。

 ■ 幼儿保教质量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解决从教者的知识、技能、地位和报酬问题。

第1章
目标1：幼儿保育和教育

102 5



46

第1部分：监测全民教育进展

幼儿保育和教育 ..............................47

存活率和营养状况有改善，但保教

质量低下 .........................................48

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多部门办法

促进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 ...............56

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

入学率迅速扩大 ..............................58

结论 .................................................73

幼儿阶段是人生的基础，能够

对儿童做好小学入学准备乃至上中

学产生巨大的影响。本章考查了儿

童存活率、营养、保育和教育以及

入学率方面取得的进展，揭示了早

期认知发展、育儿假和儿童保教服

务的价值，表达了对幼儿保育和教

育质量以及平等接受幼儿保育和教

育服务的机会的关切。本章鼓励政

府确保为幼儿保育和教育提供充分

的公共资金。

改进幼儿保育和教育的主要手段包括：免除学费，为需要帮助的学

生提供支持，生产和供应教与学材料，培养员工能力，提供校服和

餐点，普及幼儿园，加强政府各部门以及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合

作。”

那安娜·简·奥波库-阿奇耶芒教授

加纳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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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幼儿保育和教育

  目标 1    幼儿保育和教育

全面扩大和加强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对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
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在生命初期打
好基础，未来
将有巨大收益

1. “幼儿保育和教育”（ECCE）一词源于《达喀尔行动纲领》。在2007
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幼儿保育和教育”被用来指代广
泛的服务，包括对儿童、儿童的母亲或照看者的健康、营养、卫生，以
及认知和社会性情感发展的支持，还包括为适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或其
他形式的看护服务。

2. 学前教育（pre-primary）是指即将上小学前的正规的早期学习，可以
附设在小学里进行，也可完全独立于小学。各国自己决定学前教育持续
的年限，有的1年，有的3年；服务对象年龄为3—7岁。

所有学习的基础都是在人生最初几年打

下的。生命的基本建构材料，是良好的健康和

营养、安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所能提供

的对情感的支持，以及借由积极的游戏和早期

学习提供的早期的、持续的认知刺激。儿童获

得他们发展所需的支持，是儿童的一项基本人

权。这项基本的权利具有巨大的长远效益：更

好的学业成绩，更高的教育成就——这可以增

进整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外，通过改

善儿童的准备状况，整个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

可能得到加强，从而减少复读率和辍学率。

生命最初阶段的重要性，在2000年世界教
育论坛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目标1的表
述中得到了确认：幼儿保育和教育1这一目标

本身很重要，而且，这一目标对于其他目标的

达成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章将关注这一全

民教育目标的达成情况，考查各国在加强生命

的基石方面取得的进展，重点是全国幼儿保育

和教育关键指标的进展，而不是宏观的发展趋

势，后者在《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前言

中有所涉及。

全球利用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务的儿童人

数有了增长。学前教育2有所扩大，全球2012
年有近1.84亿在园儿童，入学率比1999年提高
了64%。然而仍有大量儿童不断流失，那些最
贫困的、生活在乡村或贫民窟，以及因为残

疾、种族、宗教或语言等原因被边缘化的儿童

的机会不平等加剧。全球仍有太多的儿童未能

活到5岁，营养不良，缺少早期学习经验，没
有获得社会情感发展支持。贯穿本章的一条关

键线索是，最贫困的、处境最不利的儿童，将

是高质量的早期保育和教育的最受益人群，让

他们享有平等的机会，能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Engle et al.，2011）。

本章的前半部分考查的是有关儿童的问

题。首先是关于儿童的健康、营养、保教质量

的关键指标，以及5岁以下儿童存活率和营养
状况的进展情况。接着，考查家庭和社区是如

何支持幼儿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的。最后，讨

论多部门法将如何促进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

本章的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学前教育服务

的不平等以及入学率的情况，集中关注入学机

会的不平等和学前教育质量的低下。本部分还

探讨了私立学前教育。有些国家对私立学前教

育进行管理以扩大受教育机会，还有些国家为

家庭提供费用，以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

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的角

色、教学方法、课程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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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许多国家不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减少儿童死亡率 
1990年、 2000年和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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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率和营养状况有改
善，但保教质量低下

从受孕那一刻起的1 000天里大脑的发展，
使得这段时间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机会（Engle 
et al.，2011; Engle et al.，2013; Walker et 
al.，2011）。因饮食差、单调导致的营养不良
会导致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发育迟缓，甚至会

增加死亡率（Britto et al.，2013）。健康问题
对于这个阶段的生命来说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但教育也发挥着主要作用。仅有良好的营养是

不够的。如果儿童的认知未得到足够刺激，情

感和社会性发育不足，营养不良的风险仍会很

高，最终会降低存活率（Grantham-McGregor 
et al.，2007）。卫生、教育和社会保护服务机

构之间需要合作，以遏制这些与普遍贫困相关

的各种互相加强的风险因素。

对儿童发展的测量非常复杂而艰难，因此

还没有大范围开展。《达喀尔行动纲领》没有

确立明确的目标或指标，而只是指出：所有的

幼儿必须置身于安全和关爱的环境中，健康、

敏锐、安全地生活和学习。

2013年，全球5岁以下营养不良儿童有
1.62亿。《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目标1
的监控方法历经多年发展，现在主要依赖于多

领域的代表性指标。至2006年，该报告一直视
入学为“幼儿保育和教育”的同义词，目标中

的“保育”因素未被涉及。2007年的监控报告
主题词为“幼儿保育和教育”，标志着对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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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许多国家不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减少儿童死亡率 
1990年、 2000年和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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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
在降低儿童
死亡率方面
取得了进展

看护的监控的开始。该年度报告对低体重和发

育迟缓的儿童、1岁时接受免疫的儿童的比例
等进行了统计。该年度报告还计算了5岁以下
儿童的死亡率——儿童健康和保育水平的一个

更宽泛的指标，指出千年发展目标的第四大目

标是到2015年，将这一比例降为1990年的三分
之一（UNESCO，2007a）。从2009年开始对
这一指标进行监控，并一直持续至今。

本年度《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涉及

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进展、千年发展目标之儿童

死亡率目标，采用了如出生时有熟练的专业护

理人员在场的比例，接受免疫的比例，发育迟

缓的比例等健康和保育指标。本章从1999年
开始追溯这些指标，对于缺乏大规模数据的进

展情况和议题，还将展开讨论。发育迟缓指体

重相较于年龄偏低，是良好保育、早期健康和

发展的缺失的关键指标，对不良的学业和认

知水平具有高预测性（Grantham-McGregor 
et al.，2007）。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是儿
童长期营养不良的强有力的指标（de Onis and 
Blössner，1997），意味着早期保育的不充
分。为此，发育迟缓率在《全民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中被用来作为儿童营养和保育方面的指

标，以对比了解2000年前后该方面的进展情
况。入学率和儿童在园时间被用来作为儿童教

育方面的指标。

儿童死亡率下降

大多数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取得了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存活率和营养状况有改善，但保教质量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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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的时候
有熟练的助
产士在场，
对于母亲和
孩子都至关
重要

进展，有些国家最开始的时候死亡率非常高。然

而，儿童死亡率下降近50％还不足以实现2000年
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即在1990年的
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二（图1.1）。不断有儿童夭
折，2013年为630万（IGME，2014），死因为肺
炎、早产综合征、分娩过程中窒息、腹泻、疟疾

等，其中有许多本可以预防。出生于贫穷家庭、

生活在农村地区和（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低的儿

童面临更大的风险。约45%的死亡病例与营养不
良有关。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最常见的死

因，他们因此而死亡的比例比发达地区高15倍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

为了解决儿童死亡问题，国家乃至各级

政府的政治意愿和资金至关重要。最艰难的国

家是那些最贫穷、最脆弱以及受冲突影响的国

家，如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塞拉利

昂、索马里。有三个国家主要因为艾滋病泛滥，

自1990年以来有退步：莱索托、斯威士兰、津
巴布韦。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国家自达喀尔会

议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如马拉维、卢旺达、

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在过去的20年里，儿童死亡
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IGME，2014）。2005—
2012年儿童死亡率的年下降率是1990—1995年的3
倍多（United Nations，2014a）。

尼日尔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最开始的

时候死亡率极其高，高度贫困，土地相当贫

瘠，但它的进步速度却快于比它富裕的邻国 
（Amouzou et al.，2012）。它的成功归结于：
利用杀虫剂处理床网，改善营养，补充维生素

A，注射疫苗，通过口服盐和锌治疗腹泻，人们
在发烧、得疟疾或患肺炎时寻求医疗服务。外

在的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来自疫苗联盟

GAVI的资金，全球基金会（Global Fund）等的
捐助（Amouzou et al.，2012）。

分娩的时候有熟练的助产士在场，对于

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非常关键，这也

是考查一个国家卫生保健体制的强有力的指

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传统的产

婆常常是产妇唯一可以得到的帮助。最富有和

最贫穷的妇女在这一资源上的悬殊差异，在很

多国家都存在（图1.2）。然而，因为分娩时
有熟练的助产士在场的产妇比例增加，自2000
年以来，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尼泊尔、秘鲁

和卢旺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8年，卢旺
达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对传统的产婆进行再

培训，使她们掌握基本的现代护理和助产技术

（Twahirwa，2010）。大多数国家的一般富裕水
平群体的情况都有了很大改善，除了尼日利亚和

津巴布韦。

使儿童接受一些常见的、可预防的疾病的

免疫接种，对于儿童的全面健康以及为学习和

以后的学校教育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在2000年
时起点较低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促使所有儿

童都充分接受免疫的进程不够快，如埃塞俄比

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图1.3）。最富裕的
家庭和最贫困的家庭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尤

其是巴基斯坦——与几内亚、菲律宾等国家一

样，巴基斯坦的儿童接种率几乎毫无进展。与

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

和柬埔寨取得重了大进步。柬埔寨2006—2010
年的国家免疫项目整合了健康部、计划和健

康信息部、计划和财政部门以及世界卫生组

织、PATH、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力量，并明
确表示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最难覆盖人群的免

疫问题（Cambodia Government，2006）。然
而，许多地方在免疫接种服务方面的不平等依

然突出。

儿童营养有所改善——但还不够

营养不良是个全球性问题，根源在于贫

困。营养不仅仅是有食物，还包括水、卫生和

卫生保健服务，而这些常常是贫困家庭所缺乏

的（UNESCO，2012b）。《达喀尔行动纲领》
指出：“项目应该全面……包括健康、营养和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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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多数国家产妇分娩时有熟练助产士在场的比例有所增长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有熟练助产士在场的比例，按富裕程度分列 

100

80

60

40

20

0

有
熟

练
助

产
士

在
场

的
比

例
（

%
）

最富裕

总计

最贫困

19
99

20
11

20
11

20
11

20
0

3

19
98

20
11

19
98

20
12

20
0

0

20
10

20
0

0

20
11

19
98

20
12

19
98

20
0

8

20
0

0

20
0

3
20

13

20
11

20
0

0

20
0

8

19
99

19
97

20
10

20
0

1

20
12

20
10

20
11

19
99

19
99

20
10

20
10

19
98

20
0

2

20
0

1

19
98

20
13

20
12

20
0

0
20

10

20
0

0
20

10

20
0

0
20

12

20
0

0
20

12

20
0

0
20

10

孟
加

拉
国

尼
日

尔

海
地

尼
日

利
亚

圭
亚

那

坦
桑

尼
亚

尼
泊

尔

莫
桑

比
克

乌
干

达

科
特

迪
瓦

塞
内

加
尔

津
巴

布
韦

喀
麦

隆

布
基

纳
法

索

玻
利

维
亚

马
拉

维

菲
律

宾

柬
埔

寨

卢
旺

达

埃
及

贝
宁

印
度

尼
西

亚

秘
鲁

加
蓬

哥
伦

比
亚

资料来源：STAT compiler(2014)。

图1.3：儿童接受免疫的比例在增长，但贫富差距依然存在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接受充分免疫的儿童比例，按富裕程度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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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大多数国家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1986—1995年、1996—2005年、2006—2012年部分国家儿童中度或重度发育迟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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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时期的退步

在津巴布韦，发育迟
缓率从1994年的29%升
至2010年的32%。

在危地马拉，发育迟缓率
从1987年的66%降至1999
年的53%，又降至2009年
的48%。

资料来源：UNICEF,WHO and World Bank joint child malnutrition database(2013)。

布基纳法索、肯尼亚、马拉维、坦桑

尼亚和津巴布韦的数据显示，母亲教育

不足也是营养不良的原因之一（Abuya et 
al.，2012；Maiga，2012；Makoka，2013）。发
育迟缓始于胚胎或产后不久，且在成长过程中赶

上的可能性非常小。营养不良儿童就学时间短，

在学校时也学得比别人少（Grantham-McGregor 
et al.，2007）。多种手段协调干预，提供营养
支持、呼应式的喂养和刺激、早期学习机会，可

以缓解因为饮食差导致的后果。刺激和学习就像

食物一样关键（Walker et al.，2011；Yousafzai 
et al.，2014）。

总的来说，自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
家在减少发育迟缓儿童的比例方面都取得了进

展（图1.4）。不同国家起点不一，进展也不
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开始的情况最差。该

地区的许多国家，如莱索托、马里和尼日尔自

2000年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迄今
为止，该区域的营养不良儿童占比依然是最高

的，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世界总数的45％ （de 
Onis et al.，2012）。

越南通过全面补充维生素A，推广碘盐，
控制疾病，实施2011—2020年降低发育迟缓
率战略，自1990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持续的
进展，但营养不良现象仍然很普遍（Viet Nam 
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2013）。危地马
拉强大的政治意愿使该国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

的合作成为可能（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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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从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该国原住民
中营养不良的情况仍然是最严重的（Hoddinott 
et al.，2013）。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发育迟
缓率升高，必须马上采取措施。

促进儿童早期认知的发展是关键
基石之一

幼儿保育和教育不仅仅是确保儿童安全、有

饭吃，更意味着所有儿童都应该得到支持，得到

成长——不仅仅是活着（Myers，1992）。为了
扩展和改进幼儿保育和教育，《达喀尔行动纲

领》建议：“在传统实践的基础上，教育家长和

其他看护者提供更好的保育和教育。”但对于

什么是包含能够刺激认知和情感发展的“更

好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如何达到“更好的儿

童保育和教育”，目前还很少有成熟的测评工

具，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就无从

谈起。

事实是，许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缺乏

促进孩子早期认知发展的资源和知识。低幼儿

童需要与照看者互动，需要有人尽可能多地跟

他们说话以发展语言（Britto et al.，2013）。他
们也需要通过游戏和其他互动得到刺激。为家

长提供支持，以使他们的孩子获得所需要的刺

激，促进孩子的社会情感发展，将使全世界的

家长，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普遍受益。

通过基于家庭或者家庭外的、以集体或

个人的形式开展的项目，育儿方式可以得到改

善。家访项目提供了一对一的支持，重点是利

用家里的常见材料，教育母亲开展适宜孩子年

龄的活动，促进亲子互动。该项目可以在任何

地方开展，持续时间可以是两星期，也可以是

三年。这类项目也常常会关注营养、卫生保健

和儿童发展，一般都会有广泛的积极效应（框

注1.1），包括儿童行为的改善、体重身高的
增长、成绩和智商的提高，以及母亲对自己育

儿行为、儿童发展知识甚至产后抑郁水平的评

估。

在巴基斯坦，自1994年以来就有女性健
康工作专员提供家访服务。最近有研究者比较

了由这些健康工作专员提供的两类干预的效

应：一类是提供营养教育和营养补充；另一类

是提供社会心理刺激，干预者和单个或一群母

亲一起工作，鼓励母亲和孩子玩反应性游戏。

第一组和第二组分别接受一种干预，第三组同

时接受两种干预，第四组作为控制组，接受标

准的家访项目——包括健康、卫生和基本的营

养教育。研究发现，最大的影响来自社会心理

刺激，该组儿童在12个月和24个月的认知、

图1.4：大多数国家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1986—1995年、1996—2005年、2006—2012年部分国家儿童中度或重度发育迟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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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时期的退步

在津巴布韦，发育迟
缓率从1994年的29%升
至2010年的32%。

在危地马拉，发育迟缓率
从1987年的66%降至1999
年的53%，又降至2009年
的48%。

资料来源：UNICEF,WHO and World Bank joint child malnutrition database(2013)。

框注1.1：支持社会心理发展被证明比改
善营养更有益

在牙买加，因为参与一项旨在改进母亲

与孩子互动情况的家访项目，很多家庭改善了

育儿方式，他们的孩子受益匪浅。项目为期两

年，期间，首都金斯敦的健康工作专员每周都

要拜访家有9—24个月的发育迟缓儿童的贫困家
庭，其目的是帮助母亲通过积极的游戏激发儿

童社会心理发展。20年后，该项目的实验组儿
童的薪水要比控制组高25%——达到非发育迟
缓儿童的水平。他们卷入犯罪的概率也更低。

而仅仅给儿童补充营养的项目对儿童没有积极

效应。这方面很多国家都提供了大量证据——

营养很重要，但对儿童的刺激能始终并显著促

进儿童的发展。对牙买加儿童的积极效应远远

大于美国接受同样干预的儿童，这表明这种方

式有益于贫困和边缘化儿童，尤其有益于较贫

困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儿童——这对于早期儿

童发展项目来说是双赢。

资料来源: Gertler et al. (2014); 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14)。

全世界的儿童
都应该得到支
持 ， 只 有 这
样，他们才能
够成长——而
不仅仅是活着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存活率和营养状况有改善，但保教质量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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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动作技能发展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组。仅

仅补充营养在这些地区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但

这种效应持续时间不长。研究指出，通过家访

这种形式为全世界超过2亿的未充分发展其潜
能的儿童提供干预，是可行的（Yousafzai et 
al.，2014）。

育儿假和儿童看护服务有助于支
持儿童的发展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儿童早期

的认识千差万别。有些国家认为幼儿就应该待

在家里（Shaeffer，2015）。在一些阿拉伯国
家，看护儿童，尤其是不到3岁的儿童被认为
是家庭的责任（Faour，2010）。在这种背景
下，贫困的家庭尤其需要得到支持，以便为孩

子开启早期认知发展和学习之旅。

对生命最初的看护，很大部分受文化（经

常是性别文化）的影响——父母是否有机会休

假在家照顾孩子。对产妇的保护——婴儿出生

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允许产妇带薪休假——对母

亲和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虽然几乎所

有国家都在法律上对这类休假做了规定， 但在
全世界的就业妇女中，只有28％有可能获得产
期现金津贴（ILO，2014b）。

父亲的在场和参与对儿童的发展极其重要

（O’Brien，2009）。孩子一出生时就花时间
陪在身边的父亲，以后也更有可能和孩子在一

起（Huerta et al.，2013）。到2013年，有数
据可查的167个国家中有78个提供陪产假，其
中70个国家提供的是带薪陪产假。“育儿假”
一般是脱离工作较长时间，从歇产假开始算

起。有些国家的政策鼓励父亲和母亲一起休产

假，而有些国家的陪产假就包含在育儿假中。

但男子可能并不愿意休这类假期，因为薪酬往

往会降低甚至变没有 （ILO，2014b）。

虽然产假和陪产假越来越多，但人们对

家庭之外的儿童看护服务的需求在增加，尤

其是在较发达国家（OECD，2006; Yoshikawa 

and Kabay，2015）。各国以多种不同方式增
加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框注1.2）。有组织的
儿童看护能够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进入劳

动力市场，从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社会性别

平等，并提高社会生产力（OECD，2006）。
这也能使哥哥姐姐们得到解放，使他们能够

追求自己的教育。但是，儿童看护服务常常只

框注1.2：各国采取不同措施增加对幼儿
保育和教育的需求

尽管许多家长对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有很

强烈的需求，但大家的需求不尽相同，而且处

境最危险的儿童常常最不可能获得这些服务。

这些服务的成本常常是贫困家庭面临的一大难

题。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增加对幼儿保育和教育

的需求。有些国家意识到财政刺激能够促进参

与，就给参与早期发展项目的家庭提供现金补

助，如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尼日尔、菲律宾

和卢旺达。

无视或无法满足家庭需求的项目也常常

会影响参与。印度尼西亚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

法，在全国65%的农村建立了幼儿保育和教育
中心，并广而告之。该国未来还计划在每个村

庄都建立一个幼儿保育和教育中心。

泰国2002—2016年教育规划的目标是：所
有5岁儿童都参与发展项目，使他们在进入正规
的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做好“全方面”的准备。

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人们对儿童发展的兴趣日

益增长，这一点在其1979年第一个儿童发展纲
要中就有表述。然而，尽管有了2007—2016年
儿童看护和发展长期规划，但这个规划主要是

针对5岁儿童的，3岁或3岁以下儿童少有参与。

在传统文化和语言受到威胁的国家，集体

儿童看护非常有效，也非常流行。由新西兰毛

利人社区——这里的儿童和年龄大的社区成员

生活在一起，浸润在他们的古老语言中——首

创的“语言巢”模式，也被美洲的原住民社区使

用。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人群中也可能在使用类

似的概念，以维持甚至是复兴他们的文化。

资料来源: Shae�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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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幼儿保育
和教育工作者
能够至少接受
一些专门的教
育和培训，他
们将能更有效
地支持儿童的
发展

是让孩子在他们父母工作时饿不着，不发生

危险，而不能提供关键的认知和社会情感刺激

（Shonkoff and Philips，2000; Yoshikawa and 
Kabay，2015）。

即使是对于低幼儿童，服务的质
量也很重要

对质量进行界定和测量非常困难。理想的

测评工具应该能反映当地的价值观和儿童发展

观，有科学的能够预测儿童认知、语言和社会

情感发展的指标。对于不同类型的幼儿保育和

教育服务质量，全世界并没有可比性数据，因

此不可能设计实现目标的路线图。

人们普遍认同的是，这些特定“领域”

的质量很重要：空间和装饰，一日生活常规，

倾听和谈话，活动及师幼互动，课程结构，与

家长和员工的关系，对员工专业发展兴趣的呼

应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n.d.;Peralta，2008）。直接照看
孩子的员工，包括员工所接受的有关形成温

暖、呼应和持久的关系的教育，都至关重

要（Gialamas et al.，2013; Mtahabwa and 
Rao，2010）。其他构成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
的重要条件还包括：使用儿童的母语，通过游

戏与教师和其他儿童互动的机会，提供适宜的

学习材料，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让儿童活动身体

（Mathers et al.，2014）。

低质量的幼儿保育和教育，无论是在家里

的还是在机构里的，都会导致儿童语言、社会

性和认知能力发展不足（Penn，2010）。为
了确保保教质量，教育和培训必不可少，但是

什么程度的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早期教育从业者

必需的？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研究非常有限，因

此很难得出跨文化的结论。但是，显而易见的

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幼儿保育和教育从

业者必须能够与儿童及其家庭建立联系，深入

理解儿童的发展。

对于家访项目来说，最关键的是访问者要

有能力和家庭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这是由访

问者这一角色的亲密性决定的，另外，还需要

接受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的培训（van 
Ravens，2014）。巴基斯坦的女性健康工作专
员已经展示了家庭访问者的有效性，同时也显

示，她们还需要接受广泛的培训，以有效地同

时实施多种干预（Yousafzai et al.，2014）。

在如何与不同社会阶层的母亲合作方面，

家访人员还需要实践和培训，尤其是在印度这

样很有可能做起来会非常困难的国家。印度的

一个评估项目发现，家访人员需要接受广泛的

培训，如针对各项将在家访时与母亲一起开展

的游戏和活动进行角色扮演。他们还需要有关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使母亲们相信，简单的

游戏，如一起敲打或堆东西，有助于儿童的发

展（Fernandez-Rao et al.，2014）。

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内，不同

幼儿保育和教育机构对员工培训和资质的要

求都不一样（Mathers et al.，2014），这
常常导致质量的不平等（Centr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2013; 
Karuppiah，2014）。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
是，如果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者能够至少接受

一些专门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将能更有效地支

持儿童的发展 （Mathers et al.，2014）。澳
大利亚儿童保育和教育中心的员工和领导都认

为，除了一些专门的能够促进婴儿学习和认知

发展的活动，婴儿看护的质量还与爱、关怀、

关注等情感因素有关。员工们还指出，培训

应该重点关注与婴儿互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Brownlee et al.，2009）。

员工培训不充分，其结果将会令人失望，

就像秘鲁一样（框注1.3）。总的来说，早教从
业者的低工资、低社会地位，降低了招聘和留

住高质量人才的可能性（Karuppiah，2014）。
高的职业流动率有损师幼关系，而后者对于

儿童发展至关重要（Gialamas et al.，2013; 
Mathers et al.，2014）。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存活率和营养状况有改善，但保教质量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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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 1.3：秘鲁公立日托中心：需要更多更好的培训和支持

1993年以来，秘鲁政府面向贫民区中的6个月
至4岁儿童，实施了基于社区的日间看护项目。家
长们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将孩子放在一个

安全的家庭般的环境中，那里一个“看护妈妈”最

多照顾8个孩子。该项目包括促进儿童早期学习、
社会和文化身份发展、健康饮食，包括教家长学习

营养与保健、个人卫生知识，培训家长如何积极

抚养孩子，还对身高、体重和免疫情况进行政府监

控。该项目略加改动后，目前已经从城市扩展到农

村，但在安第斯山区以及其他一些贫困地区的覆盖

面还不够广。“看护妈妈”是由社区筛选出来的，

接受了专门的培训。她们接受现场协调专员的支

持，同时接受频率为每周一次至一年两次不等的

培训。

然而，几项评估发现项目的实施效果差，显

示员工需要进一步接受培训。46%的“看护妈妈”
没有组织和实施认知刺激活动，既定的对身高体重

的监控只落实了38%，70%的家长未报告接受过关
于积极抚养的培训。还有研究发现，参加项目的人

群中，慢性营养不良、贫血、心理发展缺陷的比例

和没有参与项目的人群一样。员工培训不充分，对

认知刺激的关注不够，使得项目内容不全面，许多

家长因此视项目为安全的、提供营养食物的儿童保

育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

资料来源: Cueto et al. (2009)。

《达喀尔行
动纲领》建
议采取全国
性的、多部
门合作的、
有充分资源
支持的幼儿
保育和教育
政策

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多部
门办法促进幼儿保育和
教育服务

在呼吁各国扩大和改善，尤其是针对贫

困和边缘人群扩大和改善全面的幼儿保育和教

育时，《达喀尔行动纲领》建议采取有充足资

源支持的、多部门合作的国家政策。2000年以
来，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以及有关

法律框架（Neuman and Devercelli，2012）。

近年来，有关整合不同的早期儿童服务

的思想在学术界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但是，这

不是《达喀尔行动纲领》所倡导的多部门合作

法。二者都可能涉及政策框架——协调各部门

的不同政策，或者面向各有关部门和机构，出

台一个统一的政策（Vargas-Barón，2005）。
但是一个充分整合的多部门合作政策意味着各

级政府整合各项预算，密切协调各项服务。只

有这样，才能产生协同效应——比各部分相加

的总和还要大的效应（van Ravens，2014）。
这里的有关部门包括卫生保健、营养、教育、

扶贫、社会和儿童保护部门。

项目可以将目标定位于孕妇，定位于出

生前至上小学前的儿童，或者定位于照看者，

可以在家庭、早期保育和教育机构、小学的

学前部门、社区中心、健康中心或医院开展 
（Neuman and Devercelli，2012）。

整合法看起来非常理想，但并不现实

（van Ravens，2014），事实上，当今世界
还没有一个高度协调的政策得以大规模实施

（Black and Dewey，2014）。因为这对政府规
划、协调多部门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很多

背景下显然很不现实（van Ravens，2014）。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采用了整合政策去发展幼儿

保育和教育，有的只是各个部门合作的办法，

如荷兰。古巴3—5岁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4%
（附录，统计表3B），但该国并没有一个多部
门整合政策，其所借助的是大量独立的法律、

法规、政策（Vargas-Barón，2015）。

多部门办法是将不同部门提供的不同服

务进行整合，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更为现

实。有的国家的早期教育政策由不同的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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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制定，如1968年哥伦比亚立法建立家庭福利
研究所，菲律宾2000年通过《幼儿保育和教育行
动法》（框注1.4）（Vargas-Barón，2015）。

2014年，很多国家出台了明确的多部门
合作政策，或者出台的政策囊括多个不同部

门。截至2014年，有78个国家报告采取了多部
门政策3，23个国家报告正在制定这样的政策 
（Vargas-Barón，2015）。

阿拉伯地区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只有阿

尔及利亚、约旦、巴勒斯坦正在制定这样的政

策。2000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非常
差，只有加纳、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和南非出

台了幼儿保育和教育政策。但是现在这一地区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有30个国家采取了这样
的政策，7个正在制定这样的政策（Vargas-
Barón，2015）。其余的国家中有很多非常
脆弱或受到了冲突的影响 （Neuman and 
Devercelli，2012）。

事实证明多部门办法在不同背景下可以取

得成功，如哥伦比亚（框注1.4），在某一特定
的背景下也可以非常有效，如面对残疾儿童时  
（框注1.5）。

有助于多部门办法取得成功的要素包括：

各部委和机构协调、合作，商定统一的测评

进展的办法（DiGirolamo et al.，2014），保持
工作人员的连续性（Vargas-Barón，2015）。
指定一个部门发挥领导作用可能在多数情境中

都非常重要。合作机构之间应该建立联系，中

层和低层政府的实施能力应该引起重视，但却

经常被忽视 （Britto et al.，2014）。中国的
一项早期教育项目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国家

层面的强有力的承诺，以及各省、地方的合作

（Engle et al.，2013）。

诸如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样的合作方，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幼儿保

育和教育政策的制定颇有影响，但需要不断对

其提供支持，才能确保这些政策得到落实。在

那些完全没有相关政策的地方或涉及关键的

利益相关者的时候，关键问题有可能会被忽

略，由此引发的主人公意识的缺失，可能会

影响落实这些政策的政治意愿。广泛的咨询

有助于后续的跟进。2010年巴西《国家早期
教育纲要（草案）》得到了各级政府工作人

员和群众代表的广泛评估，似乎使各部门的

领导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了一种主人翁的

框注1.4：哥伦比亚的早期服务已经辐射
到了多数最脆弱的5岁以下儿童

每个5岁以下儿童都要去上幼儿园。早期教
育是重中之重。

——玛莎·伊莎贝尔·卡斯塔诺，

哥伦比亚小学教师

1968年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一直致力于
建设以家庭和幼儿园为基础的幼儿保育和学前

教育机构，以为最脆弱的儿童提供支持。2006
年，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通过了《国家

早期教育公共政策》，迈出了社会保护部和教

育部协作的重要步伐，并在《2010—2014年国
家发展规划》和“从零岁到永远”政策出台时

达到顶峰，一个综合的、以贫困和弱势群体为

重点服务对象的早期发展体系得以建立。

政策的目标已于2009年被写进法律，强调
优先考虑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幼儿保育和教育

服务从母亲怀孕开始——确保儿童获得足够的

营养，接受学前教育（含5岁时一年义务教育）
和全面的卫生保健服务。政策于两年后开始实

施，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覆盖210万最
脆弱的儿童。其中6%的教育支出流向4岁及以下
儿童的“启蒙教育”。社区新建了大量的幼教机

构，员工都来自社会服务、心理学和教学队伍。

5岁以下低收入儿童的入学率进展显
著：2 5 %接受了全面的早期保育和教育服
务，42%进了日托中心。但是，去中心化的体
制机遇和风险并存。不是所有的地方当局都那

么支持国家政策，许多服务被转包给了非国家

实体，维持统一的质量标准成为一大挑战。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2013b); Yoshikawa and Kabay (2015); Vargas-
Barón (2015)。

有78个国家
报告采取了
多部门政策

3. 其中有10个国家未经证实，因为拿不到其文件副本。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多部门法促进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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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Vargas-Barón，2015）。

协商议定的政策文件既是一种利益，也

是一项责任。它可以用来要求获得权利，但官

方的采纳和实施有可能无限期推后（Neuman 
and Devercelli，2012）。在尼日利亚，国家
早期发展整合政策2007年就获批通过，但至
今尚未启动实施。实施计划已经有了草案，但

没有经费即财政支持 （UNICEF，2007; World 
Bank，2013d）。为了将官方政策变为实践，
需要较短期的行动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但

2014年，只有28个国家出台了指导实践的必要
的战略（Vargas-Barón，2015）。

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
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于儿童的小学教育成

就有巨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常常会延续很长

时间 （Berlinski et al.，2009）。《达喀尔行
动纲领》指出了国家政府的作用，提出项目的

设计和目标定位一定要适宜：“政府……在发

展（幼儿保育和教育）政策……推广适合儿童

年龄的灵活的项目上负有首要责任……而不仅

仅是将正规学校教育向下延伸。”

对来自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印

度、摩洛哥、秘鲁和土耳其的研究进行评估，

发现早期干预对入学率、避免留级和辍学、

小学最初几年的成绩有积极效应。这些效应

会非常大，对于贫困和边缘化儿童将更大 
（Myers，1992; Myers，2004）。因此，扩大
学前教育的机会，无论是通过正规项目还是通

过不正规的项目，对于改善儿童的机会、提高

教育系统和资源的效率、减少更广泛社会中的

不平等至关重要。

框注1.5：多部门办法能尽早关注残疾儿
童，对儿童及其家庭都有利

残疾与贫困和边缘化有着很强的联系。

残疾儿童是世界上最边缘化的人群之一。多

部门办法对于评估和关照这些儿童来说至关重

要。尽早介入，将有可能改善儿童及其家庭未

来的生活。

残疾儿童在边缘人群中的比例非常可观，

因此，为了覆盖大量边缘化儿童，政策必须有

效针对残疾儿童及其生活中的各种不同背景。

越早诊断出残疾，儿童及其家庭将越受益。多

部门提供的早期儿童服务在其中非常关键。残

疾儿童常常被留在家中，缺少其他儿童可能拥

有的机会。和其他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不同，

家访项目能够覆盖这些儿童。这些项目对于教

育和支持家长进行积极互动、促进儿童在其人

生最初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即家庭中获得发展意

义重大。

父母有可能缺少对儿童发展进行评估的有

关知识，需要卫生保健或教育专家的干预。一

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

用。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已研发了一些儿童评估

工具并不断加以改进。这样的工具要求家长和

专业人员的参与，尤其是在那些识字率低的地

方。很多低收入国家仍然没有大范围地开展幼

儿发展评估。

儿童一旦被确诊为残疾，就需要获得支

持。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是，让儿童脱离其同

伴或家庭，对其发展和潜能不利。中部和东部

欧洲历来设有专门的收容所，但现在有很多国

家已经不再这样做。只要有可能，就要允许残

疾儿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全纳性学校接

受教育，并为其提供额外的卫生保健和教育服

务。1 多部门办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牙买加

当前正在集中各种力量，在2014/2015学年开展
全国性的儿童评估，以帮助学前教师确认哪些

儿童需要额外的支持。

资料来源: Hines (2014); WHO (2012); WHO and UNICEF (2012)。

高质量的学
前教育对于
儿童的小学
教育成就有
积极影响

1. 有关残疾儿童的全纳教育，请参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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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学前教育
入学人数
自1999年
以来增长
了64%

入学人数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增长近64%，但存在相当严重的不
平等

相较于1999年，全球入学人数增长了64%，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增长的人数中，女孩占

49%。2012年的入学人数中，女孩约占一半。
有些国家的公立学前教育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扩

展，1999年，作为第一个实行一年义务学前教
育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缩小了贫富儿童在

接受学前教育上的差异。越南也大幅扩充政府

资源，提高了毛入学率，但私立幼儿园的入学

率有所下降 （Shaeffer，2015）。

不过进展并不均衡，一国之内的城市和农

村、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发达地区和落后地

区，在入学机会上存在显著差异 （Delprato et 
al. ，即将出版）。不同家庭在接受优质学前教
育的机会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Britto et 
al.，2014）。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一些亚

洲和阿拉伯国家1999年的入学率基础非常差，
但加纳显然是个例外：学前阶段的学费早就被

取消，基础相对较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南非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小学提供一年

的学前教育。尼泊尔采取行动扩充学前教育，

不断出台国家发展规划。蒙古也付出了不小的

努力，其《教育领域大师计划（2006—2015
年）》设立了适合当地文化和背景的移动幼儿

园——帐篷，大大提高了入学率 （Mongolia 
Government，2006）。

和入学率一样，2000年以来，大多数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许多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

在增加学前教育年限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图1.6）。南非学前教育年限接近一年，意
味着其只有政府举办的预备班。泰国因为政

府加大力度提高学前教育入学率和学前教育

要求——学前教育应该是适合幼儿的教育，而

不只是小学教育的复制，即孩子们一排排地坐

着，课一节接着一节地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Shaeffer，2015）。阿尔及利亚的学前教育有
了很大的扩充，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更使学前教育年限延长至近一年。

生活在农村可能是接受学前教育的一个

主要障碍（图1.7）。在一些最贫困的国家，
农村人口和最贫困人群参加早期教育项目的机

会几乎一样低；城市人口和最富裕人群参加早

期教育项目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但仍然很低。

随着入学机会的增多，不平衡将加剧，就像老

挝和土耳其一样。越南在提高最贫困人群包括

少数语言人群的入学机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UNESCO，2014c）。

在肯尼亚、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多哥，生

活在农村、贫困或被边缘化都会减少儿童参加

早期教育项目的机会。加纳和哈萨克斯坦的政

策有了积极的改变，但实际情况依然如此。一

国内部的不平等有可能非常大：坦桑尼亚贫富

人群之间情况截然不同，各省之间的差距最大

达71% （World Bank，2012c）。城乡之间的
不平等还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学习环境、一日安

排、师幼互动上（Mtahabwa and Rao，2010）。
在入学机会上，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有些地方的

贫富差距最大（图1.8）——尼日利亚南方公办
学校更有可能提供早期教育服务。另外，还存

在一些其他情况。泰国对政府责任的强调，对

一些移民和难民儿童产生了影响，他们当中参

加早期教育项目的比例只有55%，而泰国全国
平均水平为93% （Shaeff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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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999—2012年，少数几个国家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有增长 
1990年和2012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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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儿童将有可能在幼儿园待更长时间 
1999年和2012年预期的学前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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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图1.5：1999—2012年，少数几个国家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有增长 
1990年和2012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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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儿童将有可能在幼儿园待更长时间 
1999年和2012年预期的学前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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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第1章

图1.7：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参加早期教育项目，不平等往往加剧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36—59个月龄儿童参加有组织的早期教育项目的比例，按富裕程度和区位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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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最贫困的儿童最不可能参加早期教育项目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5岁儿童参加早期教育项目的比例，按富裕程度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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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幼儿保育和教育

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像加纳这样
取消了学费
的国家在学
前教育入学
率方面获得
了较大的发
展

根据最新的数据，有可能能预测148个国
家2015年的毛入学率。70个国家，或者说47%
的国家的毛入学率可能会很高，超过80%。这
其中包括所有全民教育国家和地区，但多数

位于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北

美和西欧。12个国家，或者说8%的国家的毛
入学率将在70%—79%。66个国家的毛入学
率可能会较低（30%—69%）或非常低（低于
30%），分别占样本量的25%和20%。在这些
入学率“非常低”的国家中，大约有一半的国

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Bruneforth，2015）。

进一步扩大入学的几种激励办法

各国政府可以采取多种行动增加入学率，

比如出台法律和政策，开展公共宣传活动，

提供财政刺激，免除费用等。立法可以强制

儿童入学。2001年，墨西哥就立法要求4—5
岁儿童入园（UNESCO-IBE，2012），2012
年，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70%提升至2012年的
101%（附录，统计表3B）。2003年，秘鲁推
出始于3岁的两年免费义务学前教育（Peru 
Government，2003）。2007年，加纳也执行
了类似政策（表1）。缅甸最近开始实施学前
一年义务教育（Shaeffer，2015）。

截至2014年，40个国家立法实施义务学前
教育（表1.1）。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学前儿童的
入学率由此得到稳步提升（Diawara，2007）。
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入学率提

升最快（表1.5），这些地区实施义务学前教育
的国家也最多。阿根廷早在1993年就开始实施
义务学前教育，其入学率从1999年的57%攀升
至2012年的74% （附录，统计表3B）。

许多国家制定政策，将学前教育纳入基础

教育周期，但并没有提供财政支持。肯尼亚和

坦桑尼亚立法要求所有的小学都附设幼儿园，

但不予免费。因为幼儿园的费用来自小学生均

拨款，因此，坦桑尼亚的幼儿园经费不足，

人满为患，2010年平均生师比达到57∶1（附
录，统计表8）。

许多国家都收取学前教育费用，成本是学

前教育的一个主要问题（O’Gara，2013）。许
多取消学费的国家，比如加纳，虽然在寻找各

种必要资源以维持标准方面遇到了困难，但其

入学率还是有很大的发展（Shaeffer，2015）。
巴西公立幼儿园不收费，在园人数占总入园人

数的86% （Bastos and Straume，2013）。

财政刺激有助于入学率的提升。在中国农

村实施了一个实验项目，参与家庭可以享受学

费减免和现金转移（如果儿童出勤率达到80%
或以上）。比起不参与该项目的家庭的儿童，

参与该项目家庭的儿童入学的可能性要高20% 
（Wong et al.，2013）。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成本问题：学前

教育需要增强对家长和儿童的吸引力。加纳正

努力激发人们对儿童友好型学前教育的需求。

其《2010—2020年新教育战略规划》要求开
展广泛的多媒体公共宣传，旨在打造幼儿园新

形象，激发家庭和社区对儿童友好型学前教

育服务的需求。该规划还计划进一步刺激需

求，关注教育质量问题，改进教师培训、基

础设施、课程以及对有特殊需求儿童的支持

（Shaeff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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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出台义务学前教育法的40个国家或地区
国家或地区 法律颁布年份 义务教育起始年龄 义务学前教育年限

阿拉伯国家

苏丹 1992 4 …

中欧和东欧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7 5 1

保加利亚 2002/2003 6 1

匈牙利 1993 5 1

拉脱维亚 2002 4 2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005 6 1

波兰 2004 6 1

摩尔多瓦共和国 … 5 1

罗马尼亚 … 6 1

塞尔维亚 2003 5.5 1

斯洛文尼亚 2001 6 0

中亚

哈萨克斯坦 1999 5 1

东亚和太平洋

文莱达鲁萨兰国 1979 5 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5 1

中国澳门 1995 5 1

缅甸 … 5 1

菲律宾 2012 5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 1993 5 1

哥伦比亚 1994 5 1

哥斯达黎加 1997 4 / 5 1 /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6 5 1

厄瓜多尔 2008 5 / 6 1

萨尔瓦多 1990 4 3

危地马拉 1985 6 1

墨西哥 2001 5 1

尼加拉瓜 2006 5 1

巴拿马 1995 4 1

巴拉圭 1998 5 1

秘鲁 2003 3 3

乌拉圭 … 5 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999 4 2

北美和西欧

塞浦路斯 2004 4年零8个月 1

丹麦 … 6 1

希腊 2006

以色列 1949 3 …

卢森堡 1963 4 2

瑞士 … 4 2

南亚和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04 5 1

斯里兰卡 1997 5 …

撒哈拉以南非洲

加纳 2007 4 2

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2014);Shae�er(2015);UNESCO-IB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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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入学需
要 支 付 费
用，那么许
多贫困人口
就会被遗留
下来

泰国通过海报和广播等开展了针对父母、

监护人、新婚夫妇、孕妇、教师、保育人员、

医疗服务人员、社区和地方负责人的公共宣传

活动。泰国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普遍开设幼儿保

育和教育中心以及更正规的幼儿园，4—5岁儿
童的入学率接近93% （Shaeffer，2015）。

私营部门的参与维持高水平

参加全民教育运动的国家都承诺扩充幼

儿保育和教育，尤其是面向“最脆弱和处境最

不利”的儿童的保育和教育，但有一些国家私

立学前教育机构的入学率一直在增长，带来两

个问题。如果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需要支付

费用，那么许多贫困人口就会被遗留下来。而

且，私立学前教育机构不太可能在人口稀少或

偏远的地区选址。因此，依赖私营部门将有损

教育和社会机会的平等。1999—2012年，在有
数据可查的100个国家中，私立学前教育机构
的入学人数所占比例从28％上升至近31％4。

“私立学校”非常复杂和多样化，有营利

的，也有非营利的，有纯私人开设的，也有非

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队以及持某种信念的机构

开设的（Ashley et al.，2014）。附录中的统
计表3B是根据学校为政府所有还是私人所有来
区分公立和私立的。在现实中，在本概念范畴

内的任何私立学校都会收到政府或持某种信念

的慈善团体的资助，但最普遍的还是向用户收

费。许多国家通过给私立学校提供资金——常

常是以费的形式——实现了公私合作。但在许

多情况下，服务和资金都由非政府部门提供，

如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和一些阿拉伯国家，

因此，学前教育常常只覆盖条件较好的城市人

口。塞拉利昂的毛入学率只有9%（附录，统计
表3B）。

1999—2012年，一些国家学前教育机构的
公私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1.9）。一些较
贫困国家增加了公共学前教育服务，而较富裕

国家却有所削减（图1.9）。不过，私营部门参
与度的提高或降低，并不意味着家庭对学前教

育服务的支出的减少或增加。瑞典自推出择校政

策以来，私营部门的入学率提高，但父母不需要

支付费用（Sweden Government，2012）。英国
见证了私立学前教育服务的最急剧的增长——

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6倍，2012年入学率达到
37%（附录，统计表3B）。家长的成本有可能会
比较大，但政府会资助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的学

前教育机构（Mathers and Smees，2014）。

各国政府并没有像它们在2000年承诺的那
样尽力扩充学前教育，但对私立服务有相对高的

要求。私营部门极其多样化，有面向高端精英

的，也有面向贫民窟的。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中

低收入国家，许多低成本的私立学校条件非常

差，没法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就像尼日利亚的

一些学校，往往聘用不合格的教师，因为怕被政

府关闭而从不接触政府（Härmä，2011）。在英
国，许多贫困儿童也正在被主要集中在贫民区的

低质量、低成本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所误。这些机

构常常雇佣非常少的大学生和高中学历员工，导

致儿童学习结果差，而较富裕地区的机构一般质

量较高（Mathers and Smees，2014）。

公私合作可以扩充入学机会，可
能会提高质量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选择与私

营部门合作，由政府为入读非政府举办学校的

儿童支付全部或部分学费。此举有助于扩充入

学机会，给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盛行的地方尤其

是城市地区施加有关质量标准的积极压力。在

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方，因为儿童较少，政府

较少选择与私营部门合作这种措施。

4. 这个数据只包括向政府登记的机构。事实上有很多私立机构未被纳入
政府的统计或质量保障系统（Woodhead and Streuli，2013）。这意味
着许多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实际入学率，包括总体入学率和私
营部门的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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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私立学前教育服务在不同国家增减不一 
1999—2012年部分国家私营部门的入学率占总入学率的比重，按收入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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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3B；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中国香港正在鼓励改善幼儿保育和教育

质量。香港所有的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都是私

立的，但家长有可以在非营利机构使用的助学

券。如果某一所学校要参加助学券项目，它的

所有教师必须获得早期教育证书，所有新任命

的校长必须拥有早期教育专业学位（Poon， 
2008；Ying，2013）。

有些国家同时抓质量和数量。如毛里

求斯政府提供现金转移，条件是儿童在4岁
入学，同时还对私立幼儿园提供质量担保

（World Bank，2012c），其毛入学率从1999
年的94%升至2012年的120%（附录，统计
表3B）。新加坡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

（Karuppiah，n.d.）。南非政府为上私立幼儿
园的儿童埋单；同时，为了确保教育质量和入

学率，要求学校必须登记注册，加入政府监控

和支持体系，该体系的要求之一即员工资质必

须达到最低要求（Biersteker，2013）。乌干
达政府计划每月按儿童人数给学前教育机构提

供小额资助，条件是达到国家最低标准，遵循

国家课程（van Ravens，2014），以进一步落
实《2007年教育部门早期发展政策》。

智利和瑞典等国历来就有政府举办幼儿

园的传统，但这些国家仍然决定引入学校选

择计划，无论家长选择哪一所幼儿园，每一

个学生都将获得一样的经费 （Woodhea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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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1.6：低成本的私立幼儿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首要地位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需求非常大，有4个地
方3—6岁儿童入学率达71%—93%。学前教育不管
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都非常昂贵，每个儿童所需

总成本占一个家庭月人均GDP的很大比例（表2）。
对阿克拉、拉各斯、内罗毕、约翰内斯堡的抽样调

查显示，入学儿童中，绝大多数上的是私立园。家

长的积极性非常高，寻求的是早期学习机会，而不

仅仅是儿童看护。

学前教育的质量是焦点。教学法和学科内容

常常与年龄不相适宜。在阿克拉和内罗毕，幼儿园

是学校教育的向下延伸，教室里摆着一排排的桌

子，儿童开始学习读写和计数。儿童的家庭语言不

经常使用或不是一门学科。在内罗毕，班级是教师

主导的，三四岁大的儿童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并

根据考试成绩排名。

为了确保质量，教师需要获得良好的通识教

育，也需要接受专门的早期教育培训。在内罗毕和

拉各斯，大多数教师倾向于接受某种大学本科教

育，有的获得了学位。拉各斯61%的教师接受过一
定的教育专业培训。阿克拉的教师中接受过专门的

早期教育培训的比例只有40%，而拉各斯的这一比
例为0。

南非在几个方面非常突出。政府提供一年的

学前教育——称为预备年或预备年级。预备年级的

覆盖率非常高，至少在索韦托的城市地区，5—6岁
儿童的入学率达80%，其中74%都在政府举办的学
校。但是，面向较低年龄儿童的服务只能靠私立学

校，并且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3—4岁儿童的入学
率只有60%。比起其他三个国家，这里的私立幼儿
园更适合儿童——小组教学，在游戏中学习，使用

家庭语言。上述例子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府的

供给极为贫乏，不能满足人们对幼儿保育和教育的

巨大需求。

资料来源： Biersteker (2010);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2013); 
Lowenstein and Ziswiler (2013); Bidwell and Watine (2014)。

表1.2  抽样地区的学前教育参与率以及可供选择的学前教育服务

3—6岁儿童 阿克拉 拉各斯 内罗毕 约翰内斯堡

所有学校入学率 93 87 84 71

最贫困的20%人口的入学率 84 73 77 52

私立学校入学率 91 83 94 56

学习型（而不是保育型）机构的入学率 80 86 79 53

在可步行上学的范围内供选择的数量 3.6 3.4 4.9 2.7

每个儿童所需总成本占月人均GDP的比例 28 21 23 8

私立小学入学率 77 65 79 11

资料来源：Bidwell and Watine(2014)。

在中国，许
多农村地区
依靠的是私
立幼儿园，
教师是未经
培训的当地
妇女

Streuli，2013）。这样的政策在智利已经实施
了34年，在瑞典实施了22年，但人们对在一个
公办幼儿园已然存在的地方实施这样的学校选

择计划的有效性一直争论不休。

不同系统平行运行，没有合作关系

有些地方出现了平行运行的学前教育体

系：私立学前教育机构和公立学前教育机构

并行发展（框注1.6）。最近有一项研究追踪
了印度3个邦362个村庄的儿童，发现阿萨姆

邦有85%的儿童参加政府举办的庭院幼儿园
（Anganwadis），安得拉邦有52%，拉贾斯坦
邦只有20%。同时，安得拉邦大约30%的儿童上
的是私立幼儿园，拉贾斯坦邦有40%的儿童上
的是私立幼儿园，这反映出印度农村、城市和

部落中私立幼儿园的巨大发展（Centr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2013; 
Manji et al.，2015）。在中国，城市儿童上
的是设施相对比较好的政府办幼儿园，教师

都经过培训，而许多农村地区主要依靠的是

私立幼儿园，教师多是未经培训的当地妇女 
（Rao et al.，2012b）。巴西私立园和公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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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存在，但私立园所占比重较少 （Bastos 
and Straume，2013）。秘鲁实施免费义务学
前教育，但私立园也同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

城市地区，主要面向较富裕家庭。秘鲁的私

立园进展显著：1998年公私比是4∶1，10年
后为1.5∶1，二者几乎相当 （Woodhead and 
Streuli，2013）。

有些国家正在曾经只有私立园的地方

建立体系。2010年约旦有4 127所私立幼儿
园，2003—2010年，作为2003年面向知识
经济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约旦新建了532
所公立幼儿园 （Al-Hassan et al.，2010; 
UNICEF，2008）。但在扩充公立教育资源方
面，成绩更为突出的是阿尔及利亚，其毛入学

率到2014年增长了77个百分点，达到79%（附
录，统计表3B）。

对质量的追求还远远不够

只是提高入学率还不够。学前教育的质

量是确保儿童发挥潜力并为学校做好准备的关

键（Yoshikawa and Kabay，2015）。没有接
受过高质量的教育的儿童不太可能在小学取得

成功（Barnett，2008）。尽管略差的教育也
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质量越高，收益越大。

孟加拉国和柬埔寨（Rao et al.，2012a）、英
国（Sylva et al.，2011）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已
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英国，参加较低质

量的幼儿园的积极效应到11岁时逐渐消退，而
参加较高质量的幼儿园的积极效应则一直持续

（Sylva et al.，2011）。但界定什么是质量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涉及课程、教学方法、文化

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幼儿教师的技能问题。

课程、教学方法和文化都影响着
学前教育的质量

质量是一个相对的、与价值观有关的、

动态的概念。应该使用哪一种教学语言——母

语、国家语言或是殖民语言，是否要纳入文化

和宗教活动，就是学界和家长的看法有可能完

全对立的两个问题（Shaeffer，2015）。大范围
研究发现了质量的几个关键的、互相强化的要

素：输入（包括安全和健康的环境），组织和

管理（有力的领导），教育过程（包括在体验中

学习的机会），以及教师和儿童、家长和社区之

间温暖的和反应性的关系（Myers，2004）。

课程设定了儿童应该学的内容，而教学关

系到这些内容如何教或者说如何促进儿童的学

习。二者紧密联系 （Sheridan et al.，2009），
课程尤其将影响教学。而且，家长的观念可能

会给学校施加压力，迫使学校以特定方式行

动。许多国家意识到幼儿园必须以儿童为中

心，课程和文化必须是发展适宜性的，要给儿

童留出大量的游戏时间。这与环境有着无法割

裂的关系。环境应该支持教师设计的学习活

动，包括安全的、可供儿童游戏和探索的空

间，以及儿童可以与之互动的材料和学习玩

具。

许多贫困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还缺乏必要

的资源，课程和教学有效性远不如美国的高宽

课程——来自美国，很难复制。联合国儿基会

设计了可供危急状况下使用的早期学习基本材

料包（UNICEF，2013a）。类似的工具还有待
开发，以便和特定的课程一起，供非危急状况

下其他资源欠缺的机构使用。

印度、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为如何改进学前课程和教学法提供了榜样。

印度新出台的《幼儿教育课程框架》采取了发

展的方法，为3—4岁、4—6岁的儿童设计了不
同的活动。对于较小年龄的儿童，活动包括精

心设计的可供儿童与成人以个体、小组或集体

形式自由开展的游戏和互动。儿童有机会“倾

听故事，学习儿歌，进行创造，开展想象性游

戏，提问，解决简单的问题，开展实验进行主

动的和交互式的学习，收获‘良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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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建构积极的自我形象”。而对于较大年龄的儿

童，教师指导下的活动的比重大于自由游戏，

大团体活动增多，为入学做准备的活动包括：

将图片和声音配对，辨认形状，扩大词汇量，

借助图画书和讲故事培养阅读的兴趣，学习写

作和算术——包括数字和空间概念。另外还包

括发展儿童精细动作、身体协调能力、健康水

平，以及通过戏剧、音乐等发展创造力（India 
Government，2012）。

牙买加也按年龄（0—3岁、4—5岁）
分设课程，课程要素与印度类似（Jamaica 
Government and Dudley Grant Memorial 
Trust，2008）。哈萨克斯坦和别的国家一样，
利用“逐步法”对课程进行了改革，更加强调

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儿童认知和情感等的全

面发展（UNESCO，2005c）。2013年6月，
塔吉克斯坦在联合国儿基会和阿加汗基金会

（Aga Khan Foundation）的支持下，通过了
一个新的课程，供基于社区的学前教育机构

使用或其他机构备选。该课程也是以儿童为

中心的，同时配套接受了新方法培训的教师 
（UNICEF，2013f）。

改变学前模式以适应当地文化的做法能够

刺激需求。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成功

（Yoshikawa and Kabay，2015）表明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东非宗教学校早期教育

项目已经使那些重视宗教生活的国家的更多儿

童进入了学校（Manji et al.，2015）。柬埔寨
一个基于家庭的项目已经证明，通过采用相关

方法、语言、材料和标准，项目能够对当地文

化做出反应并适应当地文化 （Yoshikawa and 
Kabay，2015）。

与此相对立的是，家长期望学校尽早开始

正规的课本学习（O’Gara，2013）。在中国香

港，学前教育机构一般强调如何为儿童上小学

做好学业上的准备（Fung and Lam，2012）。
泰国的家长认为学前教育机构应该提供“提早

的小学教育”，他们不能充分理解幼儿园里那

些儿童友好型的教育（Shaeffer，2015）。在
印度恰尔肯德邦也有类似的误解，那里正在试

验一个以儿童为中心、以游戏为基础的学前课

程（Pattanayak，2012）。

泰国和加纳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开展公

共宣传活动，逐渐使家长理解儿童友好型教

学。恰尔肯德邦政府进行了更为基层的努力，

以使家长确信采用年龄适宜性的教学的重要

框注1.7：儿童和学校应该彼此为对方做
好准备

“入学准备”包括几个方面：儿童从家庭

或幼儿园环境过渡到正规小学教育时的准备情

况，自儿童出生以来家长对儿童学习的支持程

度（有时有家访项目的帮助），学校为使儿童

顺利过渡所做的准备。

因为小学和学前的计划之间缺乏协调，许

多学前项目将精力主要集中于为小学做准备，

而不是幼小之间的顺利过渡。小学与学前的课

程和教学应该联合起来设计，使二者不致被割

裂，设计者应该意识到早期教育是指8岁前的
教育，早期课程和教学法应该根据小学起始年

龄而相应延续到小学一至三年级。人们普遍认

可幼儿园适宜采用以游戏为中心、做中学的方

法，但儿童一旦进入一年级教室，人们常常期

待他们立即端坐在课桌边，约束自己的行为。

资料来源: UNESCO (2014c); UNICEF (2012)。

学前教育机
构和家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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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做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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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attanayak，2012）。尽管做出了这些努
力，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协调的话，从学前到小

学的突然过渡可能会令家长和儿童准备不足   
（框注1.7）。

对优质教学进行评估就像对其进行界定一

样复杂。最好的方法是对班级活动过程进行观

察，但这极其艰辛，还需要有较高的技巧。背

景非常重要，而且，为了发挥评估对改进教学

质量的作用，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通

力合作。墨西哥的一项研究显示，一旦评估的

结果反馈到教育体系内部，将文化的因素考虑

进来对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质量会有积极的影

响（框注1.8）。

教师是决定质量的主要因素，但
许多教师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准备的教师是提高教学活动和关系的质

量的关键。教师是与学校相关的因素中最主要

的部分（Sheridan et al.，2009）。教师的专业
资质比教室的物质环境和资源更能够影响班级

互动质量（Mtahabwa and Rao，2010）。

这些发现总的来说没有在各国实践中得到

反映，许多学前教师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准

备不足的教师正努力使用前文提到的印度和牙

买加所使用的课程。这些课程非常强调材料的

运用，所以教师培训需要关注教师利用当地环

境制作和维护材料的技能。

和教师的准备不足相伴而来的，是低劣

的工作条件。因为社会地位低，教幼儿的常常

是最无效的老师（O’Gara，2013）。因为常
雇佣未经培训的、不合格的教师，社会地位

低、工资低，导致教师流动率非常高，影响

了孩子们的学习 （Mathers et al.，2014）。
在一般的薪级表中都可以发现学前教师地位

低、待遇低（ILO，2014a），因此教师的生
活条件可能会较差 （Sun et al.，2015）。私
营部门为了降低成本，尤其倾向于少付教师工

资（Sun et al.，2015）。 同时，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学前或小学低年级的师资普遍女

性化（Kelleher，2011），因为传统上认为照
顾幼儿是女性的事。在许多国家，这意味着

待遇低、专业化程度低，较少得到社会尊重

（Kelleher，2011）。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
致使学前教育很难吸引到高质量的教师。

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改善一些条件：2002—
2008年，摩尔多瓦教师的工资翻倍，澳大
利亚、中国和新加坡为教师提供了专门的刺

激计划。澳大利亚、新西兰、葡萄牙和英国

正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各级教师同工同酬

（ILO，2012b）。

有关教学质量，还有一个问题，即不同地

区的学校之间质量不均衡。让经过培训的教师

去贫困地区、乡村或其他偏远地区执教是个挑

战（Sun et al.，2015），因为这种委任并不
吸引人。但可以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澳大

利亚和中国就设计了刺激计划，激励教师前往

框注1.8：文化决定了墨西哥当地教育的
评估

墨西哥的两个州开展了一项评估当地学前

教育质量的试验，揭示了文化在评估教学质量

方面的重要性。社区成员和督导一起思考未来

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然后协商出一个对

质量的定义，得出测量幼儿园和班级质量的指

标。督导据此对班级进行观察——前提是高质

量的学前教室和经验应该和思考过程一致。督

导们向校长和教师出示证据，有关人员一起就

这些证据进行反思，确认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

改善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督导们定期去幼儿

园监控改进情况。

当地人认为哪些质量指标最重要，可以从

他们的评估方式中看出来：重视文化对教育的

影响，希望确保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文化及情境

相关。据报道，这一措施已经促进了质量——

整体质量和有关文化维度的质量——的提高。

资料来源: Hacia una Cultura Democrátic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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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学前教育系统和入学率迅速扩大

图1.10：一些国家显著增加了经过培训的学前教师的比例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经过培训的学前教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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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10A；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为了确保幼
儿保育和教
育质量，教
师必须接受
高质量的培
训

农村艰苦地区执教（Sun et al.，2015）。巴西
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质量，因学校所处位置的不

同（在城市还是农村）、社区和种族的不同、

政府的承诺和投入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Sun et al.，2015）。为此，2003年，巴西政
府联合Mauricio Sirotsky Sobrinha基金会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公私合作，提供在职培

训。它通过设计教师专业支持机制，提供社区

内不同机构互相学习的机会，开展宣传学前

教育重要性的公共活动，提高教师的地位和

自尊（Sun et al.，2015）。

1999—2012年，许多国家增加了经过培训
的学前教师的比例，少数国家有所减少。一

纸合格证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获得了高质量的

专业发展。但经过培训的教师的数量、学生与

经过培训的教师之比确实是衡量幼儿保育和教

育质量的指标。在数据可得的国家中，低收入

国家较少可能投入资金去做培训，因此，经过

培训的教师的比例相对较低（图1.10）。在多
数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学前教师都经过了培

训。不过，有些国家聘用了一些未经培训的人

员来充实教师队伍。有些国家经过培训的教师

比例有所下降，其中有几个是因为贫困、脆

弱或受冲突影响，如厄立特里亚、马里和塞

拉利昂。

需要制定教师培训政策，并规定
教师最低任职资质

为了确保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教师必

须接受高质量的培训以符合就职条件，达到最

基本的要求。很多国家越来越明确地规定学前

教师所需要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而且这一规定

自2000年以来变得越来越严格。但还是有很
多国家并没有正式确立学前教师的最低标准。

巴西就只有一套“建议采用的”最低就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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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1.9：中国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促进学前教师的发展

中国将学前教育纳入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通力协作，致力于扩大入学机

会，改善学前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农村地区学前教

育的入学机会和质量。中国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对

教师进行了重新调配和再培训。2008年，中国农村
地区每个合格教师照顾的学生数是城镇教师的两倍

多。因为地位低、工资低等诸多因素，农村和偏远

地区要招到经过培训的教师非常困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对方法之一就是对小学

和中学教师进行有关早期教育的再培训，因为随着

生育率的下降，社会对这些教师原先所受培训的需

求下降了。2011年以来，对之前在小学和中学工作

的校长和教师——包括私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

进行在职培训的有关资金已经到位。而大多数地

方是通过建设教师培训机构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的。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包括短期集中培训、专业

再培训以及为期三个月的高强度脱产培训。

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激励教师去偏远农

村地区工作，比如为他们参加培训课程埋单，提

供经济补助，另外，中国还通过立法提高学前教师

的工资。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学前教师的专业地

位，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资料来源: Sun et al. (2015)。

（Bastos and Straume，2013）。

在肯尼亚，过去小学没毕业的教师都可以

当学前教师。但现在教师必须通过初中毕业考

试，并经过专门的幼儿保育和教育培训。为了

满足培训需求，私营部门开始介入，但它们在

确保员工满足最低要求方面也面临挑战（Manji 
et al.，2015）。

在坦桑尼亚，对教师资质的要求因教育对

象的年龄而不同。学前阶段的教师必须完成高

中教育，并经过两年专职教师培训。不过，并

没有有关实习的内容（World Bank，2012c）。 
如果是2—4岁儿童的保育人员，则除了必须中
学毕业外，每年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
培训内容必须包括儿童认知、社会和情感发展

（World Bank，2012c）。尼日利亚的要求与
此类似（World Bank，2013d）。

哥伦比亚要求教师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

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经验，而参与家庭或以家庭

为本的项目的教师则需要有本科学历，并拥有

幼儿保育和教育经验（World Bank，2013b）。

在培训早期教育专业人员上，新加坡是一

方领袖（Vargas-Barón，2014）。其学前资格
认证委员会研发了幼儿教育培训框架和经过认

证的培训课程，2001年开始实施，2013年又补
充了更严格的要求（Sun et al.，2015）。

在职专业发展是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

师有机会定期获得专业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

都不为过。肯尼亚的证据显示，年长的教师因

为缺乏在职培训，技能逐渐流失（Ngware et 
al.，2013）。

为了满足培训需求，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

区的培训需求，中国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的

行动（框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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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多部门应该
协同工作，
支持儿童的
健康以及认
知、社会和
情感发展

结论

支持人生最初阶段的发展对于以后获得

更好的教育成就和更广泛的社会成果具有巨大

的影响。目前，教育投资的最高经济回报是在

幼儿阶段。投入越多，处境较不利的社区，尤

其是贫困国家的处境较不利社区受益越大，这

进一步论证了对学前阶段投入重资的合理性。

把基础打得更牢固些，能增进社会和经济的平

等。从2000年以来，全球接受各种幼儿保育和
教育服务的人数有了一定进展。

关键的问题是，在进入小学前，儿童需

要的不仅是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支持越早

开始越好。多部门应该协同工作，支持儿童的

健康、营养，以及认知、社会和情感发展。让

各部门的工作触及每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但不同背景下的不同国家正在用事实证明

这是可行的。

因为缺少资金、结构性不平等、不重视

质量，来自边缘群体的儿童仍然缺乏入学机

会。很多国家的家庭必须为幼儿保育和教育投

资，尤其是在将幼儿保育和教育全部私立化的

国家，这意味着机会的不平等和全面的供给不

足。许多贫困家庭付不起学费，对幼儿保育和

教育的需求因此减少。为了扩大需求，确保入

学机会均等，国家应该为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

提供支持，或为家庭提供现金转移，以支付必

需的费用。

在确保幼儿保育和教育质量，尤其是师

资和教学的质量随着入学率的提升一起提升方

面，人们的努力还不够。许多问题反映的是小

学阶段的问题，下一章将集中阐述。观察小学

教育扩容后遭遇的问题，将会对幼儿保育和教

育有所启发。解决早期阶段的问题，将会减少

小学乃至后续阶段学校体系及其利益相关者面

临的“追赶差距”的问题。



Teaching diversity: At a school in La Pan Tân 

Commune, Muong Khuong county, Viet Nam, 

students from 10 ethnic groups are taught in group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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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X 

Goal X: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Highlights

 ■ Despite a drop in child mortality rates of nearly 50%, 6.3 million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5 died from causes that are mostly preventable in 2013.

 ■ Progress in improving child nutrition has been considerable. Yet globally, 
1 in 4 children are still short for their age – a sign of chronic deficiency in 
essential nutrients.

 ■ In 2012, 184 million children were enrolled in pre-primary education 
worldwide, an increase of nearly two-thirds since 1999.

 ■ Governments have committed to exp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but private providers still account for one-third of all enrolled 
children worldwide.

 ■ By 2014, 40 countries had implemented compulsory pre-primary 
education. In several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is led to a steady 
improvement in the enrolment of pre-primary aged children.

 ■ The quality of childcare for very young children remains a serious issue. 
The knowledge, skills, status and pay fo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must 
be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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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

重要资讯 

 ■ 净入学率明显提高了，1999—2012年，有17个国家的这一数字提高了2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
11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 尽管入学率有了明显增长，但是2012年仍有5 800万儿童失学，而且自2007年以来降低失学人
数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 虽然入学率方面有所进步，但是辍学仍然是个问题：在32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20%的入学儿童可能读不到最高年级。

 ■ 尽管在大部分国家中教育机会的差距已经缩小，但仍然有上百万儿童由于处境不利，如贫

穷、性别、地域和种族而缺乏教育机会。

 ■ 免学费是政治上比较受欢迎的帮助吸引学生的方法，但其实很多家庭还是能够支付他们孩子

的大额教育费用。

 ■ 为了使所有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接下来的十年中应当按照轻重缓急将主要工作放在处境不

利和边缘化的儿童身上，特别是数百万的残疾儿童和生活在复杂的紧急情况下的儿童，同时

还需要做更多努力来识别这些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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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受教育机会是全民教育运

动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本章监

测的是实现2015年普及初等教育目

标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本章综述

了为增加初等学校入学机会所采取

的一些措施，如免除学费、学校建

设和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但是，仍

然有数百万儿童由于一些因素，如

贫穷、种族、语言和残疾而无法接

受初等教育。本章还描述了复杂的紧

急情况和武装冲突对教育的影响。

印度已经成功地接近完成全民教育目标，尤其是在保证近乎普及初

等教育和女孩入学方面。印度的努力主要依靠《儿童免费和义务教育权

利法案（2009）》和国家的‘教育激励计划’。为了保证女孩能够继续
接受教育，印度近期发起了‘保护女孩，教育女孩’的倡议。”

斯姆里蒂·祖宾·伊拉尼

印度人力资源与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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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进展监测

2012年，约有
5 800万小学
适龄儿童没有
入学

  目标 2    普及初等教育 

确保到2015年使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
都能够接受并完成良好的免费初等义务教育。

普及初等教育是全民教育目标中最主要

的目标，因为它也被纳入千年发展目标当中。

这一目标得到了充分的资助和政治支持，并被

完整地监测；民众呼吁推进全民教育的呼声也

越来越清晰。尽管如此，这一目标仍然无法在

2015年实现。

自2000年世界教育论坛结束和《达喀尔行
动纲领》实施后，各国全民教育的实施都取得

了哪些进展？本章将通过四个问题来检验各国

为了实现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哪些国家或群

体已经获得成功或仍然停滞，以及成功或停滞

的原因。

审视各国在《达喀尔行动纲领》实施以

后取得的成绩时，可以看到儿童进入小学的人

数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时从未上过学的儿童所

占的百分比也在下降，但是在缩小儿童接受初

等教育的城乡差距问题上，各国取得的成绩就

不尽相同了。实现普及全民教育目标的挑战包

括：大量的失学人口；初等教育的完成情况，

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初等教育完成情况；通过

接受完整的初等教育获得更好的发展等。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的关键因素包括：

免除学费；通过多种措施增加教育需求，如现

金转移，提供学校校餐项目，增加实得口粮

等；增加学校和教室数量，同时加大卫生和基

础设施投入。

本章第一部分是《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

告》在具体检验各项数据如教育需求和供给情

况之前，对普及初等教育这一目标的完成情况

所做的一个大致的评估。在教育供给方面取得

的一大重要进展是，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实

施后，由私营部门和社区提供的一些教育项目

如非正式学校和宗教学校增加了很多，满足了

部分教育供给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

本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几个重要的有关边缘

化人口的主题。如果这些领域不能取得成功，

那么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也不会实现。普及初

等教育需要涵盖最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和少数

语言群体、童工、游牧社区、感染了艾滋病的

儿童、棚户区的儿童和残疾儿童。本章最后提

出了在复杂的紧急情况下普及初等教育将会面临

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挑战，以及近年来呈现出的更

多问题和业已存在的挑战。

进展监测

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2015年普及
初等教育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甚至连让所有儿

童都进入学校的有限的愿望都没有实现。2012
年，约有5 800万小学适龄儿童（年龄基本在
6—11岁）无法入学。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包
括人口压力、冲突情况，以及某些拥有大量辍

学儿童的国家缺少足够的承诺，如尼日利亚和

巴基斯坦。某些社会经济组织的忽视也是原因

之一。

由于没有重视阻碍儿童入学的关键的结

构性障碍，一些国家越是接近目标的完成，

要取得额外的实质性进展也就变得越难。即

使一些相对来说目标明确的项目，如巴西的

家庭补助金项目（Brazil’s Bolsa Fam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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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图2.1：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过程中取得的重要进展 
1999年和2012年各地区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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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也不能完全覆盖到极其贫穷的人口，因此并

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Garcia Jaramillo and 
Maranti，2015）。

如果入学仍然是一种特权，那么解决教育

质量、适龄入学和求学成本问题并不符合当下

的需求。因此，应当继续努力解决的重要问

题包括儿童辍学率、升学率和完成率。

得到正式确认的上百万的残疾儿童和处于

复杂紧急情况下的儿童仍然是一个问题。有关

这些儿童的数据的缺乏意味着，面临的挑战的

规模可能被低估了。

尽管面临如此挑战，自《达喀尔行动纲

领》实施后，一些国家还是明显提高了其教育

绩效。伴随着普及教育的强有力的承诺，一些

国家包括布隆迪、埃塞俄比亚、摩洛哥、莫桑

比克、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很多基

础教育指标，如减少入学方面的收入差异和性

别差异、净入学率、初等教育完成率等上都取

得了较大进展，尽管进展并不均衡。

尼泊尔、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等国的经验表

明，有些国家可以在冲突情况下取得进展，并

且可以极大地改善其教育体系。塞拉利昂在11
年的政治冲突下取得了进展，并且让人们看到

了该国2005年后在教育方面的实质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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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进展监测

图2.1：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过程中取得的重要进展 
1999年和2012年各地区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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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

马拉、尼加拉瓜和苏里南等国在减少从未入学

的贫穷儿童数量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本章中讨论过，为获得进展而实施的不

同政策包括：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同时免除学

费；投资学校建设；提升对于公平性的重视

等。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所取得的

进展很可能要归功于学校的一些奖励项目，

包括现金转移和针对原住民进行的课程改革项

目。很多国家还引入了治理、课程和教学方面

的改革以提升教育质量（见第6章），这些都
有助于完成率的提高。

净入学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小学净入学率是监测初等教育普及化的

关键指标。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实施以来，

很多位于北美和西欧、东亚和太平洋，以及中

欧、东欧和中亚的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指标一直

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在有数据记录的国家

中，有17个国家在1999—2012年的净入学率提
高了20个百分点以上（图2.1）。在阿拉伯国
家中，摩洛哥的净入学率从1999年的71%增加
到2013年的99%，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这主
要归功于该国长期以来重视农村地区的学校建

设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改革（World Bank，2005， 
2013）。不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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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较晚上小学的儿童减少了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一年级学生超过适合入学年龄两岁及以上的百分比，按富裕程度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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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分析（2015），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

布隆迪的净
入 学 率 从
2 0 0 0 年 的
41%增长到
2 0 1 0 年 的
94%

则提供了亚洲地区在净入学率方面取得进展的

范例。在拉丁美洲，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

加拉瓜的净入学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其他国
家，主要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虽然

初等教育入学率仍然远远没有达到普及水平，

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布隆迪的成果比

较引人注目：其净入学率从2000年的不到41%
增长到2010年的94%。尼日尔和几内亚的净入
学率分别从27%和42%增长到近64%和76%。
甚至在那些经历了人口巨幅增长的国家，净入

学率也取得了稳定的增长。例如，在布基纳法

索和莫桑比克，学校适龄人口在1999—2012年
增长了50%以上，同时净入学率也随之增长了
66%以上。

根据趋势预测，加上第7章中更深层次的
数据，预计在140个数据可得的国家中，只有
73个国家能够在2015年前实现小学普遍入学（
也就是净入学率至少达到97%）。这些国家大
部分位于北美和西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

2015年前不能实现目标的67个国家中，有13个

国家的净入学率低于80%，离目标相去甚远，
而这些国家主要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初等教育起始阶段招录适龄儿童是另外

一个测量进展的标准。超龄学生面临着日后工作

和收入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辍学。超龄

学生也会给老师和其他学生制造棘手的混龄学习

环境（Lloyd，2011; Wang，2011）。2012年，
巴基斯坦有50%来自最贫穷家庭和15%来自最
富裕家庭的学生在一年级时晚于适龄入学年龄

两年或以上。

在适龄儿童入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埃塞俄比亚和海地，超过适合入学年龄两年

或以上的一年级学生人数所占百分比下降了

20个百分点以上，在秘鲁这一百分比也降到
了非常低的水平（图2.2）。适龄入学可能受
到了各种政策的激励，包括增加儿童早期发

展项目（Engle et al.，2007）和现金转移项目
（Maluccio and Flore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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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较晚上小学的儿童减少了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一年级学生超过适合入学年龄两岁及以上的百分比，按富裕程度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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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财富指数建构的更多信息，见附录《词汇》。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分析（2015），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

印度的净入学
率同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一样
得到了提高，
这意味着对经
济收益进行了
更加公平的分
配

例如在尼泊尔，学前教育总入学率取得

了显著增长，从1999年的11%增长到2013年的
84%（见第1章）。这些在适龄入学方面取得的
进步有助于初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实质性改善。

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减少了

随着净入学率的提高，大部分国家中从未

上过学的儿童所占百分比也随之下降。在2000
年仍有至少20%的儿童未能入学的国家中，有
10个国家（孟加拉国、布隆迪、柬埔寨、中非
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海地、莫桑比克、塞拉

利昂、尼泊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到2010
年已经将这一比例减半。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

亚从未上过学的儿童所占百分比都有显著下降

（埃塞俄比亚从2000年的67%下降至2011年的
28%，坦桑尼亚从1999年的47%下降至2010年
的12%）（图2.3）。海地从惨烈地震、粮食
危机和洪涝灾害中明显复苏，2000—2012年，
从未上过学的儿童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

些学龄人口持续大量增长的国家，如布基纳法

索、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继续致力于让所有

儿童都进入学校会变得更难，但它们在学龄儿

童入学方面取得的改善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对进展进行评估并不简单。由于很多国家

存在大量超龄入学的情况，因此仅将关注点放

在年纪较小的儿童身上可能会过高估计从未上

过学的儿童所占的比例。在赞比亚，9—12岁
的儿童中有13%从未上过学，但在12—15岁儿
童中这一比例仅为3.5%。同样，对一个国家平
均发展速度的评估也会掩盖其内部差异，如受

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

尽管很多国家拉近了农村地区接受教育的

距离，使得农村接受教育的机会得到了普遍改

善，但是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取得的进展仍然

各有不同。塞拉利昂在入学率方面取得的平均

发展速度伴随着农村劣势大幅削减的情况：城

市和农村在从未上过学儿童所占百分比上的差

距从2000年的31%（农村为59%，城市为27%）
缩窄至2010年的8%（农村为19%，城市为

11%）。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获得了平均改
善，但城乡差距仍然在持续。几内亚在城乡

入学差距方面只看得到细微的减少，从1999
年的41%（农村为66%，城市为25%）降至
2012年的35%（农村为48%，城市为13%）。
在最坏的例子中，尼日利亚在2003—2013年农
村入学机会减少，扩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在一些国家仍然有大量失学人口

1999年拥有最多失学儿童的人口密集的
国家，在2012年仍然拥有非常庞大的失学人口
（UNESCO，2014g）。一些拥有超过80万失
学儿童的稍小一点的国家，如布基纳法索、尼

日尔、南苏丹和苏丹，都深受冲突环境影响或

处于极度贫困中。

一些大国所取得的进展则完全不同。印

度取得了显著进展，净入学率同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一样得到了显著提高，这意味着对经济收

益进行了更加公平的分配。相反，考虑到尼日

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入学率的起点和当前个人平

均所得，它们所取得的进展与预期相差甚远。

尼日利亚几乎所有的教育指标都缺乏进展。而

且，1999—2012年，虽然尼日利亚的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出现大幅增长，但是在调整后的净

入学率和失学人口方面几乎是停滞的。在巴基

斯坦，尽管失学儿童百分比方面的数据有所减

少，但是住户调查数据表明仍然存在根深蒂固

的不平等。

之所以将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与其他后

殖民国家区分开，是由于它们的面积、地缘

政治的重要性、复杂且频繁的种族和宗教冲

突。它们的民主政治也很薄弱。两个国家都没

能建立起统一的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来替代分裂

的民族、亲属和宗教关系线（Ejiogu，2011; 
Ukiwo，2003；Wilkinson，2000）。它们的
政治领导在民事或军事方面都被认为是腐败

的，如尼日利亚的政治领导抢断了大量的石

油财富，而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则盗用了公

共基金和“9·11”事件后的财政补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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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大多数国家的入学机会得到了改善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从未上过学的儿童百分比，按区位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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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大多数国家的小学完成情况有广泛改进 
2000年和2010年初等教育完成率，平均值和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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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biboa，2012; Khan，2007）。这样的情
势会导致社会持久的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匮

乏。

大部分国家在小学完成率尤其是面

向最贫穷人口的小学完成率方面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0—2010年，绝大多数国家的小学完成
率都有所增长（图2.4）。其中在数据可得的
8个国家中，小学完成率增长了20个百分点以
上。这8个国家是：贝宁、柬埔寨、埃塞俄比
亚、几内亚、马里、莫桑比克、尼泊尔和塞拉利

昂。但是这些进展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那些表

现最差的国家来说，和教育相关的支付能力、教

育质量等是持久性问题。

贫困影响着小学完成率。一些国家，尤其

是位于拉丁美洲的国家，在为非常穷的人创造

入学机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尼加拉瓜，

过去十年中来自最贫穷家庭的儿童小学完成

率从16%增至66%。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国家
中，来自最贫穷家庭儿童的小学完成率也出现

了较大增长，如玻利维亚、巴西、危地马拉、

秘鲁和苏里南，还有贝宁、柬埔寨、尼泊尔、

塞拉利昂和越南也是如此。在阿尔巴尼亚和蒙

古，小学完成率平均提高了4个百分点以上，
在非常穷的人口中完成率也有显著增长。

然而，虽然小学完成率在很多国家都有所

提高，但是贫穷人口和平均人口之间的差距在

某些方面也有所扩大。这意味着政策改革已经

让较为富有的家庭享受到更多益处。在尼日利

亚，最贫穷家庭的小学完成率实际是下降的，

从2003年的35%下降至2013年的22%，并且一
般家庭和最贫穷家庭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大约20
个百分点。

各个国家发展的周期不同

就像前面《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强

调过的那样（UNESCO，2012b），在低收入

图2.3：大多数国家的入学机会得到了改善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从未上过学的儿童百分比，按区位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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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大多数国家的小学完成情况有广泛改进 
2000年和2010年初等教育完成率，平均值和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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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 自
2000年以来
有1 5个国家
已 经 免 除 了
学费

国家，辍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晚入学

和贫穷儿童来说尤其如此。自《达喀尔行动纲

领》实施之后，积极趋势是儿童能够坚持读到

小学最高年级，相应的，也减少了早期辍学的

可能性。这表明国家在小学阶段提供了较好的

教育，并且减少了治理高辍学率和低保持率的

支出。

趋势预测表明，在有充足数据的139个国
家中，有54个国家在2015年前，其进入小学的
儿童几乎都能够读到最高年级，这54个国家大
多数位于中亚、中欧和东欧，还有西欧。另一

方面，在32个国家中至少有20%的儿童可能会
早早辍学，不能读到最高年级。这32个国家主
要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趋势预测基于同期群

分析，结合入学率和维持率，呈现出一幅更为

惨淡的图景——在106个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
可能使至少97%的儿童进入学校并读到最高年
级（见第7章，预测，为未来做决策）。

对比初等教育调整后的净入学率和读到

五年级的维持率，表明很多国家包括布基纳法

索、萨尔瓦多、加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摩

洛哥和尼日尔都能够实现二者的同步增长（图

2 .5）。布隆迪和马里在净入学率方面取得了
大幅增长，而且维持率没有大幅下降，表明它

们在吸引学生方面获得了相对的成功。与之相

比，乍得的净入学率仅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
读到五年级的维持率却下降了超过9个百分点。

高复读率是教育体系效率低下的标志，

并且会带来重大的财政和教育支出。就像第1
章中提到的，在小学低年级出现的高复读率表

明，尽管幼儿教育可以提升小学的入学准备度，

但是却缺少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在至少14个国
家中，小学阶段的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下降了10
个百分点以上（图2.6）。在毛里塔尼亚和塞内
加尔，1999—2012年，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从高
于14%下降至不足4%。在巴西，复读人数所占
百分比在2011年从24%下降至9%。

很难去评估复读率发生变化的原因。复

读率的改善可能标志着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但也可能是实施促进政策后自动产生的后果。

这类政策旨在减少复读情况，但并没有提高学

习效果。在巴西，复读情况长时间以来被认为

是教育中所面临的关键性的政策挑战，复读人

数所占百分比的减少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为改善

幼儿受教育机会而采取的大量改革，如增加补

习教育和速成学习项目，并且减少了学费支出

（Bruns et al.，2012; Schwartz，2012）。在
布隆迪，复读人数大幅增加的事实可能也传递

了这样一个信息：虽然入学率增加了，但并没

有为满足新入学者的需求而付出足够的努力。

在免除使用者费用方面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2000年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各国承
诺提供“免费且强制的初等教育，遵守《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实际上，

免费的、强制的、普及的初等教育这一目标的

提出要早于全民教育运动（Bruns et al.，2012; 
Morgan et al.，2012;Somerset，2009; 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但是这一目标的
势头是在1990年全民教育运动发起后才增强
的。大多数国家现在基本上还是收取学费的。

基于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团队的研究，撒哈

拉以南非洲所取得的进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有15个国家自2000年以来采用立法的方式免除
了学费。其中7个国家通过宪法保障做到了这
一点，8个国家通过其他形式的立法做到了这
一点。另外还有8个国家通过非立法政策的途
径实施了免费初等教育。

对于如何使穷人通过财政而受益的关注，

支持了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的愿望。发展
合作伙伴，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考虑到干预是否会对穷人产生积极的社会影

响和财富是否更加均等地分布，自2000年早
期便制定了使穷人受益的增长型战略。由学

费和间接成本带来的家庭负担成为一种显著

的不公平形式，像递减税一样（Hillman and 
Jenkn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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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债贫困国家倡议（HIPCI）和多边减
债倡议（MDRI），还有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GPE）的建立，或许能有助于教育资源和其
他优先区域资源的增加。

免费教育成为政治吸引力

2000年以来，主要改革之一便是每一
个儿童都必须上学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
每一个人都能尝到教育的果实。它或许会
夺走农民的劳动力，但却给予他们能够在
未来获得更好生活的种子。

                     ——索南，不丹教师

实施免除使用者费用的重大政策也是被

国内政治所推动的。免除费用是低收入非洲

国家的一项普选议程。一项针对非洲选举和

教育政策进行的研究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1990—2007年共有16例免除使用者费用的
例子：有11个国家在选举后立即免除了学费，
这些例子中，有8例的新任国家领导人当选
（Harding and Stasavage，2014）。

免除学费作为一种受欢迎的竞选方式已

经渗入国家政治话语和公共意识中。当这一政

策实施后，民众可以看到并感受到结果，可能

会给政治领导者的责任感加分。在乌干达1996
年的竞选中，强调普及初等教育这一点受到了

选民的欢迎，并且通过选举活动得到了加强。

选举结束以后，据称总统穆塞韦尼也将他的胜

利归功于此（Stasavage，2005）。国家的领导
者从斗争中获胜后便将免除学费看作新开始的

一个标志。利比里亚，经历了与极端贫困人口

发展指标的14年斗争后，在2006年免除了学费
（World Bank，2010c）。

区域性的政治势头也促进了这一政策被

采纳。莫桑比克为了跟上肯尼亚、莱索托、

马拉维和乌干达的发展进度，便暂停收取学

费（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印
度《2009年教育权利法案》是一个关键的

立法进展，被正在准备自己的“教育权利法

案”的邻国巴基斯坦观测到，后者于2012年
通过了《教育权利法案》（Chopra，2012; 
Jagmag，2012）。

对于教育体系的建设能力来说，这项政策

的附加利益有助于提升它的吸引力。免除学费

的措施鼓励政府分散财政资源，并且动员其他

间接构建执政能力的利益相关者来实现全民教

育目标。在加纳，人头补贴项目（capitation 
grant programme）利用审计的方式来决定国
家对教师、基础设施和教室的需求。这一举措

为免除学费积攒了更多国家方面的动力，获

得了来自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支

持。在肯尼亚，政府决定直接将资金发放至学

校账户，商业银行则与政府结成合作伙伴关

系，以低税率向所有小学（共18 000所）提供
服务（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

图2.5：各国在处理提高入学率和提高五年级续读率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不同进展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调整后的净入学率和五年级续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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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大多数国家中的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有所下降 
1999年和2012年初等教育中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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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和融资中可见的变化

一些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马拉维

和乌干达，都是突然在教育体系发起改革

的。其他国家则是在不同区域、等级和水

平上逐步开展改革，或者是通过豁免特定

弱势群体逐步开展改革（Morgan et al.， 
2012；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
在免除使用者费用后引发的入学率急速

增加会导致初等教育系统的紧张。马拉维

在1994年采用激进方式改革后便发生了这种
状况（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
大多数国家已经习惯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莱索托的政府官员访问了马拉维和乌干

达，去学习它们在免除学费方面的经验，

然后决定从2002年开始全面实施小学一

年级免费教育（Liang et al.，2005）。
在贝宁，最初免除学费是在1990年代中
期，主要面向教育机会有限的农村地区女

孩，比2006年全国大幅实施这一政策要
早（Tomasevski，2006）。在加纳，针
对40个贫困区域实施的人头补贴项目在
试验阶段就先于公民社会的压力引发了

全国范围内的快速膨胀（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

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有些国家已
经习惯了利用基于学生数量和其他标准的

人头补贴，来资助教师薪水以外的学校需

要。但是一些国家仅使用入学数据作为人

头税的基础，其他一些占劣势的国家则要

面临学校和家庭的压力。在肯尼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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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除使用者费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图2.6：大多数国家中的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有所下降 
1999年和2012年初等教育中复读人数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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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人头补贴为14美元，主要用于课本、教
材和其他支出，残疾儿童可用的总额更高一些

（Tomasevski，2006）。在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每个学生人头补贴为10美元，其中40%
被要求用于课本方面；政府还提供了发展基

金，用于环境卫生和清洁水供应（Bentaouet-
Kattan and Burnett，2004）。

免除费用吸引了学生

实施免除费用政策后的若干年里，该政策

对入学产生了强大的积极影响，也证实了学费

是一项阻挡教育机会的支出（UNESCO，2003，
2012b）。对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加纳，肯
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经验进行

分析，发现免除学费增加了学生进入学校的可能

性（Alloush，2010；Deininger，2003；Morgan 
et al.，2012；Muyanga et al.，2010）。2005
年，布隆迪免除学费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从未

上过学的小学适龄儿童所占百分比的急剧减

少。相比之下，由于只在2010年正式免除学
费，且没有对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与其

接壤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证据表明其取得了

类似进展（UNESCO，2014g）。

重要的是，在一些国家，包括肯尼亚、马拉

维、东帝汶、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免除

学费增加了弱势群体如女孩和孤儿的入学机会

（Al-Samarrai and Zaman，2007；Grogan，2009；
Bentaouet-Kattan，2006；Nicola，2010； 
World Bank and UNICEF，2009）。乌干达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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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功：研究发现免除初等教育费用减少了延

迟入学情况，增加了入学率，减少了辍学情

况，对女孩和农村地区的儿童来说尤其如此

（Deininger，2003；Grogan，2009；Nishimura 
et al.，2009）。

许多国家缺少充分且及时的资金

通过免除费用方式提供的人头补贴最

初是为了扩展教育系统，但这一补贴有时候

是不足的，或者发放不及时，针对性不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人头税的

总数通常比学校从家长那里收取的费用低一

些，迫使学校用较少的资源来管理更多的学

生（Bentaouet-Kattan，2006；Nishimura et 
al.，2009；Tomasevski，2006）。在大多数国
家，这种补助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并且实际

上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重要价值。在塞拉利

昂，2010年每个学生每年的补贴是2.2美元，以
至于被认为补贴太低而不能覆盖学校日常的运

行支出。这种情况和延迟付款一起导致重新收

取学费（Pôle de Dakar et al.， 2013）。近期
来自莱索托的定性研究记录了利益相关者的争

论，他们认为按照每个学生进行人均分配并不

合适，因为这样并不能满足各所学校的不同需

要（Lefoka et al.，2014）。

补助的发放有时是不恰当的。在印度，

对实施全民教育的资金分配和资金交付进行监

测时，发现由于银行延迟，资金往往不能及时

发放，有时更无法将资金发放至学校。资金交

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2011年12月，印度
75%的学校都收到了强制性的补贴，但是在梅
加拉亚邦只有26%的学校收到（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2013）。在南非，原本是面向最贫
穷学校的免费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逐步覆盖了
60%的学校。但是由于执行的严重滞后，很多贫
困家庭仍然在支付费用，而且由于学费增加导致

学生更加频繁地缺勤（Nordstrum，2012）。在
人头补贴项目中存在的另一个实质性问题则是

已经被证实了的贪污腐败问题，包括肯尼亚和

乌干达（Bold et al.，2010）。

通过增加需求量获得成
功的一些方法

虽然立法和政策承诺免除费用，但学校

教育极少是免费的；对家庭来说还有很多其

他花费。《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更广泛

的社会政策、干预和激励应该用于减轻入学的

间接机会成本。”积极增加家庭对小学的需求

则需要减轻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负担，如交通、

试卷、学校午餐和其他额外的费用（Bentaouet-
Kattan and Burnett，2004；UNESCO，2012b）。
提供校服减少了辍学和缺课情况，并且鼓励了

年级间的续读（Duflo et al.，2006；Evans et 
al.，2009），这已经得到了证实。

社会保障项目包括为改善教育而采取的

需求方措施，如现金转移和校餐项目。像第5
章中讨论的，奖学金、津贴和助学金是为弱势

群体尤其是女孩减少支出的一种较受欢迎的方

式。《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146项旨在
改善教育结果的社会保障干预进行分析，发现

超过三分之二的项目是有条件或无条件的现金

转移，17%的项目关注校餐和实得口粮，其余
则是免除费用或家庭津贴项目。超过一半的项

目都是针对初等教育的（Bruns et al.，2012； 
Evans et al.，2009；Garcia-Jaramillo and Maranti， 
2015）。

校餐项目和实得口粮

校餐项目是最为普遍的社会保障项目，现

已涉及169个国家的3.68亿儿童（WFP，2013）。
校餐项目有助于确保进入学校的儿童保持健

康。像其他涉及饥饿儿童的最有效的措施一

样，最初开展校餐项目是受到了严重的食物和

财政危机后果的触动，并且意识到这一政策是

可以被快速推广的（Bundy et al.，2009；Lister 
et al.，2011；WFP，2013）。大众需求是清晰可
见的。在萨尔瓦多，校餐项目已经并入国家级规

划，并且成为上两届总统竞选中的旗舰项目。公

职人员认为，考虑到较高的公共需求，撤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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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需求量获得成功的一些方法

大部分的现金
转移项目对入
学、出勤和辍
学情况产生了
积极影响

缩小校餐项目的规模则可能会对政治产生极大

的危害（Bundy et al.，2009）。

已有证据尽管有限，但仍然表明校餐项

目的参与者能够比未参与者保持更好的入学

和出勤情况（Behrman et al.，2013；lister et 
al.，2011）。在印度农村实施的午餐和校餐项
目已经对女孩的入学情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Afridi，2011；Dreze and Kingdon，2001）。
一项荟萃分析回顾了撒哈拉以南非洲32个国家
的校餐项目，发现在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提供

现场饭菜使女孩和男孩的入学率分别增加了28%
和22%，且假如项目能够提供实得口粮，还会
继续保持这一效果（Gelli et al.，2007）。这些
口粮是让儿童留在学校的另一个动力，也可能

对一些非常贫困的家庭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在圭亚那，对2007—2009年基于社区的校餐项
目的一项评估发现，参与校餐项目的学校其入

学率增加了16%，出勤率增加了4.3%（Ismail 
et al.，2012）。最近一份对12项严格的评估研
究进行的分析发现，校餐项目对许多国家的入

学率的积极影响从6到26个百分点不等，对女
孩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12项评估研究是对
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智利、牙买加、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秘鲁、菲律宾和乌干达的校

餐和实得口粮项目进行的评估研究。对学校发

展的影响是喜忧参半的。孟加拉国的实得口粮

项目减少了9%的辍学率，乌干达的校餐项目
使得男孩复读率减少了20个百分点。但是智利
的校餐项目和乌干达的实得口粮项目对学校发

展的任何指标都没有产生影响（Behrman et 
al.，2013）。

现金转移项目

面向弱势家庭的现金转移项目，在拉丁

美洲率先实行，经过对项目影响力的广泛分

析，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得

到推广（Barrientos et al.，2010；Garcia and 
Moore，2012），并且覆盖了大量的中等收入国
家。巴西（家庭补助金项目，Bolsa Familia）、
哥伦比亚（家庭在行动项目，Famil ias en 
Acción）、墨西哥（机会项目，Oportunida-

des）的旗舰项目现在已经涉及超过50%的贫困
家庭（Stampini and Tornarolli，2012）。菲律宾
于2008年开始试点项目，之后迅速扩展，至2012
年5月已涉及300万家庭，相当于60%以上的最
贫困家庭（Chaudhuryetal.，2013； Fernandez 
and Olfindo，2011）。现金转移项目在低收入
国家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规模，考虑到区域多样

性、较少的资源和独特的挑战，如食品不安全和

艾滋病病毒，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Garcia 
and Moore，2012）。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1个
国家在2010年设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无条件现金
转移项目，到2013年国家数几乎翻倍，达到37
个国家（Garciaand Moore，2012；Gentilini et 
al.，2014）。然而，在很多低收入国家，现金
转移项目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展。

现金转移促进了初等教育普及
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

大部分现金转移项目对入学、出勤和辍

学情况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项目针对的是

具有特殊劣势的儿童，如极度贫困、处于偏

远地区、种姓或性别劣势、属于原住民群体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2011b）。
尼加拉瓜一项短期的社会安全网项目（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2000—2006）包括两个现金
转移项目，它们都对初等教育产生了特别重要

的影响。影响评估显示，这一项目目标明确，

对极度贫困家庭的入学和出勤情况都产生了最

大化的影响（Maluccio and Flores，2005）。
在墨西哥，机会项目的影响对那些最不可能

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来说最大（Behrman et 
al.，2005）。

但是，现金转移并不是总能改善弱势群体

的教育结果，这可能是由于执行过程的失败。

一项对印度尼西亚家庭希望项目（Program 
Keluarga Harapan）的评估发现，这一项目
并没有使得更多儿童进入教育体系或将他们留

在小学，主要是由于按季度的现金转移可能

太过有限，而且发放太晚以至于不能减少父

母支出，这些都导致项目缺乏影响力（World 
Bank，2012b）。



90

第 1部分

第2章

低收入国家
很少关注现
金转移项目
的扩展

国家的支持对成功来说至为关键

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先创的

经验，因此现金转移运动被框定为一次“来自南

半球的发展变革”（Hanlon et al.，2012）。重
要的是，这些措施给予了政客机会，让他们急

切地推出这些可能会涉及穷人的项目。墨西哥

的“进步项目”是机会项目的前驱，由于关注健

康和教育，采用基于条件的方法，引入有影响力

的发展合作伙伴而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Coady 
and Parker，2004；Fiszbein et al.，2009）。
尽管政府发生了变化，但现金转移项目在最初

开展的1997—1999年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这
一项目得以持续（Levy and Rodriguez，2005； 
Lustig，2011）。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府，
这些项目都能使它们获得政治支持。巴西和

墨西哥的选民并不考虑党派关系，为支持现

金转移的在位者鼓动了大量的支持者（De La 
O，2012；Zucco，2013）。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出现在全球政策

中，是由于发展合作伙伴如世界银行等的影响

力（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2011c）。对
低收入国家如肯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的经

验分析揭示出，这些项目仍然被看作是以捐赠

为主，而不是一种国内政策。虽然政府接受

了外部资金来试点现金转移项目，表达了对

可持续性的渴望，但是它们希望能够限制对

现金转移的依赖性，且很少关注项目的扩展

（McCord，2009）。假如工薪阶层把另外一
个阶层获得现金转移看作是不公平的，那么

捐赠也可能引起人们对增加社会分歧的担忧

（Ellis，2012）。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尼加拉瓜
的社会安全网项目，虽然它的影响力赢得了全

球赞誉，但是却因为缺少广泛的国家支持而不

能持续下去（Moore，2009）。

有条件的方法会更有效

关于现金转移是否应该对某些行为如入学

或出勤情况设置条件，或者说是否应该提供无

条件的转移，展开了一场争论。设置条件的关

键理由是要向家庭传达有关现金转移的价值：

教育是重要的，而且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假如

这些项目针对更好的行为设置条件，且目标定

位为改善下一代的生存机会，则可能更容易寻

求到政治支持（Fiszbein et al.，2009）。另
一方面，其他人认为，对家庭来说，贫穷是其接

受教育的主要约束。即使没有条件限制，家长

也会将其他额外的现金用于教育方面（Hanlon 
et al.，2012）。对于低收入国家，制约条件
可能需要花费高昂代价去监测，也可能会导致

最需要现金转移的人被排除在外（Garcia and 
Moore，2012）。

证据表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CTs），
即取决于出勤情况的现金转移比无条件的现金

转移（UCTs）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大。对25
项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有条件的现金转

移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都能改善入学情况，但

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使儿童入学的可能性增

加了41%，无条件的现金转移使之增加了23%
（Baird et al.，2013）。

但是，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并不总是表现

得较差，它也可能会带来特殊的益处。在摩洛

哥近期的一个现金转移试点项目中，没有发现

附加条件造成学生参与情况的差异（Baird et 
al.，2013；Benhassine et al.，2013）。在赞
比亚，一项无条件的现金拨款项目对教育的一

系列指标都产生了适度的影响，并且该项目鼓

励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将孩子送入学校

（Handa et al.，2014）。对马拉维的有条件
的现金转移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进行直接对比

后发现，由于辍学女孩会失去有条件的现金转

移支付而更倾向于结婚，因此虽然有条件的现

金转移在改善出勤和入学情况方面比无条件的

现金转移更有成效，但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在

阻止青少年怀孕和早婚方面更有效（Baird et 
al.，2011）。

项目应该在触及受益人方面更加有效

目标确定的有效性要求识别出潜在的受益

人，并且找到使他们受益的最佳方法。用于确

定目标的标准包括支付能力调查、地理位置和

来自社区领导者的评估。在某些情况下，目标

也可以是自我选择的。有些项目的目标比其他

项目确定得更好，通常这些目标具备更好的基

础设施和管理、改善项目的能力，以及更好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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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需求量获得成功的一些方法

菲律宾的现金
转移项目使用
了一套复杂的
方法来确定目
标区域和家庭

统来核实家庭收入（Baird et al.，2011；Garcia-
Jaramillo and Maranti，2015）。

一般而言，定向的项目通常不能触及所有

的目标人群。一些大规模的重要项目，如巴西

的家庭补助金项目、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项

目、印度尼西亚的家庭希望项目、南非的儿童

支持补助项目（Child Support Grant），都被证
实其将大部分符合资格的人排除在外（Garcia-
Jaramillo and Maranti，2015）。最近的评估
表明，在巴西只有55%的日收入在2.5美元以下
的家庭参与到了家庭补助金项目中（Stampini 
and Tomarolli，2012）。

需求方项目虽然受欢迎，但可能
是不划算的

分析表明，现金转移和校餐项目对于改

善受教育程度来说并不是十分划算的干预措

施。阿卜杜勒 ·拉蒂夫 ·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
室（J-PAL）的成本效益分析1对项目进行对

比后发现，为家庭提供除寄生虫的药物和通

过教育改善收入的信息是增加学校参与率的

最划算的方式，而墨西哥的机会项目是最不

划算的（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2014）。就校餐项目而言，运输、储藏
和提供食物的人均成本估计赶得上小学的单位

成本（Bundy et al.，2009）。但是，这些发
现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这些项目

具有成本效益以外的目的，且可与其他干预措

施进行比较的数据也十分有限。例如，有条件

的现金转移对受教育机会来说，可能不像驱虫

那样划算，但是却具有多重益处，会对贫困、

教育、健康和未来成果产生影响。校餐项目由

于能提供长期、多重的益处也得以推广。实

得口粮项目为贫困家庭提供了经济上的益处

（WFP，2013）。

有证据表明，那些提供了更大额度的转

移和对供给方面加以充分改善的项目，其成

本效益可能更高一些。尼加拉瓜在入学方面

取得的主要进展与其在拉丁美洲实施的最大

规模的现金转移相关，占到了家庭年总支出

的17%（Fiszbein et al.，2009；Maluccio and 
Flores，2005）。这些证据表明，使成本效益最
大化可能需要设计更多相关的社会救助项目，

而不是使成本降至最低，这是资源受限的环

境里常出现的一个错误关注点（Maluccio and 
Flores，2005；Saavedra and Garica，2013）。

是否扩展需求方项目需要进行更
广泛的分析

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现金转移和校

餐项目来改善教育质量？最近关于这些项目

是否能改善学习效果的证据是形形色色的

（Alderman and Bundy，2012；Behrman et 
al.，2011；Bundy et al.，2009；Fiszbein et 
al.，2009；Krishnaratne et al.，2013）。这
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大多数被评估过的项

目最初在改善完成率和学习效果方面都没有具

体的目标。有关成本效益低、设定目标和条件

存在困难的调查结果，需要结合批判性分析来

看待。批判性分析是指，将实施有条件的现金

转移和校餐项目所需的机会成本与教育部门其

他的关键改革所需机会成本进行比较所做出的

分析（Reimers et al.，2006）。

为了使现金转移支付和校餐项目扩大规

模，必须对其进行简化，包括限制条件的数量

和限制目标的特殊性。在中等收入国家，现金

转移项目的条件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经常出

现违约现象。菲律宾家庭桥梁构建（Pantawid 
Pamilyang）项目提供的现金转移对卫生和教育
规格有要求，并且使用了一套复杂的方法来确定

目标区域和家庭（Chaudhury et al.，2013）。但
是，这些条件在很多国家都很难执行，包括厄瓜

多尔（人力开发保证金项目，Bono de Desarrollo 
H u m a n o）和南非（儿童支持补助项目）
（Garcia-Jaramillo and Maranti，2015；Schady 
and Araujo，2008）。考虑到即使是中等收入国
家在有效地确定目标和约束条件方面也存在困

难，对于能力有限的低收入国家来说，这样做

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1. J-PAL对成本效益是根据每花费100美元增加的受教育年限来计算的
（Dhaliwal et al.,2011）。对这些干预措施的比较，是J-PAL较为独有的
研究，包括家长信息、驱虫、校服、优秀学生奖学金、对教师出勤的监
测、计算机辅助学习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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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莫 桑 比
克，1992—
2010年中小
学数量翻了
三倍

供给方的干预增加了小
学入学机会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通常是继教师薪水之

后最大的教育开支。自2000年以来，学校和教
室的建设已经被列为优先级，因为实施免除费

用和其他需求方激励措施后导致了入学率的增

长。健康干预措施也有所增加，并且可能会对

教育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如

果没有需求方措施做补充，且没有质量方面的

改善，那么越来越多的供给也不会带来入学人

数的大幅增长（Filmer，2007；Glewwe and 
Kremer，2006）。然而，新证据表明，基础
设施工程如学校和道路建设对受教育机会相

关指标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Petrosino et 
al.，2012）。最后，一些非政府机构如私立学
校、社会和非正规学校正在与公立学校一起提

供越来越多的教育机会。 

学校和教室建设

对学校建设的重视是可以预见的：学校建

筑的可用性通常被认为是保障儿童入学的第一

步。在莫桑比克，1992—2010年中小学数量翻
了三倍（Fox et al.，2012; UNICEF，n.d.），
同时新学校和新教室的建设还在继续（Nau-
deau，2014）。在努力免除使用者费用的同
时，学校建设使得莫桑比克大幅减少了从未

入学的学生数量，并且使净入学率增加了近

35个百分点。在摩洛哥，受教育机会的扩展
是因为《国家教育和培训章程》，其中声明

2000—2009年是“教育的十年”，要重点关
注质量的提高。对农村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进

行重大投资，使小学受教育机会取得了令人印

象深刻的进展，对农村地区的女孩来说也是如

此（World Bank，2005，2013），得到了持
续关注（Braham，2014）。在阿富汗，2007
年增加的以村庄为基础的社区学校，使试点

村庄的入学率增加了42个百分点（Burde and 
Linden，2012）。

基础设施和卫生部门的改善

许多国家在改善道路、电力和水利基建方

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社区这一层面，上

述因素都对入学机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第5
章中所描述的，便捷入学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对

那些需要做耗时的日常家务的女孩来说尤为重

要，可以增加她们的入学机会。女孩的入学机

会尤其容易受到距离的影响；在阿富汗，距学

校每远一英里，女孩入学率便下降19个百分点
（Burde and Linden，2012）。

进入学校的容易程度得到了巨大提升，

尤其是在农村中那些服务水平较低的区域。

在印度的农村地区，2003—2010年几乎所有
的学校条件和基础设施都得到了重大改善。

通电的学校超过了过去的两倍，所占百分比

从20%增加至45%。可用的铺设好的道路也
有所增加，2010年78%的学校拥有1 000米
铺设好的道路，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为69%
（Muralidharan et al.，2014）。电气化的改善
增加了教育成果。在孟加拉国，通电的农村家

庭入学情况比未通电的家庭更好一些（Barkat 
etal.，2002）。在印度，电气化对女孩和男孩
的教育都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vande Walle 
et al.，2013）。同样地，对16个非洲国家
1971—2010年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耗电和
教育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证据表明，更高的

人均耗电量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南非的小

学入学情况产生了积极影响（Ben Abdelkarim et 
al.，2014）。有效的水利基础设施也会改善入学
情况。在也门和巴基斯坦，打水时间减少一小时

可以使女孩的入学率分别增加8%—9%和18%—
19%（Koolwal and van de Walle，2010）。类似
地，在巴西的城市，在家能够使用管道直饮

水与更高的测验成绩之间有一定联系（Barde 
and Walkiewicz，2014）。

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资助了大规模的疟疾根除项目，
使大多数国家的小学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并

且降低了入学年龄。一项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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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供给方的干预增加了小学入学机会

在印度和巴基
斯坦，女孩更
可能进入公立
学校，而男孩
则可能被送入
私立学校

22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其中14个国家的初等教
育大幅改善是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的疟疾干预措

施。这一研究赞成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那些疟

疾最为流行且教育质量最低的区域，以保证对卫

生的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Kuecken et 
al.，2013）。

私立的和其他非政府机构已经成
为重要的教育供给方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使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对私立学校2的

定义，提供了有关教育中私立部门的相关统

计数据。但是，世界各地对私立、公立和非

政府类学校的定义各有不同，关于营利、非

营利、管理和财务方面的分类并不能完全概

括出大部分教育系统的特性。在对比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时，尤为缺乏对非公

立学校类型的清晰界定。由于缺乏清晰一致

的定义，社区学校、非正规学校和其他非政

府类学校之间的界定也十分模糊（Aga Khan 
Foundation Team，2008；Miller-Grandvaux 
and Yoder，2002）。因此，缺乏系统数据来监
测和评估这些不同类型学校的全球趋势。

私营部门的增长是由于供给不足
和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过去20年中，私立学校在教育中的角色越
来越重要。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2010—2011
学年，私立学校数量占到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

中的70%之多（Härmä，2011）。南非的私营部
门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约有三分之一的6—18
岁青少年儿童进入了私立学校（Dahal and 
Nguyen，2014）。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估
计，在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中欧、东欧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私立学校入学人数

在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中所占比例至少增长了

一倍（图2.7）。同时，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的可得数据也表明，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

和中低收入国家，私立学校入学人数在初等

教育入学人数中所占比例不足20%，但是由于
官方统计的私立学校不全，这一数据可能被低

估了（Dahal and Nguyen，2014；Tooley and 
Dixon，2005）。

私营部门角色扩张的原因和带来的益处

对整个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私

立学校是否通过改善供给和质量而成为公立

教育的补充？或者与此相反，私立学校是否

通过吸引来自更为富裕和更有上进心的家庭

的儿童，而造成持续的不公平？若不是私立

学校，这些家庭的儿童可能本来要留在公立

系统（Chubb and Moe，1990；Hsieh and 
Urquiola，2006；Nechyba，2009）。

私立学校可能至少在两个方面辅助学校供

给。首先，公共部门提供的学校、教室和教师

未能与人口增长并驾齐驱，私立学校可能弥补

了这一缺陷，为主流人群提供教育。其次，在

公立学校不能为弱势群体如贫民窟儿童提供受

教育机会的地方，低收费的私立学校便能进入

这一市场。

在很多情况下，家长的喜好增加了对私立

学校的需求。这可能是由于家长对高质量和靠近

家庭的需求，另外还有对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潜在

追求（Joshi，2014；Schneider et al.，2006）。
家长对私立学校的需求也反映出择校时家庭中

的性别差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女孩更可能

进入公立学校，而男孩则可能被送入私立学校，

性别不平等仍在继续（Aslam，2009；Azam and 
Kingdon，2013；Maitra et al.，2011）。

社区学校、非正规学校和宗教学
校可能提供更加相关的、灵活的
教育以满足特殊需求

一些不同类型的学校被贴上了“社区学

校”的标签：那些最初由社区创办并资助的

学校，如乍得的écoles spontanées（Hillman 
and Jenkner，2004）；那些位于社区内，由

2.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将私立学校定义为，不管营利与否，由私营机
构如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基金会和工商企业控制管
理，而不是由政府当局举办的学校。



94

第 1部分

第2章

在孟加拉国，
前孟加拉国农
村进步委员会
（BRAC）管
理着数以千计
的 非 正 规 学
校，女孩初等
教育入学率的
增加也归功于
此

地方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边合作伙伴资助、

运行的学校；那些由教育政策强调的，通过诸如

以学校为基础的管理改革来加强社区权威的学

校（Barrera-Osorio et al.，2009）。社区学校与
政府举办的学校相比，更加符合地方需要，更

加地合适、划算和以学生为中心（DeStefano 
et al.，2007；Glassman et al.，2007）。
很多社区学校在政府无暇顾及的区域提供了

学校教育，比如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

家，包括加纳、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

（Glassman et al.，2007）。

非正规教育中心在正规系统之外提供

了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它们提供了灵活的

速成学习项目，这些项目为学生进入正规

系统提供了桥梁，或是满足了那些错过学

校教育的幼儿的需要（Mwalimu，2010）。
如过去几份《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所

指出的，非正规教育在孟加拉国尤为重要

（UNESCO，2010a，2011b，2012，2014a），
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BRAC）管理着数
以千计的非正规学校，女孩初等教育入学率的

增加也归功于此（Sukontamarn，2005）。非正
规教育的成功也促使政府决策增加非正规模式

的学习中心，以此来触及失学儿童（Dang et 
al.，2011）。

对很多家长来说，宗教学校填补了一个

空白。在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巴

基斯坦，伊斯兰学校叫作“madrasas”，在
为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方

面长期以来发挥着重要作用。超过40 000所
宗教学校教育着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近

90%的学校由基金会建立，并按照私立学校模
式来运营（Hafidz，2014）。宗教学校按照政
府和传统的课程体系，为儿童提供正规教育。

这类学校数量稳步增加，尤其是在孟加拉国

（Bano，2010）。耶稣会网络Fe y Alegrí，管
理着拉丁美洲大部分宗教学校，它们的资助来

源于政府和国际机构。据最近估计，它们服务

了17个国家超过100万的儿童，有助于入学率
的提高（Osorio and Wodon，2014）。

触及边缘化群体对普及
初等教育十分重要

《达喀尔行动纲领》规定：“要将具有特

殊需要的儿童，来自弱势的少数民族和迁移人

口的儿童，来自遥远偏僻地区的儿童，来自城

市贫民窟的儿童，以及其他无法接受教育的儿

童，作为实现2015年普及初等教育目标战略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贫穷也许是受教育机会的最大约束。对比

2000年和2010年最贫困的五分之一的儿童和次
贫困的五分之一的儿童小学完成率的变化，显

示出基于贫困的边缘化的持久性（图2.8）：
在数据可得的52个国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的国家，也就是15个国家，在减少两个最贫困
的五分之一的儿童群体之间差距方面得到了改

善。例如，在一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柬埔

寨，最贫困的儿童群体得到的改善比次贫困的

五分之一的儿童群体要少很多。

在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巴西、哥

伦比亚、尼加拉瓜、苏里南）和越南，相比来

自不太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儿

童得到了最多的实质性改善。两个可能的解释

是：在拉丁美洲，社会保障项目和课程体系改

革可能已经触及一些最贫困的地区，而来自次

贫困地区的五分之一的儿童在2000年就已经达
到较高的完成率。同样地，越南的成功也要归

功于旨在改善教育质量的影响深远的改革，例

如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幼儿教育。相比之下，
看到尼日利亚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地区的有限改

善并不足为奇，因为整个国家在教育方面取得

的进展都很有限。

除了贫穷之外，摆在教育面前的门槛还包

括儿童的性别、种姓、民族和语言背景、种族、

残疾、地理位置和生计。边缘化的儿童通常处于

互相强化的多重不利环境中，导致特定群体面临

严重的教育不足（UNESCO，2010a）。由于没
有政治声音来推动国家行动，这些群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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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在很多国家中，进入私立学校的儿童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1999年和2012年私立学校入学人数占初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比例，按照变化方向和国家收入组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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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完成率方面取得的进展要小于来自略微富裕家庭的儿童 
2000年左右和2010年来自两个最贫困的五分之一阶层的儿童在初等教育完成率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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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危 地 马
拉，讲凯克
奇语的儿童
与非原住民
儿童之间的
差距大幅缩
小

进展通常要更慢一些。

自全民教育运动开展以来，面向弱势群体

的立法和政策取得了一定进展，使小学参与度

有所提高。对边缘化群体来说，在教育方面仍

然有很多关键性的阻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缓

慢的进展速度反映出对弱势群体根深蒂固的社

会排斥。

少数族裔和少数语言群体

基于种族或在家使用的语言的歧视在很多

国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国家由不同

的民族构成，且经历了移民现象（UNESCO， 
2010a）。多国分析发现，对比讲主导语言的
精英或主流群体与讲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或弱

势的原住民群体，他们在入学和完成情况方面

差距悬殊（Smits et al.，2009）。正如之前的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经常提到的，一

些少数民族，如危地马拉讲凯克奇语的群体、

尼日利亚讲豪萨语的群体和土耳其讲库尔德语

的群体，可能在经济上和教育上的发展都是极

为不足的（UNESCO，2010a，2014c）。

教育发展的趋势在这些群体中也各有不

同，危地马拉和尼日利亚就是两个相反的例

子。2003—2013年，尼日利亚在种族和性别方
面仍然存在极度不平等现象；而2000—2011
年，危地马拉却大幅缩小了讲凯克奇语的儿童

与非原住民儿童之间的差距（图2.9）。在危地
马拉，实施的改革包括2003年的《国家语言法
案》，要求尊重原住民语言，并设立了双语跨

文化教育部副部长。同样在2003年，危地马拉
设立了双语教师培训学院和小学层面的双语教

育。在最初教育完成率较低和许多原住民不会

讲主导语言的情况下，上述措施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Lopez，2010）。

一场蓬勃发展的运动降低了在家使用的

语言和在学校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不匹配程度，

这都要归功于母语和双语教学。这种教学有

助于保护文化，使家长能够参与到教育环境

之中，并且可以增加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机会

（Lopez，2010;Smits et al.，2009）。但是，
如第6章所示，通过双语或其他基于语言政策
成立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质量仍然存在严重

的问题。

虽然拉丁美洲在跨文化教育和双语教

育方面具有长期的传统，但是自1990年代以
来，国际援助所支持的这类项目仍有显著增长

（Ferrão Candau，2010）。这类项目所发挥的
一个重要作用便是通过减少语言障碍来增加语言

少数群体的存在感，这样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教育

权利，增加政治参与（Lopez，2010）。

在欧洲，有关母语教学的政策之间存在

非常大的差异，这也许意味着对移民群体或原

住民群体的接受程度不同。瑞典的《2010年语
言法案》规定，假如一个自治市中有至少5名
学生所用的语言不是瑞典语，那么这些学生有

权利要求母语教学。在荷兰，非荷兰语背景的

儿童可以在一至四年级的所有科目接受非荷兰

语的教育，目的是促进他们的学习。在芬兰，

法律特别强调要维持学生的文化和语言特性，

并且允许他们在中等教育之前接受母语（芬兰

语或瑞典语）教学（Bartlett，2015;UNESCO-
IBE，2011a，2011b）。

在欧洲，罗姆人作为拥有1 000万—1 200
万人口的多样化群体，经历着严重的社会排斥

现象。虽然欧盟成员国的小学都是强制性的，

但是罗姆人的小学完成率却非常低。2011年
一项针对超过11个国家中的2万名罗姆人的调
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15岁儿童中至少有
10%的人没有进入小学低年级。失学比例在希
腊最高，有超过35%的罗姆儿童未能进入学校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and UND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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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就弱势族裔群体的初等教育完成情况来看，危地马拉比尼日利亚更为成功 
2003—2013年尼日利亚和2000—2011年危地马拉的初等教育完成率，按性别和种族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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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分析（2015），依据尼日利亚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危地马拉全国生活条件调查数据。

2 0 1 2年，低
收 入 国 家 有
23%的儿童在
工作，而中高
收入国家这一
比例为6%

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并没有完

全成功。罗姆马人长期以来都被其他人群

所隔离，在特殊需要学校和补习教育中占

比偏高，承受着较高的辍学率（Council of 
Europe，2011;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and UNDP，2012）。作
为回应，在2005年发起了多国跨机构的“罗姆
人十年”融合倡议。保加利亚通过扩大服务范

围、课外活动和财政支持来促进入学率和维持

率的提升（Themelis and Foster，2013）。然
而，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歧视仍在继续，并且

由于缺少有关人口和排斥情况的数据，所付出

的努力备受阻滞。

童工

正如第3章中所详细描述的，童工影响着
受教育程度和教育成果。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立

法的执行可以减少童工，进而改善教育成果，

减少贫困。致力于减少童工的立法在全球范

围内取得重大进展，有167个国家已经批准了

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
约》，还有179个国家批准了1999年国际劳工
组织《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劳动公约》。雇佣童工的趋势表明，劳动力市

场中5—11岁的儿童在2012年下降至7 300万
人，与2000年相比，降幅达到6 600万。并不
奇怪的是，在比较贫困的国家，雇佣童工率

仍然是最高的：2012年，低收入国家有23%的
儿童在工作，而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6%
（ILO，2013b）。

对住户调查的分析确认了一些发展中国

家雇佣童工的情况在减少，布隆迪、厄瓜多

尔、危地马拉、马拉维、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多哥和越南过去十年中7—11岁童工人数
都在下降（图2.10）。塞拉利昂尤为成功：被
专门雇佣的童工所占百分比从2000的39.2%下
降至2010年的7.9%。有些时候，被专门雇佣的
童工所占百分比的下降可能意味着边工作边上

学的儿童人数的增加，布隆迪的情况即是如此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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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现在只有极少数儿童需要专门工作，但是很多儿童仍需继续边工作边上学 
2000年左右和2010年部分国家上学和受雇工作的7—11岁儿童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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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人群仍
然是世界上
教育最匮乏
的群体

尽管工作和上学相结合的状态与完全不

能上学的状况相比改善了很多，但是仍然会破

坏教育成果。平均年级年龄数据显示，依据年

级保留情况，几乎所有国家的13岁儿童中，
边工作边上学的儿童都要落后于没有工作的同

龄人，这可能是由于成绩较差导致复读、较高

的晚入学率和较高的缺勤率（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k，2015）。

同时承担有偿工作和家庭杂务，使得儿

童处于双重不利境地，并且面临较高的复读和

辍学风险。童工现象的性别维度也十分需要重

视：女孩承担了大部分的日常家务琐事，如

家庭劳动力和看护工作，这些家务占据了女

孩相当多的时间，也会干扰其上学（Lyon et 
al.，2013）。

游牧社区

1990年代后期左右，游牧社区通常都会
被全国人口普查漏掉，也会被教育规划忽视

（Carr-Hill，2012；Dyer，2015）。游牧儿童不
仅入学困难，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与正

规教育高度相关或兼容（Krätli，2011；Ruto et 
al.，2009）。这导致了过去十年中游牧社区对
教育的低需求和较差的保留率。直到最近才有

游牧居民开始意识到，教育是脱贫和扩大生计

的一种方式，甚至也可以作为游牧社区知识的

一种补充。目前，游牧人群仍然是世界上教育

最匮乏的群体。在东非一些国家，尽管其游牧

群体至少占到人口总数的20%，但是对游牧儿童
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教育需求的投资仍然极为有限

（Dy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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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孤儿
接受教育要
面临一些特
殊的障碍，
包括照顾生
病亲人的责
任、耻辱感
和频繁的迁
徙

自2000年以来，这些问题在拥有大量游牧
人口的国家变得更加突出。一些国际机构和政

府，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通过工作
坊和由英联邦支持的论坛，向游牧儿童提供灵

活的学习框架，使他们能够选择何时、何地以及

怎样学习（Dyer，2015）。埃塞俄比亚、尼日
利亚、苏丹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推出了游牧

群体专门教育计划。肯尼亚面向干旱和半干旱

地区的游牧群体的举措，虽然资金不足，但仍

然是针对游牧社区最成熟的举措之一。

但是政策措施并没有增加游牧群体的入

学率。肯尼亚于2003年免除了学费，但在推动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游牧群体入学方面基本失败

了。人头补贴以固定学校作为参照点，在吸引

流动学生方面并没有用（Dyer，2015）。开放
和远程学习对游牧群体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效

模式，然而，对于探索和扩大这一模式的承诺

却十分有限（Dyer，2015）。可供选择的基础教
育包被认为能够更好地为移动社区服务，因为它

们提供了灵活的课程体系和对社区价值观的尊重

（Carr-Hill and Peart，2006；Dyer，2015），对
那些流动方式更可预测的人口最有帮助。例如，

在印度，季节性工人比牧民更容易被覆盖到

（Dyer，2014）。

游牧群体的脆弱性逐渐增加，因为很多因

素都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自然灾害、干旱和冲

突已经降低了牧民群体的适应性，并且迫使他

们在诸如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中流离失所。如上

所述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可能迫使

他们在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区安顿下来，他们想

要融入常规学校的需求也更加紧迫（Schrepfer 
and Caterina，2014）。在印度，由于农业和
工业的扩张，流动牧民正在快速失去他们的土

地（Dyer，2015）。

受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在2000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病
毒和艾滋病的潜在传播可能是对教育系统和

生计造成的可见的最大挑战（见第3章中的深
入讨论）。2020年之前，由艾滋病造成的孤
儿或弱势儿童数量预计会略微下降至1 500万
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UNICEF，2013h）。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儿童尤
其可能会辍学（Case et al.，2004）。虽然近期一
项定量分析揭示出，孤儿入学率基本与非孤儿持

平（Smiley et al.，2012；UNICEF，2013h），但
是定性研究也指出，孤儿接受教育要面临一些

特殊的障碍，包括照顾生病亲人的责任、耻辱感

和频繁的迁徙（Goldberg and Short，2012；van 
Blerk and Ansell，2006）。在南非的德班，教
师和来自学校的其他支持都有助于儿童留在学校

（Unterhalter et al.，2008）。一些对照顾艾滋
病人的儿童的情绪体验进行的研究指出，他们的

情感很抑郁，并且担心会影响他们上学（Casale 
et al.，2014；Cluver et al.，2011）。

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实施以来，与受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相关的财政、

政策和支持服务都有所增长，并且首先聚焦于

对他们的照料、治疗和社会福利，教育并没

有被列入优先级别（Fleming，2015；Global 
Fund，2014）。首个关注孤儿或受影响儿童的
受教育机会的政策大约出现在21世纪头十年的
中期。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西亚的许

多国家自此也为这类儿童增设了国家行动计划

（Fleming，2015）。

大量具体的策略已经被用于改善孤儿和受

影响儿童所受教育状况。为了留住学生，印度

的泰米尔纳德邦利用福利项目来减少孤儿、受

影响儿童和非孤儿之间的差距，如为家中失去

顶梁柱的儿童提供课本、校服、公交车票和财

政资助。在赞比亚，过去15年中，多部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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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更新以反映不断变化的需求、环境以及受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弱势儿童的人口统

计情况。社区学校也能为孤儿和受影响儿童提

供受教育机会（Fleming，2015）。

城市贫民窟的儿童

在举办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的2000年，大
多数国家的政府在为非正规的城市居住点和贫

民区提供教育及其他服务上感到很矛盾。自此

以后，贫民区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由于大量移

民来自农村，贫困的城市化程度也在加快。截

止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约有8.63亿或三分之一
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区（Kielland，2015）。

由于政府政策和规划的缺位，非政府组织

和私营部门在为贫民区提供教育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以及其他一

些国家的低收费私立学校在城市贫民区大幅增

多（框注2.1）。

在有关贫民区居民接受教育的困难方面，

在贫穷的城市居住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

体网络已经提升了意识，并且努力游说。“棚户

国际”（Shack/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
是一个存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和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33个国家中的基于社区组织的
网络，该网络帮助统计了贫民窟居民数量，并

描绘出地方发展的需求（Shack/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2014）。近期，一些政府加大了
对贫民区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关注。例如，孟加拉

国强调需要将贫民区教育纳入对农村儿童的长期

关注点中，并且需要讨论达卡贫民窟所面临的特

殊挑战（Vawda and Sarr，2013）。

贫民区儿童的教育问题包括：官方认为改

善此类居住点的条件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人口向

城市流入。在海地，在人们采取了一些临时行

动以使受地震影响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得以继续

留在学校后，农村地区似乎想要夺回政府及其

合作伙伴的关注（Kielland，2015）。另一个
挑战是许多临时居住点都是非法的，而且这类

居住点并未在政府教育规划中得到明确认可。

贫民区儿童可能缺少进入当地学校所必需的证

明文件，如出生证明或者居住证等。此外，极

端暴力和滥用药物也可能增加他们所面临的挑

战（Kielland，2015）。

残疾儿童

残疾儿童的边缘化程度更高，且残疾

情况也很常见。OECD指出，近五分之一的
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可能都有特殊的教育需求

（OECD，1999）。残疾儿童的不利处境通常会
被社会地位、性别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放大。虽

然数据很有限，但是最近对残疾发生率的全球

估算显示，约有9 300万至1.5亿儿童身有残疾

框注2.1：贫民区的私立学校

城市贫民区的私立学校的典型特点是费用

低，得不到政府资助，且可能不会进入官方数

据。它们通常经费不足，很难从家长那里筹措到

经费，并且缺少资源来满足昂贵的管理要求。

从贫民区搜集的大量数据发现，在印度的

海德拉巴仅有35%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入
了政府举办的学校，而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只有25%来自贫民区的儿童进入了政府举办的
学校。在肯尼亚，最近的数据显示，贫民区最

贫困的学生中有40%以上进入了私立学校，在
2003年免除使用者费用后这一数据出现平稳增
长。同样地，对拉各斯贫民区进行的一项研究

发现，那里只有3所公立学校且全部位于贫民
区边缘的同一栋建筑中，但是却有35所私立学
校，其中仅有4所得到了政府批准。

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许多大规模的贫民区

中，最近的公立学校都位于这些区域的边缘地

带。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缺少政府提供的稳定的

学校，迫使家长选择了私立学校。与更宽泛的

有关非政府供给的争论一致，其他专家认为低

成本的私立学校是人们所需的，因为这些学校

地理位置便利，班级规模更小，所雇佣的教师

更加了解贫民区学生的需求，可能会产生更好

的学习成果。

资料来源：Adelabu and Rose(2004)，Dixon et al.(2013)， Härmä 

(2011)， Härmä and Adefisayo(2013)，Oketch et al.(2010)，Tooley 

and Dix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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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触及边缘化群体对普及初等教育十分重要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and World 
Bank，2011）。

残疾状况增加了被教育排斥的风险。在

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残疾状况与贫困高度

相关（Banks and Polack，2014； Mitra et 
al.，2013），甚至比社会经济地位、农村的
地理位置和性别更容易预测到个体的失学可能

（Filmer，2008）。患有残疾的女孩尤其容易
被边缘化。来自西非的最新研究发现，残疾女

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孤立、侮辱和歧视；经

历了失学和失去其他参与社区生活的机会；

尤其面临着被虐待的风险，包括性暴力的形式

（Coe，2013）。进入学校的残疾儿童更可能
在教室里受到排斥，继而辍学。综合来自51个
国家的分析发现，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的小学完

成率相差了10个百分点，而由于残疾人登记
不足，这一数据也可能被低估了（WHO and 
World Bank，2011）。

近期一项对30个国家中实施的“规划国
际”（Plan International）资助项目进行的分析
确认了早前的发现。研究发现，过去几年中，

残疾儿童不太可能进入学校，累计在校时间也

更少，更可能患上重大疾病。有听力或视力缺

陷的儿童与有学习或交流缺陷的儿童相比能够

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Kuper et al.，2014）。

来自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各种障

碍限制了残疾儿童进入学校的机会（Banks 
and Polack，2014；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4c；WHO and World Bank， 
2011）。这些障碍包括：缺乏对残疾形式和
残疾儿童需要的了解；缺乏足够的资源来适应

多样化需求，如缺乏教师培训和物质设施；对

残疾和差异的歧视态度；构建政策的数据匮乏

（WHO and World Bank，2011）。
 

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实施后，在
提高可见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际宣言如《萨拉曼卡宣言》（UNESCO， 
1994）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都推
动和倡导了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政策出台。

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已经研制了全纳教育

模式（框注2.2），并将这种模式融入其教育项
目中（Booth and Ainscow，2002，1998），与
之相伴的更大目标是推动全纳社会。过去十年

中出现的一些备受瞩目的宣言，标志着一些地

区更加关注为残疾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的问题

（Sarr and Dube，2010；Schriner，2003； UN 

框注2.2：定义“全纳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全纳教育的构成方面并没有全球一致

的意见。广泛地说，它要求政府对所有儿童负

责，并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不管儿童有何种

需求。更有抱负的说法通常基于权利本位，即

目标是接纳所有学习者，欢迎多样化和反歧

视。这表示，在拥有充足支持的情况下，所有

的儿童，不管他们有何种不同需求，都应该能

够在当地社区的主流课堂上一起学习。

历史上，残疾已经能够通过各种医学模

式被人们了解，可以通过对缺陷的分类来定义

残疾，如盲、聋、哑，或者身体或精神上的障

碍。这种模式通常导致教育系统内的残疾儿童

被社会隔离，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同时通过将

残疾儿童纳入远离主流教育的单独的特殊需要

学校，进行身体隔离。特殊需要学校提供了受

教育机会，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负面态度和歧

视，因此不能被看作“全纳”。

过去十年中的教育决策被认为是从社会

维度越来越重视和理解残疾人，“因为人的

功能状态要与身体、文化和政策环境相互作

用”。这种社会模式投射在与残疾人相关的

教育方面，便意味着要将残疾儿童纳入主流教

育，而不是把他们隔离在孤立的学校中。但

是，这在实践中仍然很难实现，而且在许多国

家中，隔离趋势仍是一种主要实践。

资料来源：Grimes et al. (2015), UNESCO (2010a), WHO (2001), 

WHO and World Ban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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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2012）。

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是国际教育的主
要投资者之一，已经承诺优先投资与残疾人相

关的项目和研究，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PE）也
已承诺，将残疾作为教育规划中优先投资的领域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4c）。

一项持续进行且十分急需的重要措施是

改善残疾人的数据收集状况。只有21个国家
设有收集慢性病和残疾人数据的生活水平调

查（World Bank，2014d）。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的“十个问题”（Ten Questions）筛查，
设立于2005年，是有关低收入国家残疾问题
的可比数据大集合，仅提供了致残风险的指

标，而且可能过高估计了残疾儿童的实际人数

（UNESCO，2014c）。收集可比数据则更加复
杂，因为对残疾和什么是“正常”功能的文化

诠释存在差异。因此，正在进行的措施是改进

数据收集的定义、模块和处理过程，并且开发

出有关残疾人的国家级分类数据系统（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4c）。

采用不同策略提升包容性

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向对待残疾人的社

会模式和全纳教育过渡，尽管一些国家还是倾

向于隔离模式。在欧洲，虽然塞浦路斯、立陶

宛、马耳他、挪威和葡萄牙强烈支持全纳教

育，但德国和比利时仍然依赖于特殊教育这一

基础结构（WHO and World Bank，2011）。在
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混合政策，并且正

在逐步改善全纳实践。

有些国家提供了极好的模式。芬兰采用

整体方法来提升包容性。通过教育改革，接受

特殊教育的小学生人数从2000年已经较低的
2.0%下降至2009年的1.3%（Official Statistics 
of Finland，2009）。芬兰一项跨部门政策项目
VAMPO（2010—2015），以重大的结构变化

和措施为主要目标，旨在为满足残疾人需求改

善整体环境。在教育中进行的综合改革采用终

身学习视角，目标是改善学习材料的公平性和

可及性，提高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升学

率，进一步支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Finland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2012）。

越南已经通过逐步开发足够的资源和大规

模的项目致力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全纳教育，包

括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等措施。1990年代早期
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的试点项目，已经为全纳

教育提供了成本效益相对较好的教师培训和技

术支持。在越南，虽然残疾状况仍然与贫困和

较差的教育成果紧密相关（Mont and Cuong， 
2011），但是试点项目的成功有助于使决策者
看到与残疾人相关的全纳教育新的可能性，并

且促进了新法律和新政策的采纳（WHO and 
World Bank，2011）。然而，政策执行面临的
一个持久挑战是，缺少对全纳教育的清晰说明

和相关对策（框注2.3）。

在印度，有关《教育权利法案》和全民

教育的项目——教育激励计划（SSA），增加
了残疾人进入主流学校的机会。对于有特殊需

框注2.3：越南对“全纳教育”的说明 

对有关残疾儿童的教育条款实行社会模

式还是医学模式，越南政府并没有做出明确选

择。一方面，政府创设了有关全纳教育的一系

列综合政策和指导方针。在越南工作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实施了全纳教育计划，包括

教师培训、意识提升和使用权利本位的方式参

与社区生活。另一方面，各项政策和项目仍植

根于医学模式。因此，全纳教育、特殊教育和

半融合教育并存，而政策是相互矛盾的。越南

政府2010年的《残疾人法案》规定，全纳教育
应当成为残疾儿童的主要教育模式，而且这是

一项跨部门法令，支持全纳教育对于特殊学校

逐渐过渡为全纳教育资源中心的要求。然而，

政府2011—2020年的教育战略也承诺要加大投
资残疾儿童接受的特殊教育。

资料来源：Grimes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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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杂 的 紧 急 情 况 下 的 教 育 是 一 个 逐 渐 展 现 的 问 题

2013年，难民
和国内流离失
所者（IDPs）
人 数 增 长 至
5120万，这是
自二战以来的
最高值

要儿童入学人数的国家估算数字急剧上升，从

2002—2003学年的566 921人上升至2007—2008
学年的216万人，具有坡道的学校所占百分比从
2004年的1.5%增加至2012—2013学年的55%。
但是，大量残疾儿童仍然处于失学状态。据估

计，2012—2013学年，全国范围内几乎一半的有
精神残疾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但是，这些进步

代表了印度取得的巨大进展，也反映出对残疾儿

童越来越多的政治关注（Singal，2015）。

一些全纳政策已经在得到了国际支持，

尤其是英国国际开发部支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进行试点。在卢旺达，由创新教育基金

（Innovation for Education Fund）资助的两
个项目正在尝试制定全纳教育的标准和规范，

并且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增加了所有权以提升受

教育机会。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的一些教育项目提供了以需求为基础

的支持，如建立适合残疾儿童的学校，支持教

师培训，开发盲文课本，宣传全纳运动精神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4c）。

社区参与有助于减少社会壁垒

改善残疾儿童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是文化歧视，这会加剧残疾儿童不被登记的状

况，导致他们缺少接受教育和获得充实生活的

机会（Grimes et al.，2015； Singal，2015）。
在努力改善国家级数据收集状况的同时，还要

鼓励社区、家长和儿童自己参与进来，因为他

们更有可能提供可持续的、与地方状况相关的

解决办法，由此建立起全纳的社会模式。肯尼

亚的Oriang项目目的在于，通过对教师、家长
和更广泛的社区进行全纳原则培训来改变其思

维方式。在尼泊尔贾帕县的难民项目中，使用

了参与式方法来收集数据，如使用直观方法

听取残疾儿童的个人故事，事实证明这一方

法有助于残疾儿童融入学校（WHO and World 
Bank，2011）。

复杂的紧急情况下的教育
是一个逐渐展现的问题

如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复杂的紧急情

况是指生计被打断、生活受到威胁的状况，这

种状况是由战争、内乱危机、大规模群众运动所

导致的，在艰难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中都应当采取

一些应急响应（Wisner and Adams，2002）。复
杂的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成为一个逐渐展现的问

题，并且是最严重的一个。

2013年，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
人数增长至 5 1 2 0万，这是自二战以来的
最高值。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群中一半都是

儿童（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2014b；UNHCR，2013）。2012年，
估计全球大约有超过1.72亿人被冲突所影响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2013）。受冲突影响的各国，
其极端贫困人口占据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三

分之一，其儿童死亡数超过全球儿童死亡数

的二分之一（Nicolai，2015）。紧急情况加剧
了边缘化状况，因为贫困、社会排斥、冲突、

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综合

的脆弱性（Climate Change and African Political 
Stability，2013； Harries et al.，2013； UN 
Secretary-General，2013）。

重视或分析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所面临的

主要挑战是，缺少证据证明在国家层面上学

龄人口断层所带来的教育和经济代价（Nicolai 
et al.，2014）。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教育系
统会因此受到破化。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

家的儿童失学率从1999年的30%上升至2012年
的36%，尤其在阿拉伯国家、南亚和西亚地区
出现大幅增长。有关自然灾害的研究更加有

限，但是最新估计表明，每年可能有1.75亿儿
童受到自然灾害影响（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2）。数据的增长使得对
国内流离失所人群的教育关注有所增加并得到

认可。在尼日利亚，2013年第一次产生了有
关流离失所人群的数据，达到330万人，远远
超出了早期对这一问题的规模估计（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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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减弱了社会凝聚力，导致大量事

故如校园袭击、强奸和性暴力的发生，加深了已

经处于劣势地位群体的边缘化（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2014）。男孩
和女孩都面临着被强行征募的风险，有时是在

课堂上被征募走，然后变成前线士兵或间谍、

自杀式人肉炸弹或性奴（Coalition to Stop the 
Use of Child Sodiers，2008）。女孩在冲突环
境中还有其他弱势：2014年4月超过200名尼日
利亚在校女生被绑架，仅仅是因为她们在上学

（Abubakar，2014）；在阿富汗战争的高峰时
期，女校经常成为暴力袭击目标（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2014）。当前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面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

流散危机（框注2.4）。自然灾难也会导致公共
设施和资源的恶化，进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永久

流失，童工更加流行，以及卫生和就业机会的

倒退（Baez et al.，2010）。

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实施以来
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离开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还有
造反者。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学校，我们再
也不能去学校了。他们不喜欢一些女孩穿
着的方式。他们冲我们喊叫，说我们穿着
不当。他们破坏了学校的课桌，破坏了学
校的课本和我们的东西。学校本来应该是
我们学习的地方。

 ——西塔，尼日利亚学生 

1 9 9 0年代，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增加了
一倍多（Randal and German，2002），反
映出对内战、种族对抗和地区冲突如巴尔干

战争和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事件的日益重视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00）。尽管对人道主义危机的
关注有所增多，但对教育的重视十分有限

（Boothby，1992； Nicolai，2015）。联合国
难民署（UNHCR）于1990年代首次增设了一
系列的教育领域指导方针（Nicolai，20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紧急状况材料袋”

（Teacher Emergency Package）项目在1993年

首次用于摩加迪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1年
开始使用工具箱以提供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和消

遣材料，并且于1999年左右发起了“方便儿童空
间”计划（Sinclair，2001）。国际非政府组织如
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天主教救济会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基督教儿童基金
会［Christian Children’s Fund，现为儿童基金
国际（Child-Fund International）]、国际救援
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和救助儿童会开始在教育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Nicolai and Tripple-horn，2003）。

框注2.4：处于严重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
育：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叙利亚危机的长远影响是什么？有人认

为，危机将导致“迷茫的一代”，因为大部

分的叙利亚儿童缺少基础必需品而无法获得教

育。仅2013年，作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爆发
冲突的第三个年头，每天都有超过9 500人逃离
他们的家园。截至2013年12月，叙利亚480万学
龄儿童中，有220万在国内处于失学状态，有50
万流亡在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

其。叙利亚人权网络宣称，政府已经将上千所

学校变成了监禁和酷刑中心，还有大量学校已

经成为兵营。三分之二的流亡儿童处于失学状

态，而且这个群体现在的入学率比阿富汗的流

亡儿童更低，阿富汗有着更长的冲突历史和更

差的教育传统。流亡儿童的绝对人数正在压垮

邻国的教育体系。

叙利亚危机的跨国性质得到公认，且在每

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协调团队在工作。在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一个由救助儿童会组织的有关

教育的工作团队正聚焦于协调角色。叙利亚一

项地区应急预案考察了埃及、伊拉克、约旦、

黎巴嫩和土耳其的教育活动，举办了一场有关

教育和叙利亚难民的高级别地区性会议。活动

包括提供学校用具、修复学校和学习空间、举

办夏季学习项目。在至少16个营地里设立了方
便儿童空间。

然而，考虑到国家的能力和持续紧绷的局

势，满足多样化群体的教育需求仍然是一个关

键性挑战。尽管大多数富裕的国家做出了很多

承诺，但在过去四年中，人道主义援助来得十

分缓慢。教育投入方面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

资料来源: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 (2014), 
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2014),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2014a, 2014b, 2014c), Nicolai (2015), 
UNHCR (2014), Watki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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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复 杂 的 紧 急 情 况 下 的 教 育 是 一 个 逐 渐 展 现 的 问 题

建立紧急情况
下的教育的最
低标准是一项
关键进展

1990年代晚期，伴随着概念上的障碍，教
育在紧急情况下奋力开拓出一片领域。概念上

的障碍包括：如何定义紧急情况的持续时间，

非正规教育是否是可以接受的教育，以及紧

急情况下的教育本身是否属于人道主义领域，

因为它在紧急人道主义响应过程中落空了，紧

急人道主义响应并没有将教育和发展教育的工

作列为优先级。毫不奇怪，关键性的人道主义

机构在提供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方面能力有限

（Nicolai，2015）。

自2000年以来，危机和紧急情况下的教育
被整合为一个新的领域，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

坛上被公认为六个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并自此

得以发展（World Education Forum，2000）。
联合国和参加了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成立了有关紧急情况下的教育的跨机

构网络（Inter-Agency Network on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INEE），该网络已经逐步成
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超过170个国家中都有
组织和个人为其工作。

建立紧急情况下教育的最低标准是一项关

键进展，是超过2 250人和50个国家通过2003年
一年的努力所获得的进展（Anderson，2004；
Nicolai，2015）。这些标准已经在冲突和自
然灾害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大多数时候是

为紧急情况做准备，有时也用于倡议和协调

（INEE，2012）。全球报告如《攻击下的教
育》（Education Under Attack）系列报告和
2011年度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带来了
对这一领域及其面临挑战的广泛关注。如《全

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关于融资的一章所

示，取得的进一步进展是，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为一些脆弱的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承诺

（Nicolai，2015）。

新的聚类方法有助于整体响应

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取得的重大进展之

一便是，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采用了聚类方
法。这一方法能够确保做出整体响应，即能把

教育作为11个主要的人道主义行动部门之一。
其他部门包括健康、水利卫生和后勤等。这一

方法会分配一个领导机构，并且把人道主义组

织团队分派至各部门中。

在全球层面，教育聚类单元（Education 
Cluster Unit）和教育聚类工作小组（Educat-
ion Cluster Working Group）重视能力的巩
固，包括为紧急情况做准备、紧急情况响应和

恢复的能力。在国家层面，教育聚类已经被运

用于40多个国家中。国家层面的教育聚类应
用于人道主义危机的全过程，不论是短期危机

还是持续了多年的危机都适用。在写作本报

告时，20个国家级别的教育聚类正在发挥作
用。由于聚类方法适用于教育，因此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的分别引导下，这

一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

地的政策规划、宣传、项目设计和能力建设中

（Lattimer，2012； Nicolai，2015）。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1996年以来的冲突已
经导致超过500万人死亡（Nicolai，2015），多
达300万人无家可归（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2014b）。2006年，刚果民
主共和国成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教育聚类方法

的试点国家之一。聚类活动包括设立紧急教

室，发放教育用具，提供教师培训和速成学习

项目，以及开发一些降低风险计划。经过一年

的衔接课程学习，超过12.6万儿童能够在2013
年重新回到学校（Nicolai，2015）。

在海地，2010年的大规模地震导致超过22
万人死亡，230万人无家可归。同一年随之而来
的是霍乱疫情和飓风托马斯。海地约有80%的学
校被地震所破坏或损毁（Nicolai，2015）。接下
来的几个月中，聚类方法协调了100多个组织共
同工作。在应急响应第一年，近20万儿童从临时
学习空间中受益，超过50万儿童获得了基本学习
材料（Lattimer and Berther，2010）。

挑战仍然存在

尽管取得了很大进展，满足紧急情况下

的教育需求仍然面临持续的挑战。在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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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机构和
民间团体倡
导者并不能
抵消国家政
府机构的缺
位

冲突环境中，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

巴基斯坦，冲突的持续时间和烈度通过更广泛

的附带损害，以及被迫流离失所、国外投资减

少、卫生问题增多等间接影响，对受冲突影响

区域之外的地方也产生了严重影响（Jones and 
Naylor，2014）。

此外，“流离失所”和“紧急状况”何时

结束也并不明确。甚至在流离失所的人们回来

之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巴基斯坦，2009
年军事行动结束时，登记在册的国内流离失

所人群开始回到联邦管理的部落区，但是回

去的人群中有超过140万人仍然在为恢复生
计而挣扎，且严重缺乏受教育机会（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2014b）。
流离失所人群的临时性也导致了提供教育的复

杂化。2013年所监测的22个国家中，超过60%
的国内流离失所人群居住在难民营外。一些国

家中，流离失所的儿童比生活在难民营的儿童

进入学校的可能性更小，因为难民营提供了

免费教育（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2014b）。

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紧急情况

下，由于教育没有被当作当务之急，因此人道

主义援助预算中缺少对教育的资助仍然是一个

巨大的问题（见融资章）。   

结论

自2000年以来，各国和国际上对初等教
育做出的承诺使很多低收入国家取得了相当

大的进展。通过需求方和供给方措施取得的

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那些经历着经济危

机、自然灾害或冲突、人口增长等挑战的国

家更是如此。

普及初等教育所取得的进展显示出立法和

权力与此的相关性，即措施是否得到了政治支

持和社区支持，边缘化群体是否被认为值得接

受教育。非政府的教育提供方的增多，是达喀

尔世界教育论坛举办之时最不可能预测到的发

展，也揭示出这样一种情况，即边缘化群体缺

乏来自政府的足够关注，且这些提供者能够更好

地满足家长不同类型的需求，包括质量和层次方

面的需求。

政府和民间团体必须通过协商方式共同合

作，为更多人口推动初等教育普及化，增加社

区所有权，了解改善边缘化群体的教育及发展

成果能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的最大益处。

多边机构和民间团体倡导解决问题要全球化、

区域化和当地化，但并不能抵消政府机构的缺

位。全球机构给出的增加教育机会的建议可能

不会逐渐到达国家层面，也可能无法克服结构

性障碍，且无法满足特殊情境下的需求。

最后，提供教育机会必须同等地关注学习

和相关事宜，如第6章中对质量的详细讨论。
这将促进整个小学教育周期的进展，并有利于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对质量的关注也将确保

公立教育能够成为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流动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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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X 

Goal X: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Highlights

 ■ Despite a drop in child mortality rates of nearly 50%, 6.3 million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5 died from causes that are mostly preventable in 2013.

 ■ Progress in improving child nutrition has been considerable. Yet globally, 
1 in 4 children are still short for their age – a sign of chronic deficiency in 
essential nutrients.

 ■ In 2012, 184 million children were enrolled in pre-primary education 
worldwide, an increase of nearly two-thirds since 1999.

 ■ Governments have committed to exp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but private providers still account for one-third of all enrolled 
children worldwide.

 ■ By 2014, 40 countries had implemented compulsory pre-primary 
education. In several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is led to a steady 
improvement in the enrolment of pre-primary aged children.

 ■ The quality of childcare for very young children remains a serious issue. 
The knowledge, skills, status and pay fo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must 
be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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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由于不断增长的升学率和更高的续读率，自1999年以来，初中和高中的参与度有所提升。在阿富汗、中国、厄
瓜多尔、马里和摩洛哥，初中毛入学率至少增长了27个百分点。

 ■ 小学升初中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在菲律宾，最贫困家庭的小学毕业生中，只有69%继续读初中，而最富裕家庭的
学生中有94%升入初中。

 ■ 2000年时，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初中教育是非义务性质的，这些国家已经在2012年前改变了它们的立法，包括印
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 超过170万的流离失所儿童和年轻人无法接受教育。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重视流动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和成就，包
括制定有关语言、合法身份和财政方面的政策。

 ■ 在高收入国家，成人教育已经主要服务于完成了初中教育的人，而不是缺少基本技能的成人。

 ■ 当代社会要求公民具有技能以实现公民参与、健康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对“技能”的新标准和更广泛的定义将

会在2015年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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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111

定义技能 .......................................111

基础技能：中等教育参与度

有所提高 .......................................112

初中教育仍然存在不公平 .............115

可迁移技能：事关社会进步的

技能和价值观 ................................120

不再上学的青年和成人需要

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 ....................124

技术和职业技能：不断发展的

方式 ...............................................126

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四个

形成鲜明对比的案例 ....................128

许多国家出现了对硬技能和

软技能的直接测量方法 .................130

结论 ...............................................133

许多年轻人缺乏获得体面工作

所需的技能。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

构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参与社会的

基本技能。本章介绍了中等教育入

学机会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边缘

化群体所面临的障碍。本章还考查

了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技能和

价值观，并且号召为那些不再上学

的人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最

后，本章回顾了技术和职业技能方

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给出了成

人教育的案例。

在越南，除了正规课程以外，学生还要参加有关环境、健

康、和平的课外活动和研讨会。为儿童和成人提供在社会

中生存所需的技能，是实施21世纪教育发展目标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

范武论　 越南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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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技能

测量获得基础
技能的机会所
取得的进展，
一个最重要的
指标是中学入
学率

  目标 3    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确保通过公平参与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能计划，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
需要。

全民教育的第三个目标关注青年和成人，

不仅要通过学校中的正规教育触及这一群体，

还要通过学校以外的经验，如在职培训或人生

中的其他机会来关注这一群体。目标3的广泛
关注范围是以清晰度为代价的：它缺少明确的

可测量的目标，提到目标成果——生活技能，

可以产生多样化的理解。1虽然存在上述模棱

两可的问题，但是本章将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自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后，针对哪些类型的技

能的何种教育机会有所增加？边缘化群体的受

教育机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变化？在对生活技

能、影响技能培训机会的政策、围绕技能的论

述进行监测方面获得了哪些进展？本章讨论了

三种技能——基础技能、可迁移技能和职业技

能，以及生存技能以外的其他技能，还讨论了

技能对于其他成就的重要性。

测量获得基础技能的机会所取得的进展，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中学入学率。本章介绍了

增加中学入学机会的政策，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经

济的不平等。本章将特别关注两个处于不利地位

的边缘化群体，即工作的青少年和移民青年。

为了考查可迁移技能的获得情况，本章回

顾了健康知识方面的进展和价值观的变化。对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以及成人教育的
变化进行评估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全球层面

缺乏系统化信息。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发展情况

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来介绍。

最后，本章为2015年以后直接测量可迁移
技能的框架指出了新方向。

一些研究如经合组织 2 0 1 2年的“国
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P ro g r a m m 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PIAAC）和世界银行“有利

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Skills Tow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STEP）测量
了事关成年人生计、福祉和公民身份的认知技

能与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性。虽然尚不能进行直

接的技能评估，但是一些如“国际成年人能力

评价项目”和“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

能”的项目可以使对平等的技能获得的监测未

来在很多国家成为可能。

定义技能

什么是技能？许多语言都对先天的“能

力”和可通过学校与非学校学习获得的“能力”

进行了区分。英语使用“intelligence”（智力）
和“talent”（才能）来分别表示先天的和在
儿童时期获得的能力。《达喀尔行动纲领》使

用英语单词“skills”（技能）来表示从儿童
时期及以后的经验中，尤其是通过教育获得的

能力。

全民教育运动对技能的了解来源于较为成

熟的国际经验，这些国际经验来自正规的、非

正规的、雇主提供的或其他终身学习机会。一

如本章中“技能”一词的用法，“技能”比普

通的“知识”更加特殊，因为技能倾向于产生

经济的、社会的、发展的或政治的结果。

《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到了“生活技能”

（life skills），指出这一能力不仅能够为经济
生产产生或增加价值（经济学术语为“人力

资本”），而且是个人为获得完满的健康生

活和全面参与社会所需的技能。在达喀尔世

界教育论坛之后，对生活技能的理解发生了

演变。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将生活技能描述

为“有助于人们做出英明决策、解决问题、

1. 在2002年、2006年、2007年和2012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
广泛讨论过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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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所获
得的基础技
能对职业发
展、积极公
民权和有关
个人健康的
安全选择来
说是至关重
要的

批判性和创造性地思考、有效沟通、建立健康

关系、同情他人、与他人合作，并能以健康和

多产的方式经营自己生活的社会心理能力与人

际交往技能。”（WHO，2003）全民教育有
关生活技能的跨部门合作小组表示，生活技能

是“对知识、价值观、态度和技能的交叉应

用，在个人发展和终身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

（UNESCO，2004）。简而言之，在促进个人
和家庭健康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做

出最大的贡献方面，除维持生计外，生活技能

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副
标题为“青年与技能：拉近教育和就业的距

离”，关注了就业所需的技能——有时也叫

作“生存技能”，认为主要有“基础”“可迁

移”和“技术和职业”三种技能。基础技能，

由于和工作相关，是指求职或继续培训所需的

技能，包括读写和计算技能。可迁移技能包括

的技能范围较为广泛，是指可迁移且适用于不

同工作环境，使人们可以维持工作机会的技

能。可迁移技能还包括分析问题、获得创造性

解决方法、沟通思想的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领导能力和创业能力。技能中还包括一些有时

被称作“社会情感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技

能，这些都可以从经验和教育中获得。在某种

意义上，无论是种植蔬菜、使用缝纫机、砌砖

还是做木工，或者是在办公室用电脑工作，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的技能都是与特殊工作相

关的专门技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类技

能也可以被看作是生活技能。

基础技能：中等教育参
与度有所提高

基础技能包括读写和计算技能，这对能

够获得足够满足日常需要的薪水的体面工作

来说很有必要。这些基础技能对获得进一步教

育和培训来说也不可或缺。那些不能够读写和

进行基本计算的人很少能拥有较为赚钱的工作

机会及创业活动或公民参与的机会。在中学所

获得的基础技能还被认为是对职业发展、积极

公民权和有关个人健康的安全选择来说至关重

要的技能。这些都是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或通

过立法实施免费义务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原因

（Benavot and Resnick，2006）。

虽然在直接评估基础技能方面已经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国际标准。鉴于

这一点，关于目标3的一项重要的替代性指标
便是中等教育入学机会。那些获得了中等学校

入学机会的人也更可能会参与成人教育和终身

学习计划。

对中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监测也很有必要，

因为公平的机会将会实现全民教育对边缘化群

体的承诺。这里的边缘化群体是指难以进入好

的学习环境或在校外获得技能的人。部分原

因可能是他们缺少人际关系，或者假如他们

生活在农村地区，那么离雇佣机会可能就更

远了。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小学结束后进入了初

中。一些国家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之前已经

取得了快速进展。例如，在佛得角和突尼斯，

小学毕业生进入中学的升学率从1990年的不足
40%增加至1999年的70%。但是，对许多国家
如吉布提、塞内加尔和尼泊尔来说，是在2000
年以后才取得了更快进展（图3.1）。

由于不断增长的升学率和更高的续读率，

初中和高中的参与程度自1999年以来得以快
速提高，尤其是在更贫困的国家。在阿富汗、

中国、厄瓜多尔、马里和摩洛哥，初中毛入

学率至少增长了27个百分点。在莫桑比克，
入学率几乎增长了4倍，从1999年的7%增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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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34%。高中参与程度也出现大幅提
高。1999—2012年，几内亚的毛入学率从6%上
升至28%，不丹的毛入学率则上升至50%。印度
尼西亚的毛入学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从40%左
右增长至75%，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数
据也超过了同期水平（图3.2）。

由于2000年以来小学中超龄入学和复读率
的下降，更多的在校初中适龄青少年实际上进

入了初中，而没有成为超龄小学生。在萨尔瓦

多，总的初中净入学率从77%增长至91%，进
入小学的青少年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32%降至
2012年的26%。

许多国家将初中纳入基础教育

若干因素对初中入学率的增长贡献了力

量。免除这一阶段的学费，就像免除小学学费

一样，使更多儿童进入了中学。一些国家还随之

改变了立法框架来保障基础教育。对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教育权利数据库（Right to Education 

Database）的文献分析显示，107个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94个国家通过立法确
定了初中教育免费（UNESCO，2014d）。其中
66个国家采用宪法保障，28个国家实施了其他
法律措施。截至2015年，只有少数国家收取初
中学费，包括博茨瓦纳、几内亚、巴布亚新几

内亚、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除了免除初中学费，2000年时初中为非
义务教育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在2012年前改变
了它们的立法。在这些国家中，自达喀尔世界

教育论坛后，通过立法使初中变为义务教育的

国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

坦。截至2012年，只有25个国家没有针对初中
入学情况提出法律要求，包括伊拉克、马来西

亚和尼加拉瓜。

随着基础教育的扩张成为一种法律规范，

更多国家取消了小学毕业考试，这一考试决定

了一个儿童是否可以继续上学以及进入何种轨

道学习。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保留了这一考

试。在亚洲，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蒙古、斯里兰卡和泰国仍然存在这类考试

（Hill，2013）。

在增长的中等教育需求背后存在着一些最

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许多国家初等教育完成率

的增长，使得更多适龄人口有资格继续学习。

在泰国，通过1999年《国家教育法案》和2003
年《义务教育法案》扩大了基础教育范围，义

务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最终给政府施加了很大

压力，使政府大幅增加了初中入学机会。

公立中等教育的缓慢增长或许刺激了人

们对私立教育的需求和兴趣。1999—2012年，
在发展中国家，私立中学入学人数所占比例从

15%上升至17%；阿拉伯国家和东亚出现的增
长尤为明显。而且，私立学校在寻找生源的同

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中学的需求。

图3.1：更多的小学毕业生进入了初中 
1990年、1999年和2011年部分国家小学进入初中的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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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各国自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后增加了初中和高中入学人数 
1999年和2012年初中和高中的毛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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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初中教育仍然存在不公平

随着中学教育
变得越来越普
及，强势群体
最先获得受教
育机会，随后
边缘化群体和
贫困群体才能
获得受教育机
会

《达喀尔行动纲领》可能也有助于建立国

内制度和公民社会组织，并使其合法化，进而

促进初中受教育权利的获得。如图3.2所示，
塞内加尔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出现了最为显

著的变化。其升学率从1990的24%增加至1999
年的35%。但是这一比例在2011年之前达到了
88%。考虑到塞内加尔在2000年主办了世界教
育论坛，这一变化不应令人惊奇。2004年，
塞内加尔将初中纳入免费义务教育。《达喀尔

行动纲领》还促进了与传统宗教人士的对话，

这些人曾经十分抵制被他们认为是西方形式的

教育。增加的沟通交流为2004年的立法改革赢
得了支持，促进了宗教学校与正规教育体系的

合作，因此学龄儿童的初中入学率得以最大化

（Villalón and Bodian，2012）。

初中教育仍然存在　　
不公平

随着中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张，有必要对

入学机会分布的公平性进行检验。随着中学入学

机会的日益普及，通常都是由强势群体先获得

这一机会，随后边缘化群体和贫困群体才能获

得这一机会（Buchmann and Hannum，2001； 
Foster，1997；Hout and DiPrete，2006；Kelley 
and Klein，1997；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

即使低收入群体、少数语言群体或其他边

缘化群体获得了进入初中的机会，高质量的学

校与低质量的学校之间可能存在更多差距，有

时私立学校的出现也会造成这种差距。从初中

升学至下一阶段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更多差

距：初中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意味着高中也可能

存在不平等或成为不平等的一个成因。在一些

国家发现，它们虽然答应为儿童提供受教育机

会，却没有考虑人们是否有能力负担。

对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出，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来自最富裕家庭和最贫困

家庭的儿童，在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过程

中可能存在不平等（图3.3）。在一些国家，
如哥伦比亚、马拉维、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富

裕群体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菲

律宾，2008年时，来自最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只
有69%读到小学毕业并继续升入初中，而来自
最富裕家庭的青少年有94%从小学毕业并进入
初中学习，这一状况与2003年几乎没有什么不
同。

但是，在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卢

旺达，来自较富裕家庭和较贫困家庭的儿童在

升学率方面的差距明显缩短。在卢旺达，小学

毕业且进入初中的最贫困青少年比例从2000年
的15%增加至2010年的58%，他们与最富裕的
同龄人之间的差距至少缩减了一半。

从一些方面可以看出，初中普及率方面

也存在不平等，例如，青少年居住的地方。在

一些国家，初中普及率的城乡差距已经大幅降

低。在尼泊尔，2001年只有27%的农村青少年从
初中毕业，当时这一普及率的城乡差距达到35
个百分点左右。截止到2011年，普及率的差距
缩小至约20个百分点，有58%的农村青少年从初
中毕业。

在其他一些国家，不平等依然存在或

更加加剧，因为城市儿童在初中普及率方面

比农村儿童进展更快。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2000—2011年，初中普及率的城乡差距从
29个百分点扩大至42个百分点。2011年，仅有
23%的农村青少年从初中毕业，而城市青少年
的这一比例为65%（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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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中学升学率的贫富差距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 
2000年左右和2010年部分国家初中和高中的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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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分析（2015），依据不同年份的住户调查数据。

中学入学机会对边缘化群体来说
已经是一个问题

目标3认为，获得技能的教育机会必须是
公平的。如第2章中所讨论过的最难触及的群
体，童工和移民是两个重要的能够监测其中等

教育受教育机会和技能获得情况的群体。

工作的青少年将继续面临大的挑战

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年轻学生为了消

遣、学习或可随意支配的收入而工作。但是，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儿童或青少年去工作

都和家庭的困难及缺少可用收入相关。自从

1999年通过了《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
式的童工劳动公约》（No.182）以来，国际劳
工组织（ILO）及其消除童工国际计划便关注
了最难以忍受的童工劳动形式，而不是要求各

国严格执行国际劳工组织1973年的《准予就业

最低年龄公约》（No.138），后者有效阻止了
义务教育年龄阶段大部分儿童或青少年参与工

作的情况。

随着义务教育的制度化，以及低技能工作

机会的减少，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儿童从工作岗

位进入学校的转变。但是，入学机会的普及化

不一定必然地减少许多年轻人对工作的需要或

去工作的现实情况。许多儿童在小学毕业后继

续学习，但是并不是专门学习，同时，初中入

学率的增加并不必然地会相应减少儿童的经济

活动。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即使国家增加了

学校覆盖率，参与兼职工作的学生比率依然没

有变化。对16个国家的分析显示，其中大部分
国家在学习之余需要继续工作的中学学龄青少

年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图3.5）。许多年轻
人是专门工作，其他许多人是边工作边上学，

只是各国出现的形式不同。在喀麦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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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初中教育仍然存在不公平

图3.4：城市和农村在初中普及率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 
2000年左右和2010年部分国家初中教育普及率，按区位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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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依据不同年份的住户调查数据。

工作的学生
在基础技能
的获得上有
所滞后

年，12—14岁的学生中有70%在工作，这一数
据在2011年之前几乎没有变化。2相反，同一时

期的多哥，12—14岁学生中工作的比例从80%下
降至47%。同样地，塞内加尔参加工作的学生
比例出现了下降，同时学校参与度有所增加。

学生每周工作的时间越长，进入学校的可能性

就越小，而那些进入学校的学生可能也会留级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k，2015）。

必须边学习边工作的学生所占比例可能

被低估了。家长通常是提供儿童活动信息的

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告诉采访者儿童正在工

作的事情，尤其是在国际标准认为这一工作

违法的情况下。学生自我报告工作状态的比

例更高一些。《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

2007年的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进行分析发现，印度尼西亚的
八年级学生中有30%声称他们在上学时间要进
行有偿工作，这比图3.5中基于家长回应而做出
的估计要高很多。

工作的学生在基础技能的获得上有所滞

后。例如，作为2003年和2007年国际数学与科
学趋势研究的一部分，埃及参加工作的八年级

学生在科学方面的得分比没有工作的同龄人要

低70分（图3.6）。政策通常能发挥一定影响：
在一些国家，有些学生开始上学之时是政府批

准国际劳工组织《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的

那一年，可能由于国家的劳动保障政策，学生

工作与学业表现之间的负相关性更小（Byun et 
al.，2014）。

工作的学生与没有工作的学生之间的其

他差异，除了是否工作以外，还有难以解释

的认知技能方面的差异。较弱的学生可能会

主动去工作，或者说较弱的学生可能由于他

们家庭的经济形势而被迫去寻找工作（Post 
and Pong，2009a）。研究发现，在美国密
集型的工作本身可能会降低可测量的认知

技能（Greenberger and Steinberg， 1986； 
Marsh，1991；Marsh and Kleitman， 2005； 
McNeal，1997）。而且，即使在控制了家庭
资源因素之后，依然可以发现边上学边工作

对技能获得的负面效应（Gunnarsson et al， 
2006；Heady，2000）。即使考虑到之前的技
能水平，工作了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所获得的

技能也要比全日制学生少（Post and Pong， 
2000， 2009b）。

2. 这里所用的“工作”一词，并不包括通常由女孩完成的许多家庭职责
和任务，因为这在劳动力调查中被认为是“非经济性活动”。其他类型
的调查指出，很多儿童尤其是女孩承担了较多的家庭职责，但是并没有
纳入图3.5中的“工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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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许多青少年在上学时继续工作或者不上学只去工作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12—14岁和15—17岁儿童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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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参加有偿工作的在校学生比没有工作的学生分数低 
2003年和2007年部分国家八年级学生中没有工作的学生和有工作的学生之间的科学分数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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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仍然存在不公平

框注3.1：对比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南南移民的政策

由于哥伦比亚的国内经济危机和不断加剧的

武装冲突，厄瓜多尔在1999—2004年经历了移民
大增长。截至2013年，约有6万哥伦比亚人居住在
厄瓜多尔，导致厄瓜多尔面临诸多政策挑战，包括

家庭分离、儿童没有家长照顾以及越来越多的寻求

庇护者。厄瓜多尔通过2008年的宪法来解决上述问
题，宪法采用了人权方案，融入公民权、人民自由

流动以及移民应充分获得国家提供的服务等概念。

自2012年以来，厄瓜多尔的移民儿童和青年再没有
被当作外国人而遭受拒绝，但仍然是具有和“流动

人员”相关的特殊需要的“弱势群体”。在这种新

宪法下，厄瓜多尔承诺将保障私立、公立和宗教学

校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并且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

学习环境。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共享伊斯帕尼奥拉岛

及380千米的边界。多米尼加共和国面临着一些压
力，因为有政治影响力的多米尼加经济精英依赖

于（且因此默认了）海地移民劳动力，但是反海地

情绪会定期反扑。2005年，美洲人权法院（Inter-
American Human Rights Court）裁决，多米尼加
共和国必须遵从其2002年宪法，保障所有儿童的受
教育权利，不管其是否是移民。自裁决之后，政府

鼓励小学接纳所有儿童来注册。但是，由于中学生

入学需要出生证明，仍然中断了数千儿童的受教

育权利。直到201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宪法》
第11款才保障了几乎每一个在其领土出生的人的
公民权。之后，宪法发生了改变，在本国出生的

儿童要享有公民权至少需要其父母一方是“合法

居民”。2013年，多米尼加共和国高等法院取消了
一些非法人员的国籍，而这些人是自1929年以来在
多米尼加出生的海地后裔。拒绝给予出生证明和国

家身份证导致其他权利受限，包括接受基础教育的

权利。

资料来源：Bartlett (2015)。

驱逐政策对移
民和他们的受
教育机会产生
了不利影响

移民青年需要公平获得技能的机会

这个世界见证了人类越来越多的史无前例

的流动：2010年，估计有2.14亿人口进行了国际
移民（World Bank， 2011b）。约有四分之三的
国际移民来自南半球；估计有1.47亿到1.74亿移
民出生于发展中国家[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2013]。劳动力需求、经
济危机、城市化、根深蒂固的贫困、政局不稳

和冲突都是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之后移民的原

因（Bartlett，2015）。

重视移民群体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基础

技能，已经成为所有地区需要考虑的一个紧迫

问题（见框注3.1）。在获得平等的学习和生
活技能机会方面，国际移民尤其要比那些本土

出生的同龄人面临更多的挑战。一些系统的因

素，如法律地位、种族隔离、学校财政和语言

政策，都会影响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入学机会

（Bartlett，2015）。

青年和有青年的家庭尤其容易流动，有

跨国流动，也有国内流动，特别是从不太发达

地区向更发达地区流动较多。联合国的估计显

示，在更为富裕的国家，1990年20岁以下人口
中有15.7%是移民，截至2013年，这一比例增长
至18.9%（United Nations， 2013）。移民青年
的受教育机会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他们没有

合法地位的情况下。对28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进
行调查，其中包括14个人类发展指数得分较高
的发达国家和14个人类发展指数得分较低的发
展中国家，发现前者40%的政策和后者超过50%
的政策中，都不允许没有合法地位的儿童进入

学校（Klugman and Pereira， 2009）。除了这
些正规条件的限制，由于担心被拘留或驱逐出

境，没有合法地位的移民自己也会避开正规学

校（Bartlett， 2015）。很难去估算有多少流离
失所的儿童和青年无法进入学校，但是一项从

2004年开始进行的估计显示，至少有2 700万儿
童和青年受到武装冲突影响而没有进入学校，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国内的流离失所人群（Ferris 
and Winthrop， 2010）。

而且，驱逐政策对移民和他们的受教育机

会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些国家规定了更多会导

致被驱逐出境的限制条件，也使得被驱逐的移

民数量大幅增长。拘留和驱逐中断了儿童的在

校学习，不只是儿童自己受制于此，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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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是如此（Chaudry et al.，2010）。

要满足移民学生的特定需要则要求投入并有

效使用额外的财政资源（Brind et al.，2008）。
在荷兰，教育优先政策（Education Priority Policy）
为较贫困的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额外资

助（Karsten，2006）。英国的“城市英才”
（Excellence in Cities）项目，为来自有很多
移民人口的城市贫困区域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支

持，包括教学和学习、导师、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方面的支持，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Kendall et al.，2005）。

语言教育政策和对语言学习的支持，对移

民青年的教育和他们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说

至关重要（Christensen and Stanat，2007）。
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发现，
在大多数国家，那些在家使用教学语言的移民

与那些在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移民相比，在平均数

学成绩上保持了估计相当于半个年级的优势，两

者在阅读方面的差距则更大（Christensen and 
Stanat，2007；Schnepf，2004）。这部分地说
明了一个事实，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测验中，

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第一代移民平均落后于他们在本土出生的

同龄人约1.5个学年（Nusche，2009）。

许多制度因素影响了移民青年的教育，包

括：对幼儿教育的支持；进入学校的年龄；能

力分班或追踪的后果；办学质量；严厉；多样

化和响应性的课程及教学法；文化开放性和宗

教多样性（Crul and Holdaway，2009）。一项
对欧洲6个国家中第二代土耳其移民和摩洛哥移
民进行对比的项目显示，为移民学生提供的制

度性安排，包括义务学校的起始年龄、小学的

面授课时、追踪时间和学徒制等方面都有极大

的不同（Crul and Holdaway，2009；Crul and 
Vermeulen，2003）。

国内移民所面临的挑战通常能够在城市贫民

区较差的教育环境中看到。他们的教育需求只得

到了较少的关注，可能部分地由于全球范围内国

内移民的略微减少（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3）。但是，
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国
内移民率，已经对中国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的

压力，并需要对此做出回应（框注3.2）。

可迁移技能：事关社会
进步的技能和价值观

除了目标3所承诺的保障青年和成人拥有平
等的机会去学习和获得生活技能，《达喀尔行

动纲领》还规定：“必须给予所有的青年和成

人机会，使他们能够获得知识，发展价值观、

态度和技能，这种技能将能够让他们发展工作

能力，充分地参与他们的社会，掌握他们自己

的人生并且能够不断学习。”

对这种广泛的目标进行监测，需要有关价

值观、态度和非学术技能的信息，这些信息既

没有相关的国际评估，也没有被国家教育系统

所记录。

首先，在韩国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已经尝试确定出全球公民所需的生活技能

类型。培养全球公民的教育包含以下核心要

素：（1）有关特殊的全球问题和趋势的知识
及理解，有关核心共同价值的知识和对共同价

值的尊重（如和平、人权、多样性、正义、民

主、关怀、非歧视原则、宽容等）；（2）批
判性、创造性和创新性思维及解决问题和决

策所需的认知技能；（3）非认知技能，如移
情、对经验和其他视角的开放性、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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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3.2：农村向城市流动：学校教育面临的政策挑战和中国的响应

自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举办以来，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移民涉及中国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亿万人口

（Chan，2013）。这场大规模运动对农村儿童的平等
机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举办之时，

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缘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户口），但是近年来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改进学校教

育。这些政策改革有助于目标3的全球进展，因为大量的
青年流动人口受到了影响。户籍系统建立于1950年代，
将中国公民的权利限制在了他们的户籍所在地（Chan 
and Zhang，1999）。直到1980年代中期，农村居民的国
内流动仍然不被允许，而且那些非法流动人员的子女，

其教育结果都很暗淡。但是，随着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

从农村迁徙至城市的浪潮，政府逐渐放松了迁徙限制

（Hao，2012）。这对流动人口和教育政策产生的历史性
影响非常大（表3.1）。

在达尔喀会议举办之时，没有户口的人在接受公立

教育方面受到很多限制，这催生了一个不合规格的私立

学校市场，主要服务于城市中的农村流动儿童。在2000
年，这些学校都是被利益所驱动的，基础设施较差，提

供的教育质量非常低（Han，2004），因此更加加剧了城
乡教育之间的差距。那些家长是流动人口的儿童，有的被

留在家乡进入了较差的农村学校，有的跟随父母来到城

市，但他们所面临的不是城市中公立学校高昂的借读费，

就是服务于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低下的私立学校。

表3.1：中国有关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教育的国家政策的演变

《义务教育法》
（1986）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200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0）

• 《城镇流动人口中

适龄儿童、少年就

学办法（试行）》

（1996）

• 《 流 动 儿 童 少 年

就 学 暂 行 办 法 》

（1998）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进城务

工就业农民子女

义务教育工作的

意见》（2003） 

《关于在全国义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推

行 “ 一 费 制 ” 收

费 办 法 的 意 见 》

（2004）

• 《 国 务 院 关 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

的 若 干 意 见 》

（2006）

• 《义务教育法》

修订（2006）

《国务院关于做

好免除城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学

杂 费 工 作 的 通

知》（2008）

• 《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

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2012）

•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2）

中国有关城乡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的国家政策

1986 201220102008200420032001

年份2000

1996, 1998 2006

•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

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

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

通知》（1997）

• 《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

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

的意见》（1998）

《关于推进小城镇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的意见》（2001）

《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

意见》（2006）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

（2014）

1997, 1998 2014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积极稳妥推

进户籍管理制度

改 革 的 通 知 》

（2011）

2010, 2011

中国有关户籍制度的国家政策

2001 2006

资料来源：Hao and Yu(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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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央政府出台的一项服务于城乡流动
儿童的国家政策成为一个转折点。这项政策将流动

人口的教育资助职责从儿童出生地政府转移至儿童

迁入地政府。

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政
府应为流动儿童提供与他们户籍所在地同等条件的

义务教育。这一修订促进了2008年中央政策的出
台，政策明确提出要免除农村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

校的费用。

随着公共融资的责任转移至接收地域，新的

政策措施的出现有助于容量有限的城市学校吸纳越

来越多的流动学生。最近几年中，中央政府为流动

儿童上学提供大量资助，以支持地方政府担负起接

收责任。另外，2006年和2008年的政策规定，地
方政府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人数（包括流动学生）

为公共教育拨款，而不应该按照过去标准即当地户

籍学生数量来拨款。

像城市出生的学生一样，大部分的农村流动

儿童现在也进入了设备完善、课堂规模易于管理的

城市公立学校。这种改革使得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

中相比在农村上学的同龄人获得了相对的成功。中

国也因此更加致力于在城市中提供平等的机会。一

个有关112所学校中2.2万名学生的全国范围的代表
性样本显示，流动儿童相比非流动的同龄人在城市

学校中表现较差一些。尽管如此，他们的成绩还是

比农村的同龄人，尤其是父母去城市打工的留守儿

童高出三分之一。

要考虑到所有落后于城市学生的农村学生的

表现，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农村地区和类似社会背

景的学生。城市和农村的办学质量仍然存在很大差

距，但是来到中国城市的农村流动儿童现在已经从

平等的财政法规中受益，即他们能够因此而进入好

学校。

资料来源：Hao and Yu (2015)。

图3.7：青年有关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知识有所增长，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 
在两次调查的年份中，部分国家正确回答所有问题的15—24岁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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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访者是正确回答了关于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两个问题，并拒绝了三种错误概念的人。依据知识随时间增长的规模对国家进行排序。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2015），来源于http://hivdata.measured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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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沟通技能、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和互动的能

力；（4）发起和参与主动式活动的行为能力
（UNESCO，2013b）。

第二次对认知或生活技能以外的技能概

念进行扩展，是由经合组织发起的（OECD， 
2014k），作为其“教育使社会进步”（Educ-
ation for Social Progress）三年计划的一部分。
经合组织使用来自11个国家的纵向数据，来确
认技能与个人生活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论

认为：“社会和情感技能，如坚持不懈、善于

交际和自信，促进了很多层面的社会成果，包

括认知技能、健康和幸福。社会和情感技能是

可塑的，因此决策者、教师和家长要在改善学

习环境方面发挥作用。”经合组织正在计划开

展一项跨国的纵向研究，使社会情感技能有一

天能够被直接测量，同时也能直接评估这一技

能对个人一生的成功，如个人福祉、积极公民

权和工作的影响。

虽然不能够对目标3所涵盖的一系列特性进
行监测，但是本节重点阐述了与健康和社会相

关的两类生活技能。同时也考查了为促进对生

活技能的理解而进行的两次尝试，论证了这类

技能如何产生及可能需要的监测框架。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知识有所扩
展，但远未达到普及程度

在达喀尔，世界卫生组织呼吁要有一个关

注生活技能的目标，它被定义（WHO，2003）
为“一种能够使个人有效处理日常生活需要和

挑战的适应性积极行为能力”。世界卫生组织

进一步认为这些技能有助于青年进行知情决

策、有效沟通，以及以健康的方式管理他们的

生活。自2013/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发
布后，有更多证据表明在授予生活技能方面，

中等教育相比初等教育能带给人们更多的优势。

在达喀尔论坛的会议发起人号召更加重视

生活技能的时候，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重大且不

断增长的危险。之后第二年，联合国大会特别

会议（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Session，UNGASS）采纳了《艾滋病承诺宣言》
（Declaration of Commitment on HIV/AIDS），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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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可迁移技能：事关社会进步的技能和价值观

图3.7：青年有关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知识有所增长，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 
在两次调查的年份中，部分国家正确回答所有问题的15—24岁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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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访者是正确回答了关于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两个问题，并拒绝了三种错误概念的人。依据知识随时间增长的规模对国家进行排序。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2015），来源于http://hivdata.measuredhs.com/。

最新调查显
示， 9 个国
家中的年轻
男性和13个
国家中的年
轻女性有关
艾滋病病毒
和艾滋病的
知识的了解
有所改善

建立了一项关键指标（指标11）来监测学校中有
关艾滋病病毒教育的情况（UNESCO，2014a）。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目标是，在2010
年前，15—24岁人群中至少有95%的男性和女
性能够获得对发展生活技能来说十分必要的信

息、针对青年的艾滋病病毒教育和服务，进而

减少他们对艾滋病病毒的易感性。

现在能够对17个国家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考
查，在这些国家的两次住户调查中，年轻人参与

了一项简短的测试，测试内容是有关预防艾滋病

病毒感染的两种方式的知识，还有他们是否相

信三种流行的错误概念。自第一次调查以来，

最新调查显示，9个国家中的年轻男性和13个国
家中的年轻女性有关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知

识有所改善（图3.7）。这一变化说明各国在相
对较短的时间内齐心协力获得了成功。那些艾滋

病病毒最为流行的国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这

些国家中的学校可能更加严格地实施了艾滋病病

毒教育，而生活技能教育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近几年中，大部分国家报告称它们的学校提供了

至少30个小时的生活技能项目，尽管还不能判断
出学校多久提供一次专门针对艾滋病病毒的教育

（Clarke and Aggleton，2012）。

综合的性教育作为预防艾滋病病毒的平

台获得了广泛支持。新的重点在于强调健康的

性行为，而不是强调跟性有关的风险，这相对

于过去基于恐惧的说教式方法来说是一种进

步，过去是将学习者看作信息的被动接收者

（UNESCO，2014a）。

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没有得到持续的
改善

目标3不仅与技能有关，还与改善个人生
活、增进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观和态度有关。全

民教育优先考虑的价值观之一便是性别平等。

过去20年中，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包含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间
接允许对各国成年人有关性别平等的态度进行

分析。尤其是，受访者会被问到，他们是否同

意“大学教育对男性来说比对女性更重要”这

一观点。

对比过去的回应发现，并没有一种一致

的全球趋势（图3.8）。在一些国家中，近年
来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显示出对性别平等的积极

态度。在乌克兰，持积极态度的人所占比例从

1996年的64%增加至2011年的83%。但是在其
他一些国家中，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有

的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态度仍然在恶化。在巴基

斯坦，持积极态度的人所占百分比从2001年的
77%跌至2012年的48%。

在公众对待高等教育的态度与受访者性别

和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上，为《全民教育全球监

测报告》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进一步

http://hivdata.measuredhs.com/%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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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自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后，有关女性受教育的公众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没有朝向同一方向 
受访者中不同意“大学教育对男性来说比对女性更重要”的人所占百分比，按调查年份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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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依据支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增长情况对国家进行排序。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不同年份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分析（2015）。

分析，提供了一种挑拨性的视角。在大部分国

家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不同意这一观点。

对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水平的人相

比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能够更加平等地看待

这一问题。

更有力的证据表明教育和政治效
能之间存在关联

2013/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报告了中等教育普及情况对其他重要的态度和

价值观——例如，对多样性的宽容和对民主制

度的支持——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来自“国

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的最新证据显示，读

写能力和教育普及对政治效能和公民参与产生

了独立影响（OECD，2013b）。在经合组织
国家中，那些至少完成了中学教育的人也更倾

向于表示他们更愿意参加社区的志愿者活动。

调查表明，更高的技能水平和教育水平对成人

参与政治进程的意愿均有独立的积极影响。在

接受“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调查的人

中，那些完成了更多学校教育的人更可能不会

同意“人们不喜欢我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表看

法”的观点，且可能会不同意“只有少数人可

以完全信任”的观点（OECD，2013b）。

不再上学的青年和成人
需要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

除了扩展正规学校教育，目标3对那些承
诺要满足失学青年和成人的教育需求的国家来

说是一个提醒，这些人的正规教育机会已经被

切断。一系列的可供选择的机会中，“第二次

机会”和非正规教育可以被当作这一领域取得

进展的案例（Duke and Hinzen，2008）。在
孟加拉国、印度和泰国也可以看到杰出的案例

（Banerji，2015）。

在孟加拉国，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

会（BRAC）计划的目标是，让失学儿童进入
初等教育系统，并且为他们进入中学阶段做

好准备。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的计划

中，超过97%的小学毕业生都继续进入了正规
中学。但是，许多BRAC毕业生由于贫困而不
能完成他们的中等教育。因此，BRAC代表们
与儿童、监护人、教师和学校委员会委员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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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不再上学的青年和成人需要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

在印度，布拉
罕开放教育学
校 的 目 的 在
于，触及那些
被主流教育系
统边缘化的年
轻女孩和妇女

了常规跟进会议，且BRAC为贫困的小学毕业
生提供了财政支持。BRAC的毕业生被鼓励去
参加社团，在那里他们有机会进行阅读、运动

和文化活动，还可以接受生活技能和生计训

练。BRAC还推出了一个新计划——“改善资
源的技能培训”（Skills Training for Advancing 
Resources），这有助于辍学青少年获得技
能，并进入就业市场。

在印度，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pen Schooling，NIOS）建立于
1990年，“有权注册、检验和证明已注册的学
生学习过学历前课程”。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

为14岁及以上的人提供了“开放的基础教育”。
课程和证明相结合，等同于正规体系中的三年

级、五年级和八年级（Banerji，2015）。学
习者也有机会学习职业课程和充实生活项目，

以便参加初中和高中资格考试。国家开放学校

研究所允许在高中和初中阶段选择学术类和职

业类课程，并且可以灵活选择考试，在五年中

共有九次机会。对于超过基础水平的学术类课

程，有近4 000个经过认证的机构运行的学习中
心，以及不到2 000个经过认证的职业机构。多
年来，入学人数和获得证书的学习者人数在平

稳增长。截至2011年，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统
计数据显示，学生总数达到220万人。自2007
年以来，女性人数比男性多出很多。国家开放

学校研究所常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学校。

还是在印度，布拉罕开放教育学校

（Pratham Open School of education，POSE）
的目的在于，触及那些被主流教育系统边缘化

的年轻女孩和妇女，并且为她们提供第二次机

会来完成学校教育。它作为一项住宅计划始于

2011年，今天这一计划已经扩展至七个邦，并
且提供了一种为期三个月的紧凑型基础课程，

弥合了基本概念和中学课程之间的差距。这允

许通过考试来确定进入第二阶段课程的最终候

选人名单，学生在这一阶段可以准备邦内委员

会考试。布拉罕开放教育学校还很重视其他方

面，如个人发展，并且重视提升软技能，如口

齿清晰、自信和自我表达。其更大的目标是更

好地装备学生，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

在社会中拥有实力。布拉罕开放教育学校利用

其学生来扩大服务范围，要求学生在他们的村

庄和社区为初等水平的儿童讲授基础数学和语

言。目前为止，布拉罕开放教育学校的学生已

经教过2万名小学学龄儿童。

泰国制定了《国家全民教育行动计划》，

与《国家教育规划（2002—2016）》并行。
全民教育的目标3和目标4被合并为一个综合
目标，关注所有成年人的读写、基础教育和

继续教育。这不仅为弱势群体提供了选择，而

且为所有无法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如监狱

犯人、街头流浪的儿童和居住在海外的泰国侨

民提供了选择。而且，这一计划从读写和初

等教育扩展为密集型的教育网络，包括中等

教育，职业训练，通过远程学习、工作场所

和社区学习中心获得生活技能，并且与正规

学校体系共同分享资源。此外，还同其他行

业部门合作制定并实施了与技能相关的项目

（Hoppers，2008）。

不幸的是，无论是直接成果还是长期影

响，几乎没有对这些为失学青少年和青年提供

的可选择的非正规教育进行过系统性评估。由

于较多的监测与评估工作由赞助机构所控制，

而它们所产生的评估可能与政策和规划无关，

因此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对“Ishraq”（日出）项目所做的严谨评
估提供了一个好的实践案例，这是上埃及为青

春期女孩提供的第二次机会项目（Population 
Council，2013）。Ishraq于2001年在埃及明亚
省四个村庄中启动，明亚省的人类发展指数在

27个省中排名倒数第二位。这一项目包括为
12—15岁的失学女孩提供读写训练，还包括人
类活动与发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Activities）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开发的生活技能课程。

截至2008年，该项目在为大部分女孩准备
埃及成人教育机构考试（81%的通过率），以
及鼓励她们进入或重新进入正规学校方面取得

了成功。为了评估Ishraq生活技能项目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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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自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后，虽然中等技术与职业教育入学率在一些国家有所增长，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则出
现下降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中学生进入技术与职业教育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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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在权威教育
部门之外，
并没有一个
有关培训的
全球性信息
仓库

长期影响，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
对比了过去的参与者和没有参与过该项目但重

要背景特征相似的年轻女性，这些背景特征包

括收入水平和正规教育。参加过Ishraq项目的
年轻女性比没有参加过该项目的同龄人获得了

更强的自尊心、控制点和决策时的自信。相比

没有参加过的人，Ishraq项目的毕业生还发展
出对待家庭规模的不同态度，而且更倾向于延

迟结婚，至少延迟至18岁。

技术和职业技能：不断
发展的方式

中学帮助我开发了我的兴趣领域，并
且对我今天所做的事产生了影响，尽管影
响不大。相比学术机构，在职培训更有助
于我获得今天我所具备的技能。

——纳伊姆·盖鲁瓦拉（ 26岁)，印度学生

技术和职业技能可以通过中等教育、正规

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工作实习项目获得，或者可

以通过基于工作的培训，包括传统学徒制和农

业合作社的训练获得。但是，在权威教育部门

之外，至今并没有一个有关培训的全球性信息

仓库。

虽然缺乏这类综合信息，但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获得的与学校相关
的数据，至少使考查国家内部的中等教育变成

可能。在28个国家中，对比与中等总入学率相
关的接受普通教育的人数，进入职业教育轨道

的学生所占百分比出现了大幅增长或下降：在

12个国家中这一数据有所增长，在另外16个国
家中这一数据则出现下降。在这些变化中，似

乎并没有一种区域模式（图3.9）。

这也有助于人们回忆起源于泰国宗滴恩的

全民教育运动，以及当时会议发起者之一世界

银行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评论（Middleton et 
al.，1991）。这一评论使许多国家和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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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技术和职业技能：不断发展的方式

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的目标
不仅是能够创
造收入，而且
要有意义，能
够提高劳动者
未来发展能力

相信，只要培训与需求相结合，劳动力上岗之

前的技能培训就会带来正面收益。单独的技能

培训并不能创造工作机会。全民教育对于基础

技能的重视引起了人们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目的

的再思考。许多国家缩小了技术和职业教育规

模，“二战”结束以后技术和职业教育在前社会

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因此，在达喀尔会议召开之时，技术和职业

技能只有少数的倡导者（King，2011，2013）。
回顾过去，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达喀尔行

动纲领》中，都没有参考或提到1989年的《技
术和职业教育公约》或1999年在首尔举办的
第二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的建议。3达

喀尔会议之后，没有任何机构负责收集有关信

息，包括许多公立和私立的技术和职业教育

提供方信息，在教育体系以外学习到的技能信

息，或者非正规的、和工作相关的成人继续教

育信息。

不过近年来，技术和职业教育得到了

更多的关注。在欧盟，自1994年开始关注培
训，2008年在意大利都灵建立了欧洲培训基金
会（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
此后关注不断增多。2010年，欧洲培训基金会
启动“都灵进程”（Torino Process），包括
对所有合作国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及体

系进行回顾。

另外一个发生变化的驱动力是经合组织，

该组织于2007—2010年实施了“为工作而学习”
（Learning for Jobs）项目，对17个国家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进行了回顾（OECD，2010a）。紧
接着OECD又完成了一份名为“学校以外的技
能”（Skills Beyond School）的政策评论，对
中学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信息进行分析，并评

估了为青年和成人从事技术和专业性工作所做

的准备。这份政策评论考虑了诸多因素之间的

国际差异，如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响应、包容

性、生涯指导、经费、管理、教学质量和职场

学习。

重新对技能予以关注的第三个驱动力来

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它于2004年采纳了第195
号建议，相比国际劳工组织1962年和1975年的
职业培训建议，第195号建议从更加广泛且较
少受到惯例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人力资源发展。

新建议考虑到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并将终

身学习定义为“贯穿生命始终，为发展能力和

资历而进行的所有学习活动”。自2000年以来
的大部分时期，这一建议都发挥了效力，扩大

了人们对技能发展的关注。在全民教育运动之

外，这一建议号召各国“制定、应用和检阅国

家人力资源的发展，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政

策应当与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相一致”。

自达喀尔会议以来，技能引发了更多关注

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技能的定义已经扩展至超

越了跟生计有关的技能。2012年，在中国上海
举办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提

出了对于技能目标的新的和更广泛的理解，最

后达成一项宣言，即“上海共识”（Shanghai 
Consensus）（UNESCO，2012b），并且商讨
了有关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成人教育的新的

联合国建议（King，2013）。

当今大部分倡导者将技能培训看作普

通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孤立的

一部分，技能培训应当在提供工作和生活技

能的同时为人们提供基础的和可迁移的技能

（Tikly，2013）。这一观点扭转了历史上由于
只关注经济产量而支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

观点（Anderson，2009）。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更深的根基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新方法和新

观点，即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目标不仅是能

够创造收入，而且要有意义，能够提高劳动者

未来发展能力（McGrath，2012）。

随着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关注日益

增多，对相关技能的理解和定义也越来越清

晰，但奇怪的是，仍然缺乏系统性数据对有

效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进行监测和评估。

已经有国际组织呼吁增加对这一领域数据的

3.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技术和职业教育（2011）的修
订建议也没有提及全民教育运动或早一年被采纳的全民教育目标。



128

第 1部分

第3章

有助于制定
技术职业教
育政策的严
格数据非常
少

收集，如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建议号召各
国收集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相关的信息，

还有“上海共识”号召“要有纲领和措施来

改善定量和定性数据的收集，这些数据关系

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其监测与评估”

（UNESCO，2012d）。

尽管如此，有助于制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的严谨数据非常少，而且对于国家来说，监

测和评估属于较后考虑的事情（Veal，2013）。
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对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进行的荟萃分析（Tripney et al.，2013）
中，筛查了超过8 000份有关中等收入国家和低
收入国家中不同模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干

预措施对就业及就业能力成果的影响的研究报

告。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研究（8 000份中只
有26份）对干预措施的效力进行了必要的严格
评估。此外，对这些严谨的研究进行检视，发

现其中提到的项目效应“很小，或者甚至是微

不足道的”。对拉丁美洲进行综合的区域性检

视也同样发现，几乎没有评估边缘化群体的技

能发展或者相关政策和项目产出及影响的信息

（Jacinto，2012，2010）。

这些结果为2015年以后重视技术和职业技
能设置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日程。假如职业类

课程不能提供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关键技能，这

样的发现将和大量的社会、教育政策研究相一

致，这些研究发现在工作匹配的效度和机会平等

方面要有取舍（Bol and Werfhorst， 2013）。换
言之，目前并不清楚职业教育是否将技能提供

给将被分配至固定岗位的工人，或者职业教育

是否能真正地增加经济的能力储量，以便创造

新的工作岗位。

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四
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案例

正规教育中所传授的技能并不能满足
真实工作世界的期待。令人痛心的是看到
那些精通某一领域的人从事着与他们的技

能不相干的工作。
——奥德里·毛拉纳（20岁），

印度尼西亚学生

目标3致力于让社会为那些超过了正规学
校教育年龄的成人提供平等的技能发展机会。

因此，重要的一点是要问清楚谁有机会接受继

续和成人教育。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目前为

止仅有的一些案例中的调查数据。

通过来自经合组织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

目的数据，基本能够确认早前对这一问题进行

调查的结果（Badescu et al.，2013）。本年
度《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委托进行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参与国际成年

人能力评价项目的国家中，在之前的12个月
内，那些没有完成中等教育的成人比中等教

育水平的成人更少获得某种成人教育的机会

（图3.10）（Desjardins，2015）。例如，中
等教育水平的塞浦路斯人在获得成人教育机会

方面，比没有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塞浦路斯人

高出近2倍；在挪威人中前者的机会约为后者
的1.5倍多。

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公司倾向于

为已雇佣的人提供成人教育，而不会向失业的

或只有部分时间被雇佣的成人提供。进一步的

分析显示，女性获得成人教育的可能性比男性

小。那些父母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规学校教育

的成人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更高。有目标的政

府支持可能能够触及需求最大的成人，但是也

要定向投放资金并且足以满足拓展活动的需

要。除非仔细设计支持工作，否则成人教育机

会可能会被那些已经从正规学校教育中受益的

成人获得。

许多政府试图通过支持公立和私立雇主来

纠正市场失灵，缩小社会不平等。正如技术和职

业教育机会一样，雇主和其他继续成人教育的提

供方并不会报告参与者的人数或者成果。但是这

对于突显近年来四个国家各自不同的经验来说也

有一定用处，这四个国家一直在尝试实现成人教

育中的机会均等（Desjardin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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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四个形式鲜明对比的案例

图3.10：在大部分国家，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比没有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更有可能从成人教育机会中受益 
在之前12个月中，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接受培训的相对机会（比没有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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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柱状图显示的是之前12个月中，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在获得成人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例如，瑞典完成了中等教育的成人获得成人教育的机会约
为没有达到中等教育水平的成人的1.5倍。结果基于使用PIAAC数据做出的逻辑回归分析，控制了年龄、性别、读写能力和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资料来源：Desjardins(2015)。

2007年，韩
国改进了本
国的成人教
育体系

巴西“青年和成人教育”（Education of 
Youth and Adults，EJA）项目中的技能项目，其
目标人群是没有完成正规教育的15岁及以上人
群。青年和成人教育项目具有灵活性，在私立

和公立学校中提供了面授的白班和夜班以及远

程教育。2012年，超过300万学生注册了该项
目，包括移民、农民工、家境贫寒的人和来自

工薪阶层家庭的人。虽然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

需求，但是这一项目在国家的边远贫困地区加

强了存在感。不过，通过青年和成人教育项目

获得的教育质量存在不足，辍学率很高，这使

得成人很难扩展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流动性。

尽管正在融入整体教育体系之中，但是青年和

成人教育项目在实践中仍然只是一种较弱的回

归正规教育的途径。

在1990年代，挪威通过旨在改进成人教
育水平和分布状况的改革，来加强业已较强的

成人教育体系。2006年，政府推出一项主要举
措，即将资金引流至雇主，让他们为读写、计

算、信息通信技术、口头沟通技能较差的雇员

提供课程。在大幅增加资金之后，即从1 400
万挪威克朗增加至1.05亿挪威克朗，这项措施
惠及近700家公司。挪威的成人教育体系是多
样化的：除了专注于工作方面的项目，在正规

体系以外还有“民间”高中、教育协会、移民

语言培训中心及远程教育。成人教育所关注的

不仅是应用于工作中的技能，还包括应用于文

化、家庭和个人发展中的技能。经济领域所需

的关键技能，如非常规的认知技能和非常规的

沟通技能，与公民社会中所使用的类似技能没

有区别。

2007年，韩国改进了成人教育体系的协
调、发展和实施情况，包括国家终身教育研

究所、区域终身教育研究所和地方终身学习

中心。韩国重新设计了许多活动来动员利益相

关者，如竞选和开发终身学习城市（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ST， 2013）。国家数据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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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技
能”的更广
泛定义的关
注，新的测
量标准将在
2015年以后
变得更加重
要

参与率稳定增长，从2008年的26%左右增长至
2012年的36%。政府为中小型企业（SMEs）推
出了四项措施，来提升雇员与工作相关的

技能：

 ■ 2 0 0 3年引入中小型企业培训联盟项目
（Training Consortium Programme），2012
年更名为“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扩展联盟项

目”（Consortium for HRD Ability Magnified 
Programme，CHAMP）。截至2013年，有
159个培训联盟（CHAMP，2014）收到了设施
和人事补助，覆盖了近11.5万家中小型企业中
超过27.1万名员工（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MOEL， 2013）。

 ■ 政府资助了一些进阶训练项目。符合条件的

员工可以免费参加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使

用最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而且他们的雇主也

会获得部分劳工费。参与率在2006—2012年
翻了一倍。

 ■ 自2006年以来，政府资助了中小型企业内部
有组织的学习。依据学习结果，资助最长可

达3年。

 ■ 政府通过“工作升级和成熟项目”（Job 
Upgrading and Maturing Programme）为中
小型企业中进行自我指导型学习的雇员和非

常规工作者提供资助。

在越南，2005年对国家教育法律的修订
使得非正规成人教育和成人读写培训成为整

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包括在

工作场所提供拓展技能的项目，与正规教育体

系有关的第二次机会，以及让人发展成为公民

和社区重要参与者的举措。项目目前是多样化

的，并且希望服务于人们的许多不同需要，

例如通过这些项目来重视艾滋病防疫、和平与

人权、性别、母亲和儿童的卫生保健、防止滥

用药物、营养学和环境。成人教育的参与率

在近几年有所增长：2008年有近1 000万参与
者参加了成人学习和非正规教育项目，相比

之下，1999年参与者仅有50万人多一点。社
区学习中心是获得成人教育机会的最重要的平

台，2010年约有1万个这样的中心。它们在链
接组织和社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整合

了以前独立的项目。通过个人与教育以外部门

的各种机构的结合，越南的项目极大地扩展了

教育活动在这些部门的活动范围。

许多国家出现了对硬技
能和软技能的直接测量
方法

本章大部分内容关注获得技能的路径。

部分原因是对技能的直接测量方法仍然没有被

开发出来。但是，对认知（“硬”）和社会情

感（“软”）技能的直接测量方法已经得到了

改进。随着对“技能”的更广泛定义的关注，

新的测量标准将在2015年以后变得日益重要。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Heckman and Kautz， 2012）在
内的专家指出，社会情感技能不是不可变的，

能够通过积极的学校经历习得，并且在获得好的

工作机会方面可能会像认知技能一样重要。

当前对硬技能和软技能进行直接测量的两

个案例分别是，经合组织于2008—2013年发起
的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PIAAC）和世界
银行正在进行的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

能（STEP）项目。这些项目的结果可以并且应
该用于回答一些关键问题，即不同类型的教育

应该怎样与不同类型的技能相关联，以及这些

技能在个人工作机会和公民参与方面怎样发挥

作用。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PIAAC）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为学习和技能

的获得提供了直接的测量方法，这对于目标3
的实现相当重要。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调

查采集了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成年人样本，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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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出现了对硬技能和软技能的直接测量方法

图3.11：技能差距存在于所接受的最终教育分别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成人之间，一些国家中年轻人之间的这一差距有所扩大 
最终教育水平为高中的16—29岁群体与30—65岁群体的计算能力，按课程类型分列

国
际
成
年
人
能
力
评
价
项
目
的
数
学
分
数

16
—

29

30
—

65

美国

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320

310

300

290

280

270

250

230

260

240

220

16
—

29

30
—

65

加拿大

16
—

29

30
—

65

日本

16
—

29

30
—

65

澳大利亚

16
—

29

30
—

65

英国

16
—

29

30
—

65

瑞典

16
—

29

30
—

65

爱尔兰

16
—

29

30
—

65

韩国

16
—

29

30
—

65

西班牙

16
—

29

30
—

65

挪威

16
—

29

30
—

65

丹麦

16
—

29

30
—

65

奥地利

16
—

29

30
—

65

斯洛伐克

16
—

29

30
—

65

波兰

16
—

29

30
—

65

德国

16
—

29

30
—

65

捷克

16
—

29

30
—

65

爱沙尼亚

16
—

29

30
—

65

芬兰

16
—

29

30
—

65

荷兰

注：依据16—29岁群体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差距的规模对国家进行排序。
资料来源：OECD(2013c)。

对成年人能力
的测量支持了
这 样 一 个 观
点，即学习是
贯穿人生始终
的

在16—65岁，评估了他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
力，以及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该调

查还收集了有关怎样将技能应用于工作、家庭

和社区的信息。

通过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对成年人

能力的测量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学习是贯

穿人生始终的，而不是仅仅在童年时期或学校

内的学习。各国成年人在技能水平上的差异，

与10年前各国15岁学生的水平关联并不紧密，
如同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所
证实的一样。大多数成年人读写和计算能力的

跨国差异，并不是由各国学生能力差异造成的

（OECD，2013c）。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PISA
和PIAAC的国家平均值之间联系的不紧密性，
那就是技能可以在个人离开学校后习得，且如

果技能经常使用则不会丧失。工作场所是技能

获得和保持的重要环境。

来自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的结果发

现，课程的关注点能够影响到技能的获得：之

前曾经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成人，与接受过普通

教育且最终学历为高中的成人，在计算和读写

成绩上有着明显的差异。4例如，在美国，接受

过职业培训的成年人的计算技能要比接受过普

通教育的成年人高。但是，对年轻一些的人来

说，并不存在这种差异。另一方面，在爱沙尼

亚、德国、荷兰、波兰和韩国，这种差异在年

轻群体（16—29岁）中比在年长群体（30—65
岁）中更大（图3.11）。在这种情况下，证据
表明职业教育中获得的技能比普通教育中获得

的更加有限，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年轻群体中

变得更加突出。5

当然，也可以在那些完成了普通教育的

成人与完成了职业教育的成人之间看到技能的

差距，至于近些年这一差距是否扩大了，则

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追踪研究。确认其他的环

境和学习框架具有更大的意义——例如，远程

和开放教育，非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成人教

育——这些可能会极大地增加成人一生中技能

获得的机会。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
（STEP）

世界银行的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

能（STEP）研究是测量方面的另一个对策，并
且能潜在地将个人技能与公司在同一领域匹配

4.最新的PISA评估发现，来自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低成就者和学生更加
可能进入（或被引流入）职业教育，且他们被测试的技能水平也较低
（Altinok,2012）。这一项目中较弱的学生、不那么有优势的学生和男生
将会为PIACC分数的差距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但是，22个国家中有19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职业教育对获得技能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即使控
制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动机的影响。

5. 这一发现如果被证实，将会对另一研究进行补充，另一研究对提供技
能的职业教育的效力提出怀疑，也对中等后教育普及情况和收入表示怀
疑（Ayalon and Shavit,2004; Carbonaro,2005; Plank et al., 2008）。这一
发现也会对政策导向的研究提供补充，此类研究发现在短期内职位匹配
的效度与长期的机会均等之间要有取舍。（Bol and Werfhor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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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第3章

起来。它基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主要城市地

区收集家庭和企业样本。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

产力的技能调查第一波于2008年在8个国家或
地区开展（玻利维亚、中国云南、哥伦比亚、

加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斯里兰卡、乌克兰

和越南），第二波于2013年在5个国家开展（亚
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肯尼亚和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的来说，有利于

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揭示出早期工作

中使用和受到奖励的成人技能，以及与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课程和其他培训相关的技能。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测

量了三个领域：阅读能力（第4章中有详细讨
论）；有关个性、行为、时间和风险偏好的自

我报告信息；受访者拥有的特定任务技能或在

工作内外使用的特定任务技能，包括计算技能

和电脑使用技能。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的

一个创新在于，开发出针对软技能如社会适应

性、学习的开放性、信心和安全感等的测量标

准。6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尝试

创造出一系列有效的跨文化指标，来测量事关

其他成果的非认知性的社会情感技能。在密集

的试点测试后，该调查认为自我报告的人格特

质和行为习性是可迁移的，且应该被看作非认

知技能或软技能。该调查确认了软技能在一般

意义上的价值，且更加具体地发现“开放性”

对收入有着积极影响，即使考虑了受教育年限

的积极影响也是如此。通过使用电脑的频率来

测量的信息通信技术，被发现也有类似的积极

影响（框注3.3）。

框注3.3：在哥伦比亚、加纳和斯里兰
卡，软技能、正规教育和技术技能对收
入的影响

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知道，学年只是测量

通过教育获得的能力的粗略指标。在有利于就

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中，世界银行创造

了一系列指标，来测量开放性软技能及与电脑

使用相关的技术技能。“开放性”根据受访者

回答的三个问题来测量，这三个问题经常被心

理学家用于人格测试。计算机操作能力通过自

我报告的在工作内外使用电脑的频率来测量。

对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的分析

显示，三个指标都对哥伦比亚、加纳和斯里兰

卡的工人收入产生了影响（图3.12）。

图3.12：工资不仅受到学校教育年限影响，还受
到软技能和技术技能的影响 
三个指标的标准化协相关影响了哥伦比亚、加纳和
斯里兰卡工人的收入

0.30

0.25

0.15

0.10

0.05

0.00

对
收
入
的
相
对
影
响

哥伦比亚

0.20

加纳 斯里兰卡

开放性得分

总的受教育年限

电脑使用的频率

注：在统计意义上，影响是显著的，并且显示出自变量
的变化和计时工资之间的关联，所有测量都在统计偏差
范围内。在斯里兰卡，回归分析也控制了年龄、性别和
城市/农村居住的影响。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样本只来源于
城市区域，斯里兰卡的结果则面向城市和农村中16—65
岁的成人。“开放性”取受访者对三个问题的回答的均
值，这三个问题旨在测量对新经验的开放性。
数据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世界银行提供
的STEP数据的分析（2015）。

S T E P 确 认
了软技能在
一般意义上
的价值，且
更加具体地
发现“开放
性”对收入
有着积极影
响

6. 这一创新建立在早期有关“个人现代化”的研究和与教育相关的“面
向新经验的开放性”定位的基础之上（Inkeles and Smith,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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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结论

结论

在之前章节中讨论过，自达喀尔世界教育

论坛之后普及初等教育所取得的进展，促使对

平等的中学受教育机会和小学后技能的需求变

得更加紧迫。虽然在扩大初中甚至高中的受教

育机会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收入和场所

方面依然存在不平等。童工，虽然已经被纳入

学校，但通常需要继续工作，他们的学业成就

也可能会受到损害。移民儿童面临着被进一步

边缘化的风险，除非国家采取措施接纳他们。

由于直接测量成人非认知技能和认知技能

的标准的出现，未来对技能的监测将会容易一

些。直接测量标准也有助于测量促进学习的一

些因素的变化，如“开放性”，这是有利于就

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测量的一项指标。

这些成果现在超出了基础技能的范畴，还包括

对工作和公民都很重要的其他技能。

对特殊领域知识如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知

识的评估，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之后已经表

现出积极的变化。除了知识之外，在一些领域

对态度或价值观的评估也出现了变化，包括与

女性受教育权利相关的态度评估。这些评估几

乎与“技能”概念的扩展同时产生，“技能”

的概念超出了生存技能，还包括公民在未来可

持续发展所需的技能。

终身学习的倡导者和基础教育的引领者应

当互相帮助对方明确哪些技能将被未来设备所

监测，并且应当共同合作建立标准框架来引导

相应的改进和监测工作。虽然目标3受到了不
符合联合国指导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的标准等批评，但是目前正在开发标准设置

的框架，并将明确2015年以后要监测的目标和
项目。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头明晰了成

为全球公民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础技能。基

础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倡导者正在将全球公民和

可持续性整合入一个广泛的技能结构中。

从《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目标3的
监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利益相关者需要

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包括各部门、民间组织、

终身学习和学校教育的倡导者、企业和教育与

培训的提供方，不管它们是否基于学校。根据

国际劳工组织第195号建议和“上海共识”，
关于在学校以外提供的技能及其成果的更多信

息，将使得未来对这一重要教育维度的监测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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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目标4：成人扫盲

重要资讯 

 ■ 全世界约有7.81亿成年文盲。文盲率很可能从2000年的18%小幅下降到2015年的14%，这
意味着文盲率减半的达喀尔目标未能实现。

 ■ 2000年识字率低于95%的73个国家中，只有17个国家到2015年将文盲率减半。

 ■ 扫盲工作在性别均等上已经有所进展。那些在2000年每100名识字男性对应不到90名识字
女性的所有国家都已经迈向均等，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在2015年实现均等。

 ■ 成人识字率的提高，或许是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取代了年老的、受教育程度

不高的人口的结果，而非有效扫盲项目的贯彻实施。

 ■ 自2000年以来，在读写能力评估上已有重大创新，这与“读写是连续统”的概念相一
致。在世界范围内还需要更多努力去推广这些评估工具的使用。

 ■ 诸如移动技术等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或许会增加对获取读写能力的需求，但它们对扫盲结

果的影响还没有显现。

1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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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监测全民教育进展

成人扫盲 .......................................137

大部分国家远未实现目标4 ...........137

国际调查和国家调查促进对读写

能力的直接评估 ............................139

年龄组比较发现2000年以来

的成人扫盲几乎没有取得

实质成果 .......................................143

解释成人扫盲的有限进展 .............144

结论 ...............................................150

读写能力是社会参与的基础。

然而，到2015年全球文盲率减半的目

标已经错失。虽然已经取得进展，

但一些积极趋势并非是既定项目努

力的结果，而是因为更多受教育人

口步入成年。本章探讨了成人扫盲

之所以进展有限的因素。它阐述扫

盲评估是如何改进和扩展的，同时

倡议设定更精细的目标并为成人扫

盲战略和扫盲环境提供强大支持。

扫盲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会读和会写。它是激励并帮助人们获取足够

生活技能和创业能力以应对当代挑战并使可持续发展机遇最大化的有

力工具。正因为此，我们的政府才通过成功的‘全国扫盲行动计划’

将投资扫盲作为优先事项。”

Chitra Lekha Yadav，尼泊尔民主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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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写能
力被视为能够
让个人实现工
作生活目标并
充分参与社会
事务的技能连
续统

  目标 4    成人扫盲 

到2015年成人（尤其是妇女）文盲率减少50%，并使所有成人都有平等机会
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

自2000年以来，全民教育第四项目标的进
展与包括小学入学和完成在内的其他目标相比

显得缓慢。这一缓慢进展导致了三个问题：当

今的成人群体中，读写能力低下的现象到底有

多普遍？这一现象为何持续存在？各个国家与

国际机构都做了何种努力来监测和改进扫盲工

作？回应这些问题是本章的目的。

正如这本《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

导言中强调的，将近7.81亿成人的读写技能不
足。从最近对成人阅读能力的直接评估来看，

更为精确的估计会比这一数字高出很多。本章

告诉我们，自2000年以来，几乎没有哪个低识
字率的国家将其文盲率减少50%。1

成人扫盲目标未能实现存在隐忧，因为读

写和计算能力带来的收益超越个人范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1950年代对“读写”的定义仅仅
是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并能理解关于日常生

活的简短陈述”，而到1990年，读写则被视作
一项对个人福祉有益的技能。更近些时候，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a）认为读写是“使用
打印或手写以及各种背景资料来识别、理解、

解释、创造、交流和计算”的能力。今天，读

写被视为能够让个人实现工作生活目标并充分参

与社会事务的技能连续统，这一观点已在2009年
《贝伦行动纲领》（UIL，2010）中得到国际社会
承认。扫盲运动和文化环境的扩张也带动了一系

列积极社会关系的建立，并对社区和社会机构做

出贡献（Benavot， forthcoming）。

本章首先依据间接读写技能评估来评价各

国向成人扫盲目标的进展情况。而后进一步阐

述各国如何逐步实施直接读写评估，此种评估

不仅更加精确而且更具情境性。

尽管如此，本章也同时表明，成人文盲率

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更年轻、受教育程

度更高的群体迈入成年，而非已过学龄的成人

群体本身有所改善。据此，本章聚焦本该促使

成人文盲自2000年以来有所减少但却并未产生
重要影响的四个因素：全球成人扫盲承诺、扫

盲运动和项目、多语种相关政策，以及通过高

技能环境提升读写能力需求。

大部分国家远未实现目标4

通过宣传运动招收并动员学习者是所
有大规模扫盲项目成功的关键。尼泊尔
大部分扫盲毕业生都会鼓动其他人参加
扫盲班。

 维湿奴·卡尔基

� “阅读空间”,�尼泊尔

监测成人扫盲需要一致的信息以方便比

较。但获取此类信息有时颇具挑战，因为“读

写”的定义从2000年开始一直演化至今（框注
4.1）。关注那些在1995—2004年间识字率低于
95%，且信息均基于自我报告的73个国家，仅
有17个国家预计到2015年能够实现成人文盲率
减半（图4.1）。

文盲减少率最低的国家是几内亚，仅为

1%；最高的是科威特，为83%。总体来说，
较富裕的国家经历着文盲率的快速降低，如中

国、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大部分

贫穷国家如柬埔寨、乍得和莫桑比克，仍然与

实现扫盲目标距离最远。

1.  自2006年以来，《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将目标定为使文盲率减少
50%。

 目标 4：成人扫盲

大部分国家远未实现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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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太多国家无法实现2015年成人文盲率比2000年
减半的目标 
2000—2015年间全体和女性成人文盲率预测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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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

莫桑比克

苏丹

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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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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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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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印度

毛里求斯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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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洪都拉斯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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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牙买加

突尼斯

越南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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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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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

塞内加尔

墨西哥

新加坡

缅甸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里南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几内亚比绍

东帝汶

赤道几内亚

南非

菲律宾

中国

巴林

乌干达

马来西亚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也门

马耳他

布隆迪

卡塔尔
科威特

注：以上国家都是1995—2004年间成人文盲率估计值都低于95%
的国家，并且基线估计值和2015年预测值都基于受调查者的自
我报告或替代报告。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2；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框注4.1：全球对比需要一致的“读写”
定义

各国与政策制定者们都承认，需要比现
有“读写”定义更好、更精细的信息。但是，
定义的改变可能不利于跨时间的全球进展测
评。

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由统计研究所发布的
估计数据都是基于家庭户主或其他成员自己关
于自己是否会读会写的报告结果，以及部分国
家将那些读完小学的人默认为有文化。最近几
年，由于缺乏对传统数据来源的更新，统计研
究所就必须使用直接评估得出的数据。评估方
法的改变被记录下来，但这些改变的含义却并
不总是能被好好理解。

然而，跨时间比较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
缺乏可比的数据来源。另一个问题在于各国对
于读写能力的定义甚至已经改变，但识字率的
计算却仍然基于相同的数据来源和算法。2010
年，马来西亚使用出勤率来定义识字率，但在
这之前却不是。在《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之
时，中国对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有不同的识字
定义；仅在2010年人口普查中才将该定义统一
起来。国家定义也有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便发生改变。在2007年，“读写”在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意味着至少能够阅读和书写一
段话，不限语种；但在2009年，受调查者只要
声称自己能读能写，他们就被视为“识字”。

资料来源：UIS（2014b）。

所 有 那 些 在
2000年左右
每100名识字
男 性 对 应 的
识 字 女 性 不
到9 0名的国
家 ， 都 已 朝
着 性 别 均 等
的 目 标 有 所
进步

《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地提出，扫盲

目标的实现“尤其要针对女性”。统计记录

则是含混的。在上面比较的73个国家中，到
2015年预期的女性识字率变化要高于总人口
的平均水平。

毋庸置疑，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一些进

展。所有那些在2000年左右每100名识字男
性对应的识字女性不到90名的国家，都已朝
着性别均等的目标有所进步。举例来说，在东

帝汶，每100名识字男性，在2001年仅对应66
名识字女性，而在2010年有83名，到2015年预
计将增加到89名（图4.2）。依据孟加拉国、
布隆迪、乍得和也门等国的情况，2000年以
后的全球扫盲运动似乎使这些国家比之前更

加接近性别均等，当然这些国家在1990—2000
年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这些国家中没有

一个到2015年能实现完全的性别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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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许多国家预计到2015年将在迈向成人扫盲的性别均等上取得实质进展 
1990年、2000年以及2015年（估计的）部分国家成人识字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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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自我报告和替代报告方法得出的数据，这部分国家在2000年或2000年左右的性别均等指数均低于0.90。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2；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国际调查和国家调查促进
对读写能力的直接评估

根据自我报告和替代报告来测算识字率所

带来的问题，已经促成通过住户调查来实施直

接的读写能力评估。尽管对于这种方法有附加

解释，但是直接评价识字技能的最标准的住

户调查是基于一种对识字与文盲的简单二元

分割。

但是自《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以来，

读写能力已经逐渐被视作一个多元概念而非单

一概念，就像演员的一个动作——这些演员被

置身于多样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

环境中，并且每个人都对于阅读和书写多种文

本抱有不同目的。读写作为一个用于沟通的技

能连续统呈现出不同形式。研究者们今天会

问人们如何运用读写能力？读写能力在他们的

生活中有哪些用处？读写能力对于人际关系又

有哪些影响？（Bartlett， 2008; Prins， 2009; 
Street， 2003）。

因此，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已经开始进行

更精细化的调研，不再仅仅测量成人是否能够读

写，而是测量他们的读写能力水平及其对于个人

和社会的意义（Ahmed， 2011; Esposito et al.， 
2014; Guadalupe and Cardoso， 2011）。

人口和健康调查与多指标聚类调查

2000年以来，两大主流国际住户调查项
目——人口和健康调查（DHS）与多指标聚类调
查（MICS），已经试图通过要求家庭受访者阅读
卡片上的一句话来对读写能力进行直接评估。那

些已经上过中学的成人不接受此项测试，因为这

些人被默认为有文化。尽管这项简单技术存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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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基于直接评估得到的2015年识字率估计值要低于住户调查报告的结果 
2015年（估计的）部分国家不同性别、不同估计方法的成人识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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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菱形图标表示统计研究所在2011年的估计，该估计基于读写能力的自我报告；圆形图标表示统计研究所最近的估计，该估计基于识字率的直接评估。
资料来源：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基于直接评
估的结果，
世界距离全
面成人扫盲
的目标比官
方估计值更
加遥远

限，但在一个为不同目的设计的调查中，其测量

结果要比自我报告准确得多，也为我们了解读写

能力水平做出了一定贡献。

最近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已经在缺乏其他传统的基于自我评估的识字率

信息来源时，选用以上调查所得到的信息。对

于20个国家来说（其中大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这种信息来源的转变允许其在基于自

我评估的早期估计和基于直接评估的最新估计

之间进行比较（图4.3）。两者之间的差值通常
是显而易见的。当估计值是基于直接评估做出

的，那么与自我报告推算的数据相比，更多的

成年人在阅读技能上显得有所欠缺。这20个国家
的平均差值在8个百分点左右，意味着世界距离
全面成人扫盲的目标比官方估计值更加遥远。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PIAAC）

经合组织开发了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

目，这一研究在25个高识字率的国家进行，抽
取了16.6万名年龄在16—65岁之间的成人。该
项目拓宽了1990年代国际成年人读写调查中原

先覆盖的读写能力领域，并且借鉴了2003—
2007年间在13个高识字率国家实施的成年人读
写与生存技能调查。

与以往的项目一样，标定后的国际成年

人能力评价项目的等级和分数可以用于不同

国家、不同受教育程度水平、不同雇佣类型

的比较。这种直接评估显示，即便在高收入

国家，仍然有不少成人的阅读精熟度非常低

（OECD，2013c）。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定义了6个等级
的精熟度：等级1以下、等级1—5。精熟度达
到等级1的个人能够阅读熟悉主题的简单文字，
而且“找到一条与问题或导语中给出的信息一

致或同义的信息”（OECD，2013c）。在国
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的参与国中，大约3%
的成人的阅读精熟度在等级1以下，另有12%
的成人仅达到等级1。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每
7个成人中就有1个，要么在上学时就从未成
为熟练的阅读者，要么他们的阅读能力因为

不经常使用而衰退。在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等国家，4个成人中就有1个阅读能力低下
（OECD，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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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职业也
帮助提升阅读
精熟度

成人阅读能力的国际差别不仅与受教育程

度的差距有关。成人要持续地学习和适应他们

的职业需求。不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人从事

读写能力要求较高的工作，而且高技能职业也

会帮助他们提高阅读熟练程度。与不怎么要求

阅读的工作相比，这类职业的阅读环境对保持

读写能力更有益。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的

结果显示，各国内部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的阅

读能力差异较大，那些被OECD归类为“高技
能”的职业比那些基础职业的从业者在读写能

力上得分更高。这种差异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

中比在另一些经合组织国家中更明显。比如在

挪威，这两类职业的阅读得分差距是斯洛伐克

的两倍（图4.4）。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
（STEP）

2010年，世界银行在13个中等收入国家启
动了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STEP）
的成人能力调查，其中包括读写能力（World 
Bank，2014g）。这项研究使用了与国际成年
人能力评价项目相同的读写能力定义，并将精

熟度分为6个等级。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调查已经

在阅读能力相对较低的人口中展开，尽管事实

上大部分情况下仅城市地区被抽取入样。由于

这个原因，调查对象必须首先经过一次筛选，

通过回答8个问题来确定其是否能够完成整个评
估。

在那些已公布数据的国家，加纳城市地区

的初筛通过率最低，大约有66%的男性和38%
的女性能够继续接受以英语进行的整个测试。

相比之下，在斯里兰卡，评估采用僧伽罗语或

者泰米尔语，调查对象的初筛通过比例就高达

81%，且没有性别差异。

这一巨大差异超过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两个

国家在学校教育水平和自我报告的读写能力上

的差别。比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

究所的数据，2010年加纳和斯里兰卡的成人识
字率分别为71%和91%。这一数据并不令人意
外，因为2010年加纳30%的成年人口没有上过
学，相比之下，斯里兰卡仅为4%（Barro and 
Lee，2013）。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
能调查揭示的差异也部分地反映出学校教育质

量的差别。但是，在加纳的评估是以英语进行

的，而以英语为母语的比例在抽样成人中不到

2%。在这些小部分使用英语的成人中，90%能
够通过初筛。在斯里兰卡，大部分成人都有机

会参加以他们的母语进行的评估。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加纳和

越南，调查显示，与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的参与国情况类似，阅读精熟度和调查对象职业

所要求的阅读量之间有明确的关联（图4.5）。
那些工作上要求更多阅读的成人有着更高的精

熟度等级。在越南，那些从事阅读强度较高工

作的城市工人的得分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国的高技能工人得分相当。

图4.4：在各国内部，不同职业类型的成人的阅读能力有较大差别 
不同职业类型的16—64岁成人的阅读理解得分

意
大

利

西
班

牙

法
国

奥
地

利

美
国

德
国

挪
威

韩
国

瑞
典

加
拿

大

丹
麦

爱
尔

兰

捷
克

共
和

国

波
兰

荷
兰

斯
洛

伐
克

澳
大

利
亚

爱
沙

尼
亚

芬
兰

日
本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与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

力的技能调查的等级2

等级3

高技能职业 低技能职业

阅
读

分
数

330

310

290

270

250

230

210

注：高技能职业包括管理者、专业人员、高级官员和技术人员。低技能或基础职业
包括劳工、生产工人。
资料来源：OECD（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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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那些职业要求更多阅读的成人具有更
高的阅读精熟度 
2011年城市地区居住的、不同工作阅读量要求的
成人的读写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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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等级1和等级2的定义与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
目一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
能小组基于该调查2011年数据的计算结果。

图4.6：在巴拉圭，农村成人的阅读精熟度更低，但在算术能力
上并非如此 
2011年巴拉圭不同地区调查对象在散文阅读和算术上的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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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散文阅读和算术能力精熟度水平的描述，参见
UIS（2013b）。
资料来源：Zarza et al.（2014）。

国家评估的
优点在于能
够增加一国
致力于成人
扫盲的利益
相关者和专
家的数量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LAM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启动了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以突出用散文阅读、

公文阅读和算术来测量读写能力的多个维度

（UIS，2009）。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从约旦、蒙古、巴勒

斯坦和巴拉圭等国的农村及城市地区抽取成人

样本。它本身的复杂性，加之统计研究所的体

制变动，延误了该计划的进展，以及官方报告

或数据的发布（Guadalupe， 2014）。这也许
是为什么一些起初愿意参加的国家后来转向其

他途径的原因。例如，肯尼亚开发了自己的阅

读能力调查，而越南加入了有利于就业和提高

生产力的技能调查。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定义了3个等级的读
写成绩。巴拉圭的结果显示，农村地区成人的

散文阅读能力低于城市居民，尽管在算术能力

上没有如此明显的城乡差别（图4.6）。相比于
20%的城市成人，仅有9%的农村成人在散文阅
读上达到了最高等级（等级3）。造成这一差距
的可能原因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更

少将西班牙语作为母语（Zarza et al.， 2014）。

各国国家成人读写能力评估

许多低识字率国家在1980年代开始采用读
写能力评估。一些国家将其包括在大型的住户

调查中，是一种具有诸多优点的成本-效益策略
（Venkatraman，2008）。其他国家则使用专门
针对成人读写能力的调查。2006年的肯尼亚国
家成人阅读调查，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之外使

用了18种方言，发现了较大的城乡差异，并发
现全国的成年女性识字率为59%，成年男性的识
字率为64%（UNESCO，2008b）。女性的识字
率估计值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基于

读写能力的自我报告估计出的结果要低13个百
分点，而男性的估计值则低出15个百分点。

孟加拉国统计局从2008年开始随机抽取家
庭样本来检测人口的读写和算术水平。第二次

全国读写能力调查在2011年以多种语言展开，
定义了4个等级的读写能力，并估计了每一等
级上年龄在11—45岁之间的男性和女性的分
布状况。与自我报告或替代报告得出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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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比较发现200 0年以来的成人扫盲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成果

表4.1：孟加拉国不同读写能力等级的成年人群分布

读写能力等级 直接测量的算术和读写能力 男 女

不能读写 缺乏解码字母表的能力，认识单词和数字，会数钱和物 36% 41%

半读写 能够认识和书写一些单词，能够在一个非常基本的水平上数钱和物 7% 9%

初级读写 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阅读和书写简单句子；掌握四则运算；在生活场景的熟悉环境中仅能有限地使
用这些技能

13% 14%

高级读写 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中流畅地阅读和书写；熟练掌握四则运算和数学推导；能够在日常生活和未来学
习中运用这些技能

44% 36%

资料来源：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2013），表2.3和表3.2。

自 2 0 0 0 年 以
来，在评估成
年群体读写能
力的方法上已
经取得重要进
展

相比，这些估计值给出了读写能力的另一画

面。在2011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方法得出的
同一年龄段上的成人识字率的估计值，男性

为64%、女性为58%（Bangladesh Bureau of 
Statistics，2013）。但是同年的读写能力调
查（直接评估）结果显示，仅有57%的男性和
50%的女性为功能性脱盲（表4.1）。

国家评估的优点在于能够增加一国致力

于成人扫盲的利益相关者和专家的数量。缺点

是，外部监测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国家

机构在同时负责监测扫盲和降低文盲率时会产

生利益冲突。这一双重角色会产生展示成果的

压力，或者严禁独立评估者获得数据。

年龄组比较发现2000年
以来的成人扫盲几乎没
有取得实质成果

自2000年以来，在评估成人群体读写能
力的方法上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尽管这些方法

还没有被广泛、充分地使用，以给出一个全球

图景，证据仍表明读写能力的传统测量方法

已经在视野上显得狭隘，而且无法捕捉到成

人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

技能。

但是，在我们的认识中存在另一个重要

不足。扫盲项目是以成人能够提升他们的读写

能力这一见解为前提的。不幸的是，用成人识

字率来评价扫盲项目的成功与否受到一个事实

的阻碍，即这一指标是基于不同成年群体在不

同时点上的结果。因此，即便没有一个成人改

变了他的读写状态，成人识字率也可能会单纯

地通过结构效应而增加或减少。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转换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和读写能力较高

的年轻个体跨入成人年龄组，而受教育程度和

读写能力较低的年长个体离开。这样虽然实现

了真实的成人识字率提升，但在个体水平上却

没有任何一个成年文盲真正脱盲。

因此，成人识字率的轨道可能会由于我

们的观察对象而产生显著不同，例如，我们是

观察一组20—30岁人群在2000年和2010年的
情况，还是一组20—30岁人群在2000年和一
组30—40岁人群在2010年的情况。所有我们
在后一情况下观察到的变化，都不是因为学校

教育的改变，而是通过扫盲项目或生活中的其

他机会获得了读写能力。使用后一种年龄分组

方法来分析识字率变化趋势为理解成人扫盲及

其可能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视角。不

过，这一视角除了在工业化国家的终身学习研

究之外很少得到应用。

这份《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新分

析严格遵循后一思路。理想状况下，这将涉及

对一组特定人群的读写能力的跨时间监测。但

是，此类研究非常罕见。另一较为可行的方法

是利用人口和健康调查的数据来跟踪一组给定

出生年份的人群随年龄变化的读写水平变化。

来自30个国家的2—3轮的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
被使用（Barakat，2015a）。分析聚焦在这些
调查的女性样本上，因为这些样本更大也更稳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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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主要结果是，大部分国家青年妇

女的识字率都在一个缓慢但清晰的改进轨道

上（图4.7；虚线）；但是从年龄组的视角来
看，这些明显的进步就不复存在（图4.7；连续粗
线）。例如，在马拉维，20—34岁妇女的识字
率在2000年是49%而在2010年是63%。但是，
对于那些2000年在20—34岁之间且2010年在
30—44岁之间的同一年龄组的妇女来说，她们
的识字率一直保持在49%。在埃塞俄比亚，那
些2000年在20—34岁之间的妇女的识字率从
21%下降到11年后的16%，此时这些妇女已经
在31—45岁之间。

尽管此处只呈现了一些国家，但它们是分

析中包括的30个国家的代表。在大部分国家，
特定年龄组的识字率由于读写能力使用不足而

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与整体成人识字率的增

加并不矛盾。但是，这种增加几乎完全是由于

进入年龄组的具有高读写能力的年轻妇女替代

了那些读写能力较低的年长妇女的结果。即便

考虑到高读写能力的人口有较低的早逝概率和

较高的迁移概率，以上结论仍然成立。

进一步聚焦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妇女亚群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即使是有限的进步也大多与

那些至少上过小学的妇女有关。那些童年从未

上过学的妇女几乎没有进步。换句话说，那些

读写能力得到提高的成人多多少少都接受过一

些正规的学校教育（Barakat， 2015b）。

在上图中，尼泊尔是个例外。该国20—34
岁妇女的成人识字率不仅在被分析的所有国家

中显示出最快速的增长，而且是唯一一个在三

轮调查的年龄组水平上仍被确认为有持续改进

的国家。尽管2001年的调查被限制在结过婚的
妇女，但2006年和2011年的调查则包含了目标
总体的所有妇女。获得如此正向绩效的一个原

因是，该国政府在2008—2012年国家扫盲运
动项目上投入了3 500万美元（Nepal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2013），而这一项目
也于2010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扫
盲奖。

解释成人扫盲的有限   
进展

如果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些超过学龄

的成人的读写能力都没有得到改善，一个重要

疑问就在于2000年以来改善成年群体读写能力
的努力是否产生了影响。本章剩下的部分对可

能有助于解释为何没有取得进展的四个因素进

行评估。这些因素包括全球政治承诺、扫盲运

动和项目的效益、推广母语扫盲项目的努力范

围、读写能力需求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对于

这些因素相对重要程度的评估，但2000年以来
的证据表明，国家扫盲政策应当同时考虑这四

个因素。

图4.7：在发展中国家，成人的读写能力很少得到提高 
2000年和2010年左右部分国家和年龄组的妇女识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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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岁妇女
（原队列）

注：1.识字率是直接进行评估的。2. 对每个国家，实线跟踪的是第一观测
点上年龄在20—34岁之间的妇女；例如，马拉维的实线跟踪那些2000年
在20—34岁之间且2010年在30—44岁之间的妇女。虚线跟踪的是同一年龄
组；例如，马拉维的虚线跟踪那些在2000年、2010年都是20—34岁之间的
妇女。3. 在2001年，尼泊尔的人口和健康调查仅抽取了已婚妇女，但在
2006年和2011年，该调查抽样了全部妇女。
资料来源：Barakat（2015）及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基于人口和健康
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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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成人扫盲的有限进展

与全民教育的
其 他 目 标 相
比，成人扫盲
已经被忽略了

成人扫盲的全球承诺模糊不清

全球识字率在1 9 7 0年代增长最快，从
1950年到2000年左右，文盲率减少了一半
以上（Carr-Hill，2008）。从1970年到20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识字率从 2 8 %增加
到60%，而阿拉伯国家则从29%增加到63%
（UNESCO，2006b）。受此进展的鼓舞，国际
社会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不断地发出提高成

人识字率的宣言。宣言的目标提高了全世界的

期待，认为文盲会走上像小儿麻痹症一样的道

路，并且能够被“根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牵头的“到2000年根除文盲的行动计划”在
1989年被正式通过。1990年在泰国宗滴恩发表
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强调，读写是“一个人自

身必要的技能，也是其他生存技能的基础”。2000
年的《达喀尔行动纲领》也设定了一个提升识

字率的具体目标。

不过，与《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不同，千

年发展目标（MDGs）并没有包括成人学习或读
写的具体参照。它隐含的假设是，高质量的普及

初等教育终将实现成人扫盲。千年发展目标反映

且帮助形成了发展目标和支持方案。一些声音认

为，正由于此，成人扫盲在国际和国家议程中都

被搁置（Wagner，2010）。一项对千年发展目
标的分析比较了30个国家中的两份国家级教育规
划——一份起草于2000年左右，另一份从2007年
开始。分析结果肯定，与全民教育的其他目标相

比，成人扫盲已经被忽略了（IIEP，2015）。

有所进步的是关于扫盲的思考。联合

国宣布2003—2012年为“联合国扫盲十年”
（UNLD）。当现有努力显然不足以在2015年
实现目标时，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
了“为了赋权的扫盲计划”（LIFE）作为推
进“联合国扫盲十年”的全球纲领。它的目标

在于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和发展

机构去复兴和推动扫盲事业。该计划关注35个
国家并推广一个更宽泛的读写能力概念，这些

国家居住着世界上85%的成人文盲。

对于成人文盲的另一个重要回应是《贝伦

行动纲领》，这是2009年12月于巴西贝伦召开的
联合国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CONFINTEA 
VI）的一项成果。该纲领与扫盲的整体观相一致
（Oxenham，2008），并将其作为成人教育的
中心，以及终身学习和发展目标的出发点。它

帮助在联合国体系内重塑扫盲的概念；而教科

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则被要求对此做
出政策回应（UIL，2010）。

第二份《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反思

扫盲》，也就是熟知的GRALE2（UIL，2013），
显示来自《贝伦行动纲领》的信息已经被整合

到各国的论争和政策改革中。该报告通过对提

交的129份各国进展报告进行分析，提供了对于
各国扫盲政策和进展的全面解读。

尽管自2000年以来，已有值得称赞的全
球计划来厘清成人扫盲的含义，并且发起了一

些扫盲项目来落实相关原则，但是这些项目在

实践当中并非十分有效。“为了赋权的扫盲计

划”的中期评估发现，非常难以形成一个计划

共识。虽然扫盲项目已产生显著变化，但在“

全民教育能力培养计划”（CapEFA）和“为
了赋权的扫盲计划”项目的背景下，这些都

缺少一个与各国教育战略相一致的长期视野

（UIL，2012；MDF，2013）。

扫盲运动和项目已经改革，但其
影响仍然难以捉摸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各国政府发起了
大规模的成人扫盲运动，这在部分情况下是跟

从激进的社会改革。但到了1990年代，由于国
际焦点转移到了普及初等教育，此类运动变得不

再普遍（Robinson-Pant，2010）。由于政治原
因，以及对此类运动理解读写能力获得方式的批

评，这种情况越加明显（Bought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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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达喀尔行动纲领》以来的各国扫盲运动

国家 运动或项目名称 启动年份 启动时的文盲人数（千）
运动结束时文盲的目标人数（千）或比
例（%）

阿富汗 National Literacy Action Plan (多项目) 2010 9 500
2014年3 600
到2020年从26%增加到60%

阿根廷 Encuentro 2006 730 (2006) 2010年无文盲

孟加拉国 National Action Plan  
(various programmes)

2010 49 036 (2005—2009)
37 000（11—45岁年龄组）
到2014年识字率达100%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Programa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Yo Sí Puedo’

2006 1 200 (2006) 到2008年无文盲

巴西 Programa Brasil Alfabetizado 2003 15 090 (1994—2004) 2010年无文盲（每年2 000）

布基纳法索 Programme Nationale d’Accéleration  
de l’Alphabétisation

2010 5 646 (2005—2009)
增加4 000，从2007年的28.3%提高到2015
年的60%

智利 Campaña de Alfabetización  
‘Contigo Aprendo’

2003 480 (2006) 每年20 000

中国 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7 64 604 (2005—2009) 到2015年将成人文盲率减少到6%以下

哥伦比亚 Programa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y 
Educación Básica de Jóvenes y Adultos

2007 2 475 (2006) 到2015年无文盲

多米尼加共和国 Red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2005 737 (2006) 3年200

厄瓜多尔 Manuela Sáenz 2006 672 (2006) 到2015年文盲率减少到2%
埃及 National Literacy Campaign 2011 17 816 (2005—2009) 到2020年文盲率低于10%

萨尔瓦多 Plan Nacional de Educación 2021 2007 1 006 (2006) 3年360

英格兰（英国） Skills for Life 2001
5 200 (16%) （阅读能力在等级1
以下）

2001—2010年间提高2 250成人的基本技
能水平

加纳 National Functional Literacy Programme
2000 

（阶段2）
5 290 (2000—2004) 到2006年1 000

危地马拉 Estrategia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Integral

2005 1 818 (2006) 3年863

印度 Saakshar Bharat Mission 2009 283 105 (2005—2009)
到2017年70 000（妇女60 000）；2017年识
字率80%

印度尼西亚 AKRAB! 2006 12 858 (2005—2009) 8 500；到2014年成人识字率96%
墨西哥 Modelo Educación para la Vida y el Trabajo 1997 5 942 (2006) 到2015年文盲率从4.7%减少到3.5%
纳米比亚 National Literacy Programme 1992 316 268 (2007) 到2015年实现青少年和成人整体识字率90%
尼泊尔 National Literacy Campaign Programme 2008 7 604 (2005—2009) 到2011年识字率100%

尼加拉瓜 La Campaña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De 
Martí a Fidel’

2007 1 095 (2006) 到2009年将文盲率减少到3%以下

巴基斯坦 NCHD Literacy Programme 2002/03 46 625 (1994—2004) 到2015年识字率85%

巴拿马 Proyecto de Alfabetización  
‘Muévete por Panamá’

2005 168 (2006) 5年90

巴拉圭 Plan Nacional de Alfabetización  
‘Por un Paraguay Alfabetizado’

2005 192 (2006) 156克服绝对文盲，100克服功能性文盲

秘鲁 Programa Nacional de Movilización  
por la Alfabetización

2006 1 465 (2006) 到2015年文盲率减少至2.5%

南非 Kha Ri Gude Mass Literacy Programme 2008 9 600 (2006) 4 700（2008—2012）

东帝汶 National Literacy Campaign ‘Yo Sí Puedo’ 2007 252 (2005—2011) 到2011年根除文盲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Misión Robinson 2003 1 008 (2001) 2006年无文盲

资料来源：根据Hanemann(2015)。

2 0 0 0 年 以
来，地区组
织和政府启
动扫盲运动
上的兴趣有
所增加

尽管如此，2000年以来，地区组织和政府
在启动扫盲运动上的兴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拉

丁美洲（表4.2）。大部分运动都设定了雄心勃

勃的目标，但是一些国家早已超过最后期限却仍

未实现。一些学者认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运动都

失败了（Rogers， 2003; Wagn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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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4.2：成人扫盲运动和项目通常缺乏效益研究

尽管扫盲运动都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

通常没有监测和评估机制来跟踪进展及汇报结果。

扫盲运动的典范“Yo Si Puedo”（是的，我
能）是由位于哈瓦那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教育研究

所于2001年发起的。起初，该运动通过广播提供大
众扫盲节目，后来则通过由电视或DVD搭载的视听
节目。在2003—2013年间，有30个国家——主要
是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超

过700万人使用这一扫盲模式来学习阅读和写作。
这一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分为三个阶段：训练、阅读

和写作的教学、巩固。2004年，当名为ALBA（也
即之前的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的地区联盟被创建时，它也推广
这一运动。之后，三个ALBA国家宣布自己为“无文
盲”国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009）、厄瓜多
尔（2009）、尼加拉瓜（2011）。一些政府将该运
动视作“在较短时间内以低成本延伸至非常广大人

群的一种方式”。然而，尽管实施广泛，目前还没

有对该方式的成本效益或者其在大规模上实现可持

续阅读技能的能力方面展开过独立评估。

Saakshar Bharat使命在2009年启动，这是印
度的全国性、政府赞助的扫盲项目。该项目的公众

意识和认可度通过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而得到提

高。这个项目旨在达到全国成人识字率80%的政府
目标，并为7 000万人（其中6 000万为妇女）提供
功能性读写。妇女的读写能力与“赋权于妇女”相

关，因此也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领域的包容

性成长”相关。该运动计划通过一个基础教育项目

惠及150万成人，以及一个职业技能发展项目再惠
及相同数量的成人。正如其他此类运动一样，该运

动的成本-效益及其在大规模上改善可持续阅读技
能的能力还没有进行过独立评估。

南非的Kha Ri Gude大众扫盲项目于2008年4
月启动，旨在于2012年底使470万成人脱盲。大部
分参加者是妇女。借鉴了“语言体验”和“整词”

的概念并且吸纳了新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

该项目的学习材料遵循整合方法来达到读写能力的

获得。材料是高度结构化，有嵌入式的贯序活动来

教阅读和写作，还包括一些学习游戏，它们帮助学

习者发展边理解边阅读所必要的阅读速度，以及达

到可持续阅读能力水平。课程围绕与学习者动机相

关的8个主题进行组织。没有结业测试，评价是基于
标准化评估工具形式的中间证据做出的（所有学习

者完成相同任务并且基于相同的标准来打分）。学

习者通过一个“学习者评估组合”连续地被测试，

该组合有10项以母语进行的读写评估活动和10项
算术评估活动。这些活动都是能力本位的，而且与

学习过程的各阶段相适应。该组合由督促员进行打

分，由监督员进行调整，由协调员进行控制，然后

送到运动总部由南非学历认定委员会进行最终分数

的核查。现有的数据已经能够支持对该项目的效益

进行纵向评估，但目前此类研究还没有展开。

资料来源：Boughton (2010); Hanemann (2014);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India (2010)。

各种运动通常
将文盲描绘成
一 种 可 通 过
正 确 干 预 措
施被“根除”
的 “ 社 会 疾
病”

大部分运动都有风险。它们会提高不切

实际的期望。它们不总是能照顾到多样性，而

是使用一种集权式设计的“整齐划一”方法，

加上规定的课程、目标和教材。有些国家已经

将目标锁定为特定人群，比如巴基斯坦是阶下

囚、厄瓜多尔是残疾人、尼加拉瓜是原住民

（Hanemann，2015）。

各种运动通常将文盲描绘成一种可通过正

确干预措施被“根除”的“社会疾病”，比如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东帝汶便是如此。这可

能给文盲打上烙印，使那些读写能力较低的人

变得消极并隐藏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当政治领

导人宣布自己国家“无文盲”的时候。

评估成功与否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一直缺

位。成人读写教育的内在复杂特征要求强大的

能力和协调机制，而这会妨碍此类进展的取得

（UIL，2012）。一个例外是南非的国家扫盲
运动（框注4.2）。

成人读写教育者的人数仍然非常少。教

师招募和培训被认为是扫盲项目中最薄弱的环

节。许多系统都持续依靠志愿者，比如巴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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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导人
在多语言方
案的可行性
上摇摆不定

Alfabetizado项目和加纳的全国扫盲项目。

总体来看，尽管2000年以后政府重新燃起
兴趣，也有了特色化扫盲运动方式的野心，但这

些还没有形成提升阅读能力的重要全球影响。

承认母语重要性方面的进展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了“对于初步

脱盲来说方言的重要性”。在此之后，受到

正式和非正式情境中多语言教育研究的支持，

基于母语的成人扫盲越发得到呼吁。许多领导

人虽然承认使用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带来的教育

益处，但仍然在多语言方案的可行性上摇摆不

定，害怕语言多样性带来的分隔或冲突。

在成人扫盲项目的实施中，领导人所担

心的事情几乎从未造成过真正的影响。今天，

多语言方案取得了相比于全民教育开始的时候

更好的信誉，但要将这些变为实质性的好处仍

然较慢。即使那些多语言方案有较长历史的国

家，仍然需要依靠非国家行动者和专业学会，

而不是国家规划和预算编制的主流势力。

实践者们越是意识到众多社区使用非主流

语言的事实，他们就越能理解当学习的语言不

是地方话时所造成的障碍。相反地，领导人越

是将其目光放在全球舞台、全球市场和全球关

系上，似乎他们给予地方实际和社区需求的关

注就越少。

墨西哥最近的人口普查（2010年）显示，
使用土语的大约有66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6.5%（INEGI，2012）。一项名为“生活与工
作的学习模范”（Modelo Educación para la 
Vida y el Trabajo）的政府计划于2000年启动，
旨在通过原住民群体自己的语言来安顿他们，

同时让他们有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的可能。为

了原住民社区，有两条学习轨道被开发出来：

一条为双语学习者，一条为起初只使用单一土

语的学习者（Robinson，2015）。从2007年
起，政府更加强调边缘群体，特别是原住民群

体，促使了更多语言——现在已有45种——在
学习读写和开发学习材料上的使用（Gobierno 
de México，2012）。尽管目前的国家教育规划
将原住民群体确认为面临特殊读写挑战，但是

却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行动，仅仅提及需要符

合实情的项目。而且，国家教育规划也没有提

出成人扫盲战略（Robinson，2015）。

在摩洛哥，直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指定
的语言仅有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法语。柏柏尔

语的使用一直受到压制，更不用说推广。语言

政策的变动由宪法改革来佐证。1996年宪法指
定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2011年宪法提及“在摩
洛哥被实践的语言和文化表达的保护”，给了语

言一个单独条款，并同时指定阿拉伯语和柏柏

尔语为官方语言。两部宪法都没有提及法语。

在新的宪法之下，虽然越来越多的公共机构同

时用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展示其名称，但几乎

没有任何使用柏柏尔语的日常书写。在2005—
2008年间，摩洛哥教育部扫盲司和美国国际开
发署的一项联合计划在成年女性扫盲项目中引

入了“语言桥”的方法，旨在使她们了解新家

庭的合法构架。这种方法在将妇女过渡到更广

泛的阿拉伯语读写学习之前，首先教她们用母

语书写（Robinson，2015）。

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38种语言，是世界上
语言最多的国家（Lewis et al.，2013）。英语
是官方语言，不过洋泾浜的皮钦语和莫土语也

都作为通用语在交流中广泛使用。巴布亚新几

内亚的1975年宪法包括了一个加强扫盲工作的
条款，并力劝所有个人和政府机构努力实现

皮钦语、莫土语或英语，以及其他方言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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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能力不仅
需要提供更好
的学习机会，
而且需要更多
的 机 会 去 使
用、提高和保
持

面扫盲。2000年颁布的一项成人扫盲政策清
楚地将读写能力获得与语言环境相联系。在读

写能力的5个目标中，有4个与语言选择有关，
意图在于以人们常说的语言形式将读写变得更

加平易近人。关于成人教育的一项报告显示皮

钦语的使用有所增加，并且进一步列出了13种
作为区域通用语的语言（Papua New Guinea 
Nation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8）。
然而，非国家行动者在成人扫盲上的坚强承诺

导致其与政府脱节，结果使得成人扫盲的公共

投资不足。最近的评估显示，即便是皮钦语也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obinson， 2015）。

自2000年以来，许多低识字率国家的条件
已经越来越有利于使用母语作为成人扫盲项目

的教学语言。但是，要么是由于组织限制，要

么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模糊态度，这些项目并

没有在足够大的规模上为提升成人读写能力做

出重要贡献。

日常生活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对于
读写能力需求的明显增加

那些由于不会写信、不会用手机和
ATM机而面临困境的父母想尽办法供他
们的孩子上学，为了让孩子不会因为没
文化而受到排挤。

 ——乌莫维戈·拉尼·埃比赫里

� 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

除非读写的需求在增加，否则成年人的读

写能力不太可能得到提升。读写能力不仅需要

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而且需要更多的机会来

运用、提高和保持。

自2000年以来，此类机会一直在增加。
一些有利的环境已经出现，高文化氛围通过社

区层面协作来对读写能力的获得和保持产生贡

献，比如在农业营销、公共健康干预、小额信贷

计划或水管理投资等方面（Easton，2015）。此
外，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运用读写能力

的新机会。然而，尽管有一种共识在增强，即

扫盲项目应当被附加到这些机会之中，但是这

对于读写能力获得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

与农业营销和生计开发有关的项目已经

包含读写能力构建。在喀麦隆、马里和莫桑比

克，社区层面的管理技能和能力，其中包括

读写，都成功地通过合作战略进行开发，以

提高小农户从市场参与中获益的机会，而在

此之前，这却是剥削的一个来源（Bingen， 
Serrano et al.， 2003）。在拉丁美洲，参与式
行动研究已经用来帮助农户理解从田间到消费

者餐桌的整个周期，同时帮助他们找出能够进

行更有效干预的环节、学习如何干预以及如何

满足学习需求，这其中包括更高水平的读写能

力（Ashby et al.， 2009）。

新卫生服务的地方组织和管理也已经与读

写能力建立起联系。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的原住民

艾塔社区，新农村卫生工作者培训的一个主要部

分就是参与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健康意义及其社

会政治含义的热烈讨论（Estacio，2013）。在加
纳和布基纳法索的库尔佩罗戈省，一项由国际

非政府组织支持的生育健康行动，带来了妇产

科和长期避孕措施的培训，这其中包括公共卫

生干预的读写能力。

小额信贷计划已经持续地被用作杠杆来

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同时也在货币化和日益频

繁的市场交易环境中创造了运用读写和算术

能力的机会。作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合作社

已经为社区领导提供了会计、贷款管理和信

用评估的简单培训。社区成员也被鼓励去申请

写作的信用。地方机构领导逐步实现自我培

训，来实施提议贷款的可行性的正式评估，以

及为潜在贷款人确保其借贷信用提供技术支持

（Easton，2015）。一个非政府组织赞助的计
划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6个村建立了小额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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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创建了一个社区动员的创新模型。除了

招揽受过教育的客户、培训贫穷且文化较低的

客户之外，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还试图缩小两类

群体的差距。他们创建自助小组，小组中有文

化的参与者可以为那些起初文化程度较低的参

与者解释管理问题（Brook et al.， 2008）。

公共资源管理计划也在需要读写能力的地

方创造机会。在印度安得拉邦卡努尔学区有一

所非正式的“农民水学校”，学员将读写视为

水管理和农作物选择的重要决策技能（Chavva 
and Smith， 2012）。然而，虽然读写能力得
到重视，却并非是所有农民在改进地下水和作

物管理时所必要的。这意味着，尽管农村经济

和社会有很多变化，但这种相对较慢的变化速

度通常并不足以加快成人对读写能力的需求。

再加上此类试图将社区发展与读写能力获得相

匹配的干预的规模较小，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对于读写能力的需求没有预期中增长得快，

而且成人扫盲结果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另一个变化却保有较大希望，那就

是快速扩张的通信技术。这一变革的速度容易

被人们所低估。宗滴恩《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并未提及“电脑”或“互联网”。虽然这些词

汇在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中出现了，但
在这份78页的报告中仅出现两次，且仅仅是关
于学校该如何促进公平的学习。与此同时，即

便在文化较低的社会中，手机的使用也呈指数

增长。移动设备能够改变读写环境吗？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互联网接

入仍然较低，但有可能利用手机的普及性来促进

对读写环境和阅读实践的强化。人们已经使用移

动设备来办理银行业务、付款和从事社交活动。

他们甚至参与民主实践，比如通过短信方式与政

治领导人交流（Asino et al.，2011）。最近一项
关于移动设备的比较调查，由7个国家（埃塞俄

比亚、加纳、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津巴布韦）超过4 000人参与完成。该
调查发现虽然使用手机读书的男性比女性多，

但是女性在手机上读书的时间比男性要长。一

款名为“世界领袖”的手机应用也说明了技

术如何帮助创造文化环境并鼓励阅读。2013
年，33.4万个独立用户每月免费浏览各类书
籍和故事，这些书籍有英语的，也有包括印度

语、斯瓦希里语、契维语和约鲁巴语在内的其

他语言（West and Chew， 2014）。当尼日尔的
一个成人教育项目中添加了手机上的教育练习

之后，其阅读和算术成绩比那些未使用手机的

项目有显著提高（Aker et al.， 2012）。

利用手机来增加读写能力需求的潜力在未

来几年将会更加突显。使用手机收发短信和邮

件增强了文字作为交流工具的使用。但是，对

于手机提升阅读能力的清晰证据仍然缺乏。

结论
自2000年以来成人扫盲方案所取得的积极

进展必须得到认可。将读写能力作为一个连续

统进行测量而不是“是或否”的评估已经成为

一个明确的趋势。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国际

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及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

力的技能等项目开发出的资源，将对国家监测

的发展做出贡献。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将影响许

多国家的政策和项目发展。

然而，几乎没有国家实现全民教育的扫

盲目标，即到2015年将其2000年的成人文盲率
减半。不仅如此，那些后来测试读写能力的成

人比那些早先测试的成人接受过更多的学校教

育。当有可能跟踪一个队列随时间的变化时，

女性识字率在她们成年之后得到提高的国家几

乎没有。因此，即便女性识字率的有限提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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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4：成人扫盲

结论

是因为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替代了

年长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

有四个因素可以帮助解释这一窘迫的状

况。首先，全球承诺软弱无力。在全球层面聚

焦一个更加整体的扫盲观的行动号召，与国家

层面为项目提供充足资助的意愿并不匹配。其

次，虽然大型国家扫盲运动和项目在1990年代
的相对衰退之后重新兴起，但是协调性和能力

的缺乏似乎在阻碍它们产生明显影响。对于引

入母语作为成人扫盲项目的教学语言这种诚挚

的做法来说也是如此。最后，尽管发展中国

家存在能够增加个人读写能力需求的明显有

利条件，但很多项目并没有充分地与此类机

会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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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在初等教育中，69%有数据可查的国家有望在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中等教育的进展缓
慢，48%的国家预计在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

 ■ 在阻止极度性别不均等方面，有一定成效。1999—2012年，小学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
学女童人数少于90名的国家数量，从33个减少到16个。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困女童仍然是最有可能从未进入过小学的人群。2010年，在几内亚
和尼日尔，70%以上的最贫困女童从未进入过小学，而最富裕男童中的这一比例不到20%。

 ■ 各学段上的女性教师招募、课本和课程改革、性别敏感教学的培训，这些都对改进学校的性

别平等非常关键。

 ■ 全球和各国的倡议已经促使女童教育得到改进并在缩小性别差距上取得进展。但是，在解决

童婚和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的政策上需要加强。

 ■ 男童在中等教育阶段遭遇不均等。尽管在许多富裕国家这种差距已经缩小或者弥合，但在另

一些国家差距却扩大了，并且问题正在一些较贫穷的国家出现。

第5章
目标5：性别均等与平等

1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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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已经调动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来发展一套战略以对抗女童和男

童之间的不均等，并且已经在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套战略基

于社区学校和社会支持的新改良模式的实施来降低社会经济因素的

影响，以及发展非正规教育。”

摩洛哥国家教育与职业培训部

在迈向更进一步的性别均等上已

经发生过世界性的强劲运动，特别是

在初等教育方面。本章回顾了达喀尔

论坛以来迈向性别均等和平等的全球

进展。本章回顾了那些成功地增加了

女童教育需求的政策和实践，从性别

主流化和政策改革，到改进学校基础

设施、减少早婚和青少年怀孕、创造

平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但是，仍然

存在许多挑战，而且本章也呼吁关注

教育成就上一直存在的性别不均等。

性别均等与平等 ............................155

迈向性别均等的进展 ....................155

营造一个赋权环境 ........................164

增加需求和支持受教育权利 .........166

扩展和改进学校基础设施 .............171

改进男童参与的政策也很必要 .....173

平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 .................174

支持学习结果的平等 ....................181

结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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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性别均等的进展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许多包含性别维

度——全世界数以百万的女童和男童仍然在入

学、上学和升学，以及学得好等方面面临不小

的困难。《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这一章

回顾与达到教育的性别均等和平等相关的政策

及项目，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所有儿童——女

童和男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使他们

能够实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全部潜能。本章探索

目标5实现的进展，以及仍在阻止其实现的障
碍。

教育中性别平等的实现仍然是社会公正

中的一个严肃议题。性别平等是一个比性别均

等更加复杂的概念，也更加难以测量。它的要

求不止于计算学校里的男女童个数，而是要探

索女童和男童在课堂及学校社群中的体验的质

量，以及他们在教育机构中的成就和他们未来

的志向。

自从2000年在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
坛之后，在实现初等教育性别均等上取得的进

展参差不齐。尽管到2005年达到初等教育性别
均等的目标已经错失，《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

告》的趋势预测显示，69%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有望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迈向消除中等
教育性别不均等的进展更加不突出；仅有48%
的国家将会在2015年实现目标（Bruneforth， 
2015）。

目标5呼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消除不
均等。在这两个阶段有数据可查的145个国家
中，不到一半（43%）已经或者可能将于2015
年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达到性别均等。有

超过四分之一（27%）的国家有可能在初等教
育阶段而非中等教育阶段达到性别均等。但

是过去15年仍取得一些进展，而且进展在加
速：本报告其他地方的趋势预测分析显示，到

2015年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达到均等的国

家数量为62个，但是如果1990—1999年间的
趋势继续维持不变，这一数字可能仅有25个
（Bruneforth， 2015）。

在概览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性别均等的进

展之后，本章讨论政府和民间团体在构建性别

平等支持上的努力。根据对儿童接受教育、在

教育中以及利用教育的权利的考量，本章余下

的部分考察应对女童和男童受教育的经济及社

会障碍的政策，包括通过供给方面的干预来改

进可及性和学校基础设施，以及增强校内性别

平等的措施。最后一节强调了学校结果和科目

选择的性别维度。

迈向性别均等的进展

在初等教育阶段已经取得进展，
但仍有更多需要去做

自1999年以来，初等教育入学上的性别
不均等已经得到显著降低，但并没有被消除。

在1999年和2012年有数据可查的161个国家
中，达到均等的国家数——用性别均等指数

（GPI）在0.97到1.03之间来衡量——从1999年
的83个上升到2012年的104个。性别均等指数
低于0.97——入学女童少于入学男童——的国
家数量从73个下降到48个。在那些到2012年还
未达到均等的国家中，大部分的不均等都是以

女童为代价，仅有9个国家以男童为代价。

在南亚和西亚有特别运动来减少初等教育

入学的性别不均等，这些区域的性别均等指数

从1999年的0.83提高到2012年的均等水平。然
而，区域均值掩盖了国家间的巨大差异。在8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仅有4个在这一时期达
到了均等：不丹、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目标 5    性别均等与平等

到2005年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到2015年实现教育领域性别平
等，重点是确保女童充分而平等地参与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并取得成绩。

69%的国家有
望在2015年实
现初等教育性
别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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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尽管在女童入学方面有较大进展，

但在阿富汗，每100名入学男童仅对应72名入
学女童。在尼泊尔，前期的性别差距已经逆

转，2012年初等教育阶段的入学女童比男童要
多。

2012年阿拉伯国家的初等教育入学的区域
性别均等指数是0.93，撒哈拉以南非洲是0.92，
这代表了进步但仍算不上均等。在这两个地

区，大部分国家在初等教育毛入学率上都呈现

出性别不均等减少的明显趋势，通常在开始时

女童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图5.1）。布隆迪在
1999年还离均等很遥远，每100名入学男童对

应79名入学女童，但到2012年该国已经消除了
这种性别差距。其他国家，包括贝宁、布基纳

法索、摩洛哥，虽然还没有达到均等，但已经

取得明显进展。

那些性别差距被逆转的国家突显出达到

性别均等的动态本质。需要对这些趋势进行谨

慎分析来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在冈比

亚、尼泊尔和塞内加尔，女童入学率相对于男

童的增加不仅反映出女童进入小学的微弱优

势，而且反映出更多男童在中途辍学。在塞内

加尔，1999年每100名小学辍学女童对应81名
小学辍学男童。到2000年，情况被逆转，每

图5.1：初等教育入学的性别不均等已经减少，但是若干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1999年和2000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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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不包括在两个年份都达到性别均等的国家。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97表示不均等是以女性为代价，而高于1.03表示不均等是以男性为代价。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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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性别均等的进展

157

100名小学辍学女童对应113名小学辍学男童。
因此，在理解那些可能反映教育系统不良发展

的性别均等变化上，需要引起警惕。

女童处境最不利国家的进展

自1999年以来，在一些女童面临最不利处
境的国家中，降低初等教育入学的性别差距已

经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和2012年均有数据可
查的161个国家中，有33个——包括20个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1999年存在以女童为代价
的极度不均等，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的入学

女童不到90名；到2012年，国家数量减少到16
个。在1999年排名垫底的阿富汗，已经克服了
巨大障碍将估计的女童初等教育入学率从1999
年的不到4%提高到2012年的87%，这使得其性
别均等指数从0.08增加到0.72。

图5.2比较了1990年、1999年和2012年均
有数据可查的国家所取得的进展。在1999年性
别均等指数低于0.90的28个国家中，有16个国
家到2012年已经跨过了门槛。这其中，不丹、
布隆迪和印度已经达到了性别均等，而在一些

还没有达到性别均等的国家，指数的增长仍然

引人注目。贝宁、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和

图5.1：初等教育入学的性别不均等已经减少，但是若干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1999年和2000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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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不包括在两个年份都达到性别均等的国家。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97表示不均等是以女性为代价，而高于1.03表示不均等是以男性为代价。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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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在1999—2012年间的进展比1990—
1999年间更快。科摩罗、摩洛哥和巴基斯坦依
靠从1990年代开始取得的进展，在达喀尔论坛
之后迈向了性别均等。

诸如危地马拉和摩洛哥这样的国家，虽然

已经接近性别均等的目标并且有较高的整体入

学率，仍需要增加努力去应对最边缘女童面临

的教育困境。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尼日尔，

这些国家在2012年的毛入学率都不到80%，它
们面对着在增加上学儿童数量的同时继续减少

极度性别不均等的双重挑战。

最贫困的女童仍然最不可能入学

理解入学性别差异背后的模式是重要的，

尤其对于那些仍在努力增加整体入学率的国

家。儿童是否入学后又辍学？他们是否一开

始就没能入学？世界上43%的学校外儿童从来
没有上过学。存在着相当的性别不均等：48%
的女童可能从未入学，相比于37%的男童。但
是男童更有可能中途退学：26%的男童相比于
20%的女童（参见概要中的图0.5）。低收入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一些国家有大量从未上过学的小学学龄儿童，

而女童仍然比男童更不可能去上学，特别是在

那些最贫困的儿童中。

在2000年代，在从未上过学的儿童比例
最高的国家中，10个有9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图5.3）。虽然从未上过学的儿童总体比例
在下降，大部分国家仍然存在性别不均等。最

贫困的女童仍然最可能从未上过学。在尼日尔

和几内亚，最贫困女童中有接近70%从未上过
学——这比最贫困男童的比例要高很多——相

比之下最富裕男童的比例不到20%。

在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针对女童的

教育政策帮助减少了最贫困女童和男童之间的

性别差距，尽管仍有大量儿童没机会上学。在

2006年至2012年间，巴基斯坦在减少从未上过
学的最贫困儿童的比例以及将女童和男童之间

的性别差距减少18个百分点方面进展不大。相
比之下，在最富裕儿童中，性别不均等在两个

年份几乎都不存在。

图5.2：在减少极度性别不均等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若干国家女童仍然面临
上小学的困难 
在1999年、1990—1999年和1999—2012年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90的国家的初等教育
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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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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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

科特迪瓦

尼日尔

几内亚

乍得

阿富汗
中非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比绍

注：图中仅绘制了1990年、1999年和2012年有数据可查的国家。如果在某一年份没有信息，则使用不超
过前后两年的信息。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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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学校，女童和男童共同
进步

当进入学校，女童与男童享有同等或者更

好的机会继续升入小学高年级：在许多国家，

女童到五年级的续读率一直与男童持平甚至要

高。在两年均有数据可查的68个国家中，有57
个国家五年级的续读率在1999年达到均等或以
男童为代价的不均等，而在2011年为58个。

即便那些女童在最初进入时处于极度劣

势的国家，入学儿童的五年级续读率一般都显

示出更小甚至无性别差距。在喀麦隆和科特迪

瓦这两个招生率的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90的国
家，女童和男童的续读率是均等的（图5.4）。

一些男童在起始进入点上处于劣势的国

家，包括冈比亚、马拉维、尼泊尔，男童的毛

入学率比女童要低。在那些招生率没有性别差

异但男童在五年级续读率上处于劣势的国家，

比如孟加拉国、缅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男童有更高的辍学风险。

贫困加深了初等教育完成的性别
不均等

使用这样一种教育完成的度量——初等

教育达标率——它包括人口中的所有学龄儿童

而并非只有那些已入学的儿童，最贫困儿童中

小学教育完成的性别不均等通常比最富裕儿童

要严重得多（图5.5）。尽管2000年以来，在
消除初等教育达标率的性别不均等上有总体进

展，最贫困女童仍然面临进入和完成初等教育

的极度劣势。在诸如老挝、莫桑比克和乌干达

等国家，那些最富裕女童已经在2000年后实现
了初等教育达标率的性别均等，但最贫穷女童

仍然远远落后于最贫穷男童。在老挝的最富裕

儿童中，完成整个初等教育的女童比例从2000
年的每100个男童对应88个女童到2010年达到

图5.3：在大部分有大量失学儿童的国家，最贫困女童仍然最可能无法入学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按富裕程度分列的从未入学男童和女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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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被选择的国家都是未入学儿童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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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然而在最贫困儿童中，这一数值却从每

100个男童对应77个女童下降到70个女童。

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等国

家，以最贫困男童为代价的初等教育达标率的

性别不均等在2000年以后已经有所改进，但
是在海地、津巴布韦等国家却出现了较大的不

均等，最贫穷的男童现在更不可能完成初等教

育。应对最贫困男童出现初等教育达标率偏低

的策略，需要弄清楚为什么男童早早地离开学

校。让更多的女童，尤其是那些贫困和弱势的

女童首先入学，仍然是那些寻求提高女童总体

达标率的国家的必要目标。但是，对于入学点

和续读的模式的仔细考察，也是确保女童和男

童平等参与和完成初等教育所必需的。

中等教育的性别不均等更大、更
多变

相比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存在性别不均

等的国家数量更多。到2012年，63%有数据可
查的国家没有实现中等教育入学的性别均等。

以男童和女童为代价的不均等的国家在数量上

相当：大约有32%的国家，每100名入学男童对
应的入学女童少于97名；在相同的比例上，女
童超过男童。

画面依据地区而不同。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南亚和西亚，女童仍然在中等教育阶段更

加劣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童相对于男

童的平均入学人数自1999年以来仅有轻微上
升，2012年每100名男童对应84名女童。在南
亚和西亚，尽管进展较大，但2012年平均每
100名入学男童仅对应93名女童。相反，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2012年的性别均等指数为
1.07，自1999年以来都没有变化，反映出大多
数国家的入学男童比入学女童要少——平均来

说，每100名女童对应93名男童。

图5.4：虽然女童更不可能入学，但男童更可能提早离开 
2011年和2012年初等教育毛招生率和五年级续读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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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虽然已经取得进展，但在最贫困儿童中完成初等教育的性别不均等最严重 
2000年和2010年按富裕程度分列的部分国家初等教育达标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性
别
均
等
指
数

性
别
均
等
指
数

布
基
纳
法
索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喀
麦
隆

科
特
迪
瓦

多
哥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中
非
共
和
国

乍
得

几
内
亚

贝
宁

莫
桑
比
克

危
地
马
拉

乌
干
达

赞
比
亚

塞
内
加
尔

2010

2000

巴
基
斯
坦

摩
洛
哥

埃
塞
俄
比
亚

塞
拉
利
昂

卢
旺
达
刚
果
埃
及

尼
泊
尔

马
达
加
斯
加

塞
尔
维
亚

尼
日
利
亚

多
民
族
玻
利
维
亚
国

肯
尼
亚

波
斯
尼
亚
和
黑
塞
哥
维
那

塔
吉
克
斯
坦

马
拉
维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越
南

秘
鲁

墨
西
哥

阿
尔
巴
尼
亚

哈
萨
克
斯
坦

印
度
尼
西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智
利

苏
里
南

加
蓬

阿
根
廷

圭
亚
那

约
旦
巴
西

洪
都
拉
斯

尼
加
拉
瓜

柬
埔
寨

哥
伦
比
亚

孟
加
拉
国

加
纳

津
巴
布
韦

斯
威
士
兰
蒙
古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菲
律
宾
海
地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最富裕儿童

布
基
纳
法
索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喀
麦
隆

科
特
迪
瓦

多
哥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中
非
共
和
国

乍
得

几
内
亚

贝
宁

莫
桑
比
克

危
地
马
拉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干
达

赞
比
亚

塞
内
加
尔

2010

2000

巴
基
斯
坦

摩
洛
哥

埃
塞
俄
比
亚

塞
拉
利
昂

卢
旺
达
刚
果
埃
及

尼
泊
尔

马
达
加
斯
加

塞
尔
维
亚

尼
日
利
亚

多
民
族
玻
利
维
亚
国

肯
尼
亚

波
斯
尼
亚
和
黑
塞
哥
维
那

塔
吉
克
斯
坦

马
拉
维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越
南

秘
鲁

墨
西
哥

阿
尔
巴
尼
亚

哈
萨
克
斯
坦

印
度
尼
西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智
利

苏
里
南

加
蓬

阿
根
廷

圭
亚
那

约
旦
巴
西

洪
都
拉
斯

尼
加
拉
瓜

柬
埔
寨

哥
伦
比
亚

孟
加
拉
国

加
纳

津
巴
布
韦

斯
威
士
兰
蒙
古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菲
律
宾
海
地

最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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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人口和健康调查、多指标聚类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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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性别不均等在缩小。在两个

年份均有数据可查的131个国家中，有30个国
家1999年的性别均等指数小于0.90，表明女童
处于极度劣势；到2012年，仅有19个国家属于
这种情况，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国家或者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男童面临极度劣势的国家数

量——性别均等指数大于1.11——在这期间从
18个下降到9个（图5.6）。

性别不均等的最极端案例仍然是以女童为

代价。尽管1999年以来有所进展，2012年仍有
13个国家在中等教育阶段每100名入学男童对
应的入学女童不到80名。在安哥拉，实际情况
在恶化，每100名男童对应的女童从1999年的

75名下降到2012年的65名。在中非共和国和乍
得，这两个最近都受到冲击的国家，2012年中
学的入学女童数量几乎是入学男童的一半。

自1999年以来，男童在中等教育中劣势
地位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在一些中等教育总

体入学率较高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持续

以男童为代价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所有西欧

国家（除了芬兰和卢森堡）的差距到2012年已
经弥合。在蒙古和南非，减少不均等的强大进

展见证两国几乎达到了性别均等。在一些较为

富裕的国家，比如阿根廷、苏里南和若干加勒

比地区国家，中等教育入学的性别差距已经扩

大，而孟加拉国、缅甸和卢旺达这些较为贫困

图5.6：中等教育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但在一些地区仍然较大 
1999年和2000年不同地区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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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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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开始出现性别差距。在莱索托，2012年
每100名入学女童仅对应71名入学男童，这一
比例从1999年开始就没有改变过。

初等教育达标率低和中等教育辍
学率高加剧不均等

在进入和完成初中教育的儿童人数上的

性别不均等已经缩小，尽管许多国家还没有达

到均等。本报告来自78个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
分析显示，平均来说，达到初中教育程度的女

童人数从2000年每100名男童对应81名上升到
2010年的93名。这些国家在初中教育达标率上

的大部分不均等可以由初等教育达标率的初始

不均等来解释。虽然入学男童和女童以同样的

人数从小学最后一年转入初中，但是进入小学

最后一年的女童平均人数在2010年是每100名
男童对应93名女童，女童掉队的人数更多。

然而，组别的平均值掩盖了相当的差异。

在历史上女童一直处于劣势的较贫困国家，初

中教育达标率的性别不均等依然是一个严重问

题，尽管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在较富裕国家，

可以观察到以男童为代价的不均等在上升。

图5.6：中等教育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但在一些地区仍然较大 
1999年和2000年不同地区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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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97表示以女童为代价的性别不均等，高于1.03表示以男童为代价的性别不均等。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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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马拉维、柬埔寨等较贫困的国家，

已经在初中教育达标率的均等方面有相当进

展，这绝大部分是依靠减少小学达标率的不均

等。2000年，柬埔寨每100名男童对应66名完
成初等教育的女童，在10年之内该国达到了均
等。这对其迈向初中教育均等的进步产生了贡

献，在2010年的性别均等指数达到0.90。马拉
维在小学达标率的均等上坚定前行。但是在所

有三个关键点上仍然存在不均等：2010年每
100名男童对应的完成初等教育的女童人数为
90名，其中82名升入初中，但仅75名继续读到
初中最后一年。在这两个国家，不均等在初中

教育的入口和完成上增加了，表明存在严重瓶

颈（图5.7）。

在巴西、突尼斯等较富裕国家，初中教

育达标率的不均等在以男童为代价扩大，主要

原因是男童的辍学率在上升。在巴西，初中教

育达标率的性别均等指数从2000年的1.12上升
到2010年的1.18。在突尼斯，小学达标和初中
入学的均等在2010年实现，之前是以女童为代
价，但是现在更少的男童能坚持到初中最后一

年。在越南，前期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已

经消失。

在高中阶段，男童比女童更有可能辍学。

在有数据可查的78个国家，2010年每100名女
童对应的续读到高中最后一年的男童人数为95
名，从200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那些男童在
初中达标上已经处于劣势的国家，比如巴西，

这种已扩大的不均等仍在加剧。

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青春期少年的完

成率一直受到持续关注，2011年这些国家女
生按时读完高中的平均比例为73%，而男生仅
为63%。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德国除外），
女生的高中毕业率均超过男生。这一差距在冰

岛和葡萄牙最为明显，女生的毕业率超过男生

20%或更多（OECD，2012c）。

营造一个赋权环境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全球倡议引致空前的

政府和民间团体对性别均等和平等的支持，尤其

在女童入学方面（参见概要）。2000年，《达喀
尔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引导国际

社会消除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性别不均等。

此外，《达喀尔行动纲领》安排了到2015年实
现性别均等的关键战略。同样在2000年启动
的“联合国女童教育计划”（UNGEI），是第
一项专门改善女童教育和提高教育性别平等问

题意识的全球合作计划。

各国政府轮番实施立法和政策改革；让

性别在教育体制结构、规划和预算中主流化；

在社会中赢得决定性数量的支持。民间团体的

行动已经增强对女童教育重要性的意识。虽然

未能在2005年实现教育性别均等的目标，而且
在达到均等和平等上仍然有巨大障碍，但是自

2000年以来对教育性别问题的承诺已经在增
加。

图5.7：性别不均等在整个初中教育阶段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大 
2000年和2010年部分国家小学完成率、升学率和初中完成率的性别均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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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住户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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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营造一个赋权环境

性别主流化和预算编制成为焦点

性别主流化旨在将性别平等作为一个中心

理想整个反映到机构和社会的结构及实践中，

而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或者部门。《达喀尔行

动纲领》要求政府承诺通过教育体系来使性别

主流化。

《北京行动纲领》，在北京召开的1995年
世界妇女大会上获得通过，支持将性别主流化

作为实现性别平等承诺的关键手段（UNESCO 
and UN Women， 2014）。一个关键目标就是
将性别视角整合到跨部门的政策、规划和预算

编制中（UN， 1995）。

在此之后的20年里，有利于性别主流化的
政策已经在教育部门广泛实施（Unterhalter et 
al.，2010）。在布基纳法索，政府在2001—
2010年教育规划中制定策略来加强女童教育改
进理事会——该理事会是基础教育和扫盲部的

一部分（UNESCO，2008b）。也门在2003年
成立了社区参与小组，在2006年成立了女童教
育部门，两个机构设在教育部内，以执行国家

女童教育战略（Kefaya，2007）。在布基纳法
索，女童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2005年
之间增加了47%；在也门，增幅为46%。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就是现在的联

合国妇女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推广性别响
应式的预算编制（UN Women，2012b）。该
机构的做法是仔细审查政府预算实践对男性和

女性、女童和男童的不同影响（Unterhalter， 
2007）。这使得民间团体组织能够对政府致力
于性别平等的承诺进行问责（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and RESULTS Education Fund， 
2011）。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性别预算
编制计划已经通过提供更好的社区供水设施来

帮助认识和减少女童的家庭劳动时间（Plan 
International， 2012; UN Women， 2012a）。

研究表明，对整个教育系统投入充足的

资源来实现性别主流化战略，有助于确保教育

体制中的性别平等(Unterhalter et al.，2014）。
然而，在许多国家，性别主流化行动受到一些

制约。在机构设置方面想要实现革命性的改变

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产生改变的资源还不

充足，性别相关单位在机构内被边缘化，没有

足够的倡议支持，计划执行受制于歧视的根深

蒂固（Subrahmanian，2006；Unterhalter et 
al.，2010）。印度拉贾斯坦邦的Shiksha Karmi
项目，旨在让偏远社区的男性和女性参与到改

进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活动中，但该计划被某

些项目领导人对女性偏执的歧视态度所破坏

（Jain，2003）。

立法和政策改革巩固进展

在迈向更加平等的教育上取得进展受到来

自法律和政策承诺的支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最近关于支持受教育权利的方法概览中，59
个报告成员国中有40个明确提及保障女童和妇
女的受教育权利，或者禁止在国家宪法、立法

和具体政策中出现基于性别的歧视（UNESCO 
and UN Women， 2014）。

经合组织的2012年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
（SIGI）显示，2009年以来许多非经合组织国
家已经在解决妇女和女童的歧视方面取得有前

途的进展。有具体立法措施来对抗家庭暴力的

国家数量翻了不止一倍，从2009年的21个增加
到2012年的53个，并且有29个国家确定了妇女
政治参与的配额（OECD， 2012d）。

需要做的还很多。尽管取得了积极进步，

歧视性的社会制度仍在损害性别平等。在2012
年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涵盖的121个国家中，
有86个仍然存在歧视性继承法律或实践。尽管
许多国家已经加强了禁止早婚的法律，但2012
年早婚在各国的盛行情况仍然高得令人难以接

受，15—19岁之间的女性平均有17%已经结婚
（OECD， 2012d）。

尽管取得了
积极进步，
歧视性的社
会制度仍在
损害性别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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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国家大幅缩小了性别差距，包括布

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摩洛哥，都将

性别视角整合到国家教育规划、战略规划或政

策中，具体包括提高女童受教育权利，对女童

的低入学率做出定向反应（UNESCO and UN 
Women， 2014）。

本报告对30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规划进行了
分析，发现那些在2000年和2012年都在规划中
纳入性别观点的国家，在迈向初等教育入学的

性别均等上取得明显成效。这些国家包括布基

纳法索、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在冈比亚、毛

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入学女童在这一期间上

升到了全部小学入学人数的一半以上，有效地

逆转了性别差距（UNESCO-IIEP， 2014）。

综合性政策纲领已经支持教育参
与性别差异较大的国家取得进展

提高性别均等的有效策略通过多元战略应

对障碍。那些在减少教育性别差距上已取得明

显进步的国家，都有综合性政策纲领，这些纲

领在立法改革的支持下，综合多种措施来提高

受教育权利，特别是女童。

印度和土耳其已经弥合了小学和初中阶段

的性别差距。在印度，多元战略帮助提高女童教

育的可及性和质量。这些包括为所有女童提供

免费教材、“回到学校”的露营活动和衔接课

程、招募女性教师，以及增加农村和弱势群体女

童教育需求的国家项目（Govinda， 2008）。在
土耳其，旨在扩大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参与的

法制改革和学校建设，得到贫困家庭女童奖励

和提高女童入学的全国性意识运动的补充支持

（Sasmaz， 2014）。

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在总体入学率取得

快速进步的同时，也显著改善了初等教育阶段

的性别均等。两个国家都为入读小学一年级的

适龄女童提供奖励，让她们可以在青春期前读

完小学；在布隆迪，女童上小学第一年的学费

被免除。改善女童教育的干预措施包括布隆迪

的“母亲团”（Vachon，2007）和埃塞俄比亚

的“社区敏化运动”（Bines，2007）。减少
童婚的法制变革已经对营造一个赋权的政策环

境起到支持作用（Psaki，2015）。

然而，应对以男童为代价的性别不均等

的政策仍然稀缺，而且很少形成像女童教育那

样的综合性、多层级的框架。通常，焦点在于

男童的学业成绩差，容易脱离学校。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包括伯利兹、萨尔瓦

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它们从2000
年开始就已经引入独立政策和干预措施。这包

括将技术和职业科目纳入基于课程、学校和社

区的项目的主流，以解决青年犯罪和暴力问

题，以及辅导计划（Jha et al.， 2012; Jha and 
Kelleher， 2006）。

增加需求和支持受教育
权利

接下来的小节考察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团体寻求克服学校教育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文

化障碍、缩小性别差距的途径，以及相关进展

情况。三个关键的行动领域是：通过社区动员

和倡议运动来推广关于女童教育的积极价值和

态度，为补偿学校成本和机会成本提供奖励，

解决早婚和青少年怀孕。

改变态度和动员支持女童教育的
力量

社会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以

及社会与文化的规范和行为——能够帮助解释

为什么教育性别均等和平等在一些国家还没有

实现。那些没有考虑到歧视性社会制度的政

策干预无法抓住性别不平等的要害（OECD， 
2012a）。基于2012年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的
分析发现，对女性歧视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

在一系列发展指标上（包括教育）表现更差

（OECD， 2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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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需求和支持受教育权利

对更大性别平等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性社

会规范和态度消极地影响了女童教育的需求，

并且限制了改进女童入学的益处。这些规范反

映在诸如早婚、传统的隔离行为、在家庭教育

投资中偏爱男童、家庭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等实

践中（OECD， 2012d）。例如在许多国家，
妇女和女童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Lyon et 
al.，2013），包括搜集烧火的薪柴、运水、照
顾年幼的弟妹——这些都限制了儿童上学的能

力（Dreibelbis et al.， 2013; Keilland， 2015; 
Nankhuni and Findeis， 2004）。然而，女童
的家务劳动几乎是隐匿的，不可能被儿童劳

动法所触及，也极少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UNESCO， 2008b）。

相反地，教育作为人权的重要性和增加

教育需求的推广是与提升教育对个人、家庭、

社区和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文化价值的意识联系

在一起的，对于女童来说尤其如此。国家倡议

和社区动员运动已经作为宽泛政策纲领的一部

分，来改变家长态度和构建日益高涨的女童教

育支持氛围。

早期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运动于1990年代在
布基纳法索（Hickson et al.，2003）、埃塞俄比
亚（Bines，2007）和马拉维（Rugh，2000）开
展，帮助建立了支持女童教育的广泛社会支

持。塔吉克斯坦的2015年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NSED）利用电视和广播运动来推广女童教
育。最近的2020年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继续使用
媒体运动，但目标定位于提高女童在义务教育后

中学阶段的极低入学率（UNICEF，2013b），到
2012年每100名男童对应90名女童。

代表政治论坛上民间团体的国民教育联

盟，能够支持女童教育和性别平等的主张。成

立于达喀尔论坛前期的全球教育运动组织，与

超过80个代表民间团体声音的国民教育联盟

一起工作（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2014；Verger and Novelli，2012）。它发起“使
它正确”运动，呼吁与市民团体合作起草稳健

的政府规划，并且在实现教育性别平等上提供

资源支持（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and 
RESULTS Education Fund，2011）。该运动的
一个组成部分，即加纳国民教育联盟运动，得

到了教育部一项关于研制性别政策的承诺。

该政策作为2012年政府议程的一部分（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2），以应对中
学阶段的性别不均等问题，即达到每100名入
学男童对应91名入学女童。1

社区动员战略已经被整合到许多支持女童

教育的非政府项目和小规模计划中。在布基纳

法索，社区动员活动是提供高质量、女童友好

学校项目的一部分（Kazianga et al.， 2012）。
在印度，学区初等教育项目通过一项妇女宣传

工程来动员和组织妇女支持早期干预以提高女

童入学率（Unterhalter， 2007）。

这些运动已被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融合

来自多个部门的合作者，它们得到国家规划

和政策的支持，并且直接涉及草根组织和社区

（Parkes and Heslop， 2013）。在土耳其，
宣传女童教育的国民运动中纳入了多个利益相

关者，这带来了目标学区入学人数增加（框注

5.1）。但是，这个例子也突显出前文所述的、
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视的挑战。尽管在此运动的

支持下年轻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对于性

别平等的态度却没有得到大范围改善（Dincer 
et al.，2014）。在土耳其的宪法和刑事法典
中，妇女的权利仍然没有受到全面保护。对妇

女的家庭暴力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在政治舞

台和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的参与程度依然较低

（Pasali， 2013）。

1. 加纳在2012年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性别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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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学校教育成本

在整个全民教育时代，全球的注意力都被

引向通过降低学校相关成本来纠正入学率和完

成率上的性别不均等——这种不均等更多地影

响女童。在女性入学率和完成率较低的国家，

通过激励措施来提高家长需求的策略包括定向

的费用减免、抵充上学直接成本的奖学金、减

少上学额外成本的现金补贴。

2000年，贝宁的全民教育国家评估规划
中的一个承诺，就是免除农村地区公立小学

女生的学费（Ben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2000）。与社区动员策略
结合起来增加女童教育的需求，这一措施显著

减少了小学阶段的性别差距，性别均等指数从

1999年的0.64增加到2012年的0.89。2006年，
也门免除了所有小学女生的学费和校服费。

奖学金和补贴能够帮助女童继续上学。

在柬埔寨，以正常出勤和续读为条件的奖学金

让女童从小学升入中学，帮助女童入学率提高

22—32个百分点（Filmer and Schady，2008）。
在印度的旁遮普邦，女性学校补贴项目设立于

2003年，目标锁定识字率最低学区中的公办
学校的六到八年级女童。该项目的头4年里，
所有年龄组的入学率增幅在11%—32%之间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2011a）。

尽管如此，平等问题仍然值得关注。在

孟加拉国，尽管一项农村中学女生补贴计划

在提高女童入学率上获得成功，数据表明来

自较富裕的、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女童受益更大

（Khandker et al.，2003）。在尼泊尔，奖学
金并不总能足够支付如教育材料在内的全部学

校费用，也无法为最贫困家庭送女童上学提供

激励（Ridley and Bista， 2004）。

不仅如此，尽管试图纠正入学不均等，

但奖学金和补贴可能导致其他形式的性别不

平等。孟加拉国的一个小学教育补贴项目对

贫困家庭男童的续读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男

童没有资格在中学阶段获得面向女童的补贴

（Baulch，2011）。在巴基斯坦，证据表明
在那些女童有资格获得公办学校补贴的家庭，

男童更有可能进入民办学校，而那里能够提

供更高质量的教育（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2011a）。

框注5.1：在土耳其，多元利益相关者支持改善女童教育的运动

“嘿，女童，让我们去上学！”运动，由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土耳其办事处与土耳其教育部共

同发起并实施，支持政府努力去增加受教育机会并

提高女童入学率。该运动于2003年在土耳其基础教
育性别最不均等的10个省展开。

由于教育部缺乏失学儿童的具体信息，指导

委员会派遣咨询人员到这10个省去评估需求并且将
运动有关事项通知当地相关人士。由于土耳其教育

体系的分层结构，这一举措的效果有限：咨询人员

被认为是督导人员，而且对运动的理解不足。

随着方法的转变，该运动在众多中央和各省

的利益相关者中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官员

经常去解决地方小组遇到的问题。政府官员和教师

都深度参与家访——这是一种规劝家长送女童到学

校读书的有效策略。地方民间团体组织也成为运动

的一分子。

与其他省份相比，这10个在运动开始时入选
的省份都在缩小入学性别差距上取得了更大进步。

据估计，在运动持续的4年中有大约35万名儿童入
学。

资料来源：Sasmaz (2014); Belel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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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和青少年怀孕

过早结婚和怀孕限制了青春期少女接受

教育和继续学业。在许多文化中，上学通常与

婚姻和母性的责任与期待不相容（Mensch et 
al.，2005）。不管怎样，早婚、生育和女童教
育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正如2013/14《全民
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女童

参与正规教育本身就是延迟婚姻和生育的一个

重要因素（UNESCO，2014c）。教育决策、
结婚年龄和怀孕是一些深层因素的综合结果，

比如贫困、歧视性社会规范、家庭结构，以及

教育供给的可及性和质量（Psaki，2015）。
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也加剧了女童在早婚中的

脆弱性（Lemmon，2014）。

童婚立法已经得到加强，但不足以
消除此类行为

国际人权法禁止童婚。在1994年国际人
口与发展大会上颁布的行动计划中，签署国同

意强制实施针对童婚的法律。一些地区条约，

包括《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和《非洲妇

女权利议定书（2004）》，也敦促政府阻止童
婚。在55个有数据可查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有
23个和20个国家在1990—2000年间提高了女性
和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在2010年，158个国
家有法律规定18岁为无须父母同意的女性法定
结婚年龄（Loaiza and Wong，2012）。

全球范围内消除童婚的进展仍然缓慢。

2000—2011年住户调查数据表明，41个国家中
年龄在20—24岁之间的女性，有30%或者以上
在18岁时已经结婚或订婚（Loaiza and Wong， 
2012）。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立法是否有效地
遏制了早婚现象（Psaki，2015）。孟加拉国
以66%的比例位列世界上童婚最普遍的国家之
一，尽管允许例外，但法律将结婚年龄限制

在18岁（Brown，2012；Loaiza and Wong，
2012）。对印度尼西亚1974年国家婚姻法的

评估发现，该法的引入并没有使童婚趋势产

生明显偏离（Lee-Rife et al.，2012）。在也
门，2009年一项法律将最低结婚年龄定为17
岁，但是在保守派议员和牧师的反对下，该法

令未能实施（AlAmodi，2013）。

尽管如此，在一些国家，童婚的发生率已经

得到显著降低，比如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和尼

泊尔。在埃塞俄比亚，受教育程度也得到提高，

据估计童婚率在2005—2011年间下降超过20%
（Loaiza and Wong，2012）。这通过一项包括立
法变革、宣传和社区动员运动的综合纲领得以实

现（框注5.2）。

框注5.2：埃塞俄比亚解决童婚

在埃塞俄比亚，按现行估计年龄在20—24岁之
间的女性有41%的人在18岁前已经结婚或订婚。宣
传运动、社区动员和女童俱乐部已经在解决童婚方

面展现出积极效果。

埃塞俄比亚1995年宪法强调处理对女性的传统
态度和歧视的重要性。这一承诺在附加政策和4个教
育部门发展项目中得到加强。2000年家庭宣言修订
稿将男童和女童的法定结婚年龄定为18岁。进展是
缓慢的，但到2008年，9个地区政府中有6个已经制
定了相应法令。

妇女、儿童和青年事务部正在完成一项针对早

婚等不良传统行为的政策，并且领导2013年成立的
全国终结童婚联盟。政府运动在阿姆哈拉地区已经

非常引人注目，那里的童婚率虽然依旧极高，但在

2005—2011年间从74%下降到56%。记录在案的社
区行动包括对安排未满年龄婚姻的家庭进行罚款，

以及对报告计划婚礼的校园俱乐部进行罚款。

非政府组织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更次要一

些。人口理事会的Berhane Hewan项目，将社区动
员与经济激励结合起来推迟结婚年龄，结果发现，

与控制组的10—14岁的女童相比，参与该运动的同
龄女童留在学校读书的可能性高出三倍，而结婚的

可能性下降为控制组的十分之一。

资料来源：Boyden et al. (2013); Loaiza and Wong (2012); Mekonnen and 

Aspen (2009); Psak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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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母亲在继续学业上面临挑战

尽管青春期怀孕和未成年生育是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关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

发生率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更高。在2010
年，发展中国家有3 640万在20—24岁之间的女
性报告她们在18岁以前就已经生过孩子，更有
200万在15岁之前（UNFPA， 2013b）。

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90%怀孕的女童都
已婚（UNFPA，2013b）。与未婚的同龄人相
比，已婚女童面临更高的性暴露，也更不可

能采取避孕措施，同时还有结婚后的生育压

力（Presler-Marshall and Jones，2012）。
因此，减少青春期怀孕可以从推迟结婚的有效

政策和项目着手。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婚外

早孕和非计划怀孕的风险在增加（Hindin and 
Fatusi，2009; Mensch et al.，2006; Presler-
Marshall and Jones，2012）。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尽管童婚的普遍性在1994—2004年间
有所下降，但在被分析的27个国家中，有19个
国家18岁以前的婚前性行为的普遍性有所增加
（Mensch et al.， 2006）。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包括喀麦隆（El-
oundou-Enyegue，2004）和南非（Geisler et 
al.，2009），怀孕已经被认定为中学女生辍学
和被排挤的关键因素（Makamare，2014）。在
拉丁美洲国家，青少年的高怀孕率受到公众的

严重关注。在智利，成为母亲意味着完成中等

教育的可能性减少24%—37%（Kruger et al.， 
2009）。

在1990年代末期，若干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已经采取政策来支持女童在生完孩子后重

新上学（Makamare， 2014）。但是即便有政
策，其实施也非常有限，教育提供者和社区都

没有意识到重新入学政策，也没有支持女童的

回归。在学校，对怀孕女童和未成年母亲的污

蔑和歧视较为普遍（UNESCO， 2014b）。在
南非，立法禁止学校拒绝怀孕女童，但是仅有

三分之一在产后回到学校。那些回到学校的女

童通常也不得不面对教师和同伴们的负面态度

及行为（Bhana et al.， 2010）。

还有其他教育途径可以支持失学的未成年

母亲。在安哥拉和马拉维，非正规的第二次机

会项目已经为未成年母亲创造听课的机会，允

许她们带着孩子一起（Jere，2012；Save the 
Children，2012）。在牙买加，一个政府资助
的项目为未成年母亲提供继续教育，她们从怀

孕开始就一直被学校排除在外，直到2013年的
一项立法改革。该项目已经有效地使女童重新

融入正规教育之中，降低了进一步怀孕的可能

（UNFPA，2013a，2013b）。

直接与青年接触的项目具有积极
效果

那些直接与女童接触的项目特别成功

（Lee-Rife et al.，2012）。针对危地马拉原住
民女童的Abriendo Oportunidades计划到2011
年已经达到3 500人，而且产生了积极影响。一
份2010年的评估发现，所有参与者都已经读完
六年级——全国同龄人不到82%，而且项目实
施过程中97%的参与者都没有生孩子——非参
与者为78%（Catino et al.， 2013）。

在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和赞比亚，名为“青年男子作为同等合作者”

的项目（2005—2009）与教师、社区领导、健
康服务提供者和同辈教育者一道，鼓励10—24
岁之间的青年男女进行有责任的性行为，并且

在性和生殖健康的决策上加强性别平等。该计

划的活动包括性教育、性别意识训练、提供对

青年友好的健康服务、心理辅导，以及避孕套

的发放（RFSU，2009）。在计划执行期间，
目标地区的怀孕率有所下降。据报道，在肯尼

亚，目标学校的女童怀孕率从2006年的1/29下
降到2009年的1/97（RFSU， 2009）。

安哥拉和
马拉维已
经为未成
年母亲创
造听课机
会，允许
她们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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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和改进学校基础设施

扩展和改进学校基础
设施

性别均等和平等的目标已经直接或间接得

到提高学校基础设施可用性和充足性的政策支

持。增加学校数量（包括女子学校）和改进学校

设施能够在一些情况下更有利于女童。本小节考

察作为改进女童到校学习的策略，提高学校、供

水和卫生设施等可用性和可及性的影响。

缩短上学距离

女童的入学和出勤对于上学的距离特别

敏感。这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如此，比如内罗毕

的贫民窟父母担心女童到校和回家的安全问题

（Mudege et al.，2008），或者如巴基斯坦这
样存在传统的性别隔离行为的地区（Andrabi 
et al.，2007; Jacoby and Mansuri，2011）。
在乍得，一项在2002—2003年对179个村庄进行
的研究发现，当学校不在自己的村里时，儿童

入学率急剧下降，并且随着距离增加，女童的

入学率比男童下降更快（Lehman，2003）。

在服务水平较低的社区新建学校，能够帮

助克服与距离相关的女童教育障碍。阿富汗古尔

省的一项研究随机地选择村庄新建小学，结果发

现，整体入学率提高了42个百分点，而且女童的
入学率比男童多增加17个百分点，消除了既存的
性别差距（Burde and Linden，2012）。

提高学校可用性的政策措施能够在女童

入学上带来更大的成效（Glick，2008）。在埃
及，于1990年代启动的教育巩固项目，其中包括
对新学校的大量投资，目标锁定女童入学率一直

较低的贫困农村地区。该项目在提高女童的小学

入学比例和缩小与男童的入学比例差距方面取得

明显进展（Iqbal and Riad，2004）。1990年，
在埃及的小学，每100名入学男童对应84名入

学女童。这一数字在1999年上升到92名，到
2012年达到96名。

面对不断减少的学龄人口，政府已经做出

政策决定来减少偏远地区学校的数量。此类决

策需要考虑到对性别不均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在中国，女童比男童更少进入中学，一个合并

农村小学的政策将农村学校数量从2000年的
44万减少到2008年的25.3万。然而，对7省102
个农村社区的一项研究发现，本地小学的存在

将女童的初中教育完成率提高17个百分点（Li 
and Liu，2014）。

初等教育后学校的可用性能够影响其他改

进初等和中等阶段性别均等策略的效益（Un-
terhalter et al.，2014）。巴基斯坦的一项跟
踪研究发现，小学后教育的可用性与小学女

童的保留率之间存在强正向关系（Lloyd and 
Young，2009）。在孟加拉国，对女童的补贴
已经推动中学入学率巨幅增长，这得益于10年
前将伊斯兰学校纳入正规部门的政府行动提高

了学校的可用性（Asadullah and Chaudhury， 
2009）。

改进供水和卫生设施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安全独立的

女童卫生设施供给是提高女童出勤率和营造更

加平等的校园环境的关键战略。同样在达喀尔

启动的、一个被称为“资源聚焦于有效学校健

康”的特别小组，提倡学校应有充足的供水、

卫生和厕所设施，特别是与女童有关的设施

（Joerger and Hoffmann， 2002）。近几年，
学校供水和卫生组织的全球合作联盟持续支持

这方面的努力。推动改进卫生条件的关键在于

理解，青春期少女对个人隐私（特别是在月经

期）的顾虑会影响她们的受教育决策，也会成

为学校出勤的障碍（Adukia， 2014）。

在埃及，新学
校的投资有助
于提高女童初
等教育入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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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校供水和卫生设施已

经得到改进，但是进展仍然缓慢：在有数据可

查的126个国家中，小学卫生设施的平均覆盖
率从2008年的59%上升到2012年的68%；在52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从

35%提高到50%（UNICEF， 2013g）。

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的
一项研究，对2005—2009年间来自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国家的44份国家教育规划进行评述，
发现有25份包含了改进学校供水和卫生设施
的策略，其中11份与性别相关的目标有特别
联系。计划包括分别修建男童和女童的厕所

（UNESCO-IIEP，2009）。2012年，巴基斯坦
的旁遮普教育部门改革项目，有60%的资金作
为专项用于改进女童所在学校的设施，并且将

厕所作为头等大事（ASER Pakistan，2014）。

女童单独设施的范围以及这些设施是否

维护得很好或者运转正常，关于这方面的数据

还较为有限。政府对最低标准的监测通常只

涉及基本的覆盖率指标。国际机构用于改进数

据搜集的资助已经凸显出困难条件的持续，

这在一些情况下刺激政府做出反应。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的学校普查数据表明，2010年所
有小学和初中都已经有单性别厕所。但是意

大利SNV组织、“水援助组织”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在2000年的一个测绘项目发现，被调
查的学校中仅有11%达到了每20名女童1个女
厕、每20名男童1个男厕的最低标准，52%的
女厕没有门，92%的学校没有可用的洗手设施
（SNV/WaterAid/UNICEF，2010）。这一信息
导致了综合性国家战略规划的开发，以改进学

校的供水和卫生设施，其中包括处理青春期少

女特殊需要的关键目标（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2012）。

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用来

证实单性别厕所对于女童入学率和完成率的影

响，以及作为一项独立策略对改进女童出勤有

多少效果（Birdthistle et al.，2011）。可用的
证据呈现了一幅含混的画面。肯尼亚的证据表

明小学厕所的质量，如清洁程度和保养程度，

可能比数量更能够提高出勤率（Dreibelbis et 
al.，2013）。在马拉维，一项对青少年的跟踪
研究发现，单性别厕所的可用性和女童学校出

勤之间无关联。不仅如此，月经仅能解释一小

部分的女童缺勤行为，不足以产生出勤率上的

性别差异（Grant et al.，2013）。

但是在印度，经历2000年代早期的学校厕
所建设之后，在有厕所的学校，女童入学数量

比男童增加得多。在更小的时候，女童和男童

都明显受益于厕所，无论是分性别的还是混用

的，但是独立厕所是决定青春期女童入学的关

键因素，在配备独立厕所之后女童入学人数明

显增加。这种对于年长女童的不同影响表明个

人隐私和月经等问题可能确实是影响印度女童

出勤的关键因素。单性别厕所的建造也对学校

女性教师的比例有正向影响，意味着女童可以

受益的另一可能途径（Adukia，2014）。

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在基础设施与培训、

拓展和卫生教育（包括经期卫生管理）相结合

的干预措施中，厕所可用性的影响。无论它是

不是女童完成学业的显著影响因素，更好的

设施和支持有可能对女童的尊严和学校体验的

整体质量产生积极效果（Unterhalter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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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男童参与的政策也很必要

改进男童参与的政策也
很必要

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男童的需求还没有在正

规教育系统中得到充分满足，这一事实在女童

持续面临整体劣势的情况下有时容易被忽略。

尽管一开始女童比男童上学的可能性要低，但

在许多国家男童有更高的风险无法续读和完成

整个阶段的教育。需要指出的是，男童的劣势

并不必然转换为女童的优势。女童和男童需要

不同的政策来支持各自的入学和毕业。

对于那些不知何故无法充分享受教育权利

的男童，除了其人权含义之外，他们的高辍学

率对性别关系有更广泛的影响。国际男性与性

别平等调查，于2009年和2010年在巴西、智
利、克罗地亚、印度、墨西哥和卢旺达开展，

其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有性别歧视

观点，更可能实施家庭暴力，更不可能照顾孩

子（如果已为人父的话）。那些受过中学教育

的男性表现出更加体现性别平等的态度和行为

（Barker et al.， 2011）。

几个增加男童离开学校风险的因素

许多男童过早离开学校，这是由于贫困和

工作的责任或愿望（Barker et al.，2011），
通常也夹杂着上学迟、成绩差和随之而来的缺

乏兴趣，以及诸如种族和其他边缘化形式的因

素（Hunt，2008; Jha et al.，2012）。

在非洲南部，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纳

米比亚等国家，男童被揪出学校去放牧（Jha 
and Kelleher，2006）。在蒙古，贫困牧民家
庭的男童一直都存在较高的辍学率，也一直都

是教育上最弱势的农村群体（Steiner-Khamsi 
and Gerebnaa，2008）。在巴西和牙买加，
城市低收入背景的男童通常辍学去从事体力劳

动或其他半技能化的工作，这些不要求中学毕

业。而他们也觉得教育并不能确保未来的就业

（Barker et al.，2012）。

来自较贫困家庭或者少数民族群体的男童

通常有更高的辍学风险。家里通过让男童辍学去

工作的方式来应对经济波动。在巴西，当家庭收

入突然下降时，贫困家庭男童辍学的可能性比非

贫困家庭高出46%（Duryea et al.，2007）。经
济困难也提高了男童对帮派和暴力的敏感性，

这通常是由于缺少一个受过教育的男性榜样，

以及认为学校教育缺乏男子气概，比如在加勒

比地区就是如此（Barker et al.，2012; Smith 
and Green，2007）。在经合组织国家，男童
经常由于学习成绩差而离开学校，其中来自

低收入背景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男童风险最大

（OECD，2012c）。

学校里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根深蒂固的暴

力使问题更加复杂。通常男童被认为是倔强

和不守纪律的，结果男童就比女童更有可能

被体罚。蒙古最近的一项案例研究将学校中对

男童施暴的可能性与辍学概率的增加相联系，

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

的男童，他们已经由于经济压力而处于劣势

（Hepworth， 2013）。

应对男童失学的政策较为有限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政策通常不太关注改

善男童在小学或中学阶段的入学和毕业，即便

那些存在以男童为代价的极度性别不平等的国

家（Jha et al.，2012）。例如，在莱索托和斯
威士兰的政策文本中，没有缩小性别差距和解

决男童学业障碍的对策（Lesotho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2；Swaziland Ministry of Edu-
cation and Training，2011）。但是，莱索托
在中等教育阶段存在极端的性别不均等，每

100名入学男童对应149名入学女童，这从1999
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在菲律宾和泰国，中

等教育阶段出现以男童为代价的不均等，但

性别平等机制和政策却大多聚焦妇女和女童

（Hepworth，2013）。

发展中国家的
教育政策通常
忽略男童的入
学和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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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以来，蒙古以男童为代价的中
学入学率性别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为支持男童

的受教育权利提供了宝贵的政策案例。2004
年政府明确针对男性的高辍学率颁布了政策。

但是，这种情形在最近的教育行动规划中被

扭转，不再具体提及男童或其他弱势群体

（Hepworth， 2013）。

在牙买加，一个为困难家庭提供教育补

助的政府项目对上中学的男童支付更高的额

度，来应对男童较低的完成率，那些来自贫困

家庭的男童也因此受益，他们往往具有更高

的失学风险（Fiszbein and Schady，2009）。
通过区域会谈，加勒比地区国家已经积极地

分享一些策略和干预措施，比如辅导、第二

次机会计划、培训和社区对话等旨在回应辍

学的措施（World Bank and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2009）。

平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不仅要求入学平等，还

要求学习过程、教育成绩和外部结果的平等。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与学校有关的因素会

制约平等的实现，并且呼吁学校成为安全、性

别敏感的学习场所。

2008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辨
识出从整体上改进学校学习质量的三套规定

（也特别针对女童）：提高教师数量和质量

（包括女教师）；改革课程和教材以消除性别

偏差；通过培训使课堂活动对性别更加敏感

（UNESCO，2008b）。近年来，人们对于学
校大环境中的性别暴力问题也越发关注。

招聘女性教师

女性教师的比例是迈向性别平等进展的一

项重要指标。那些女童在教育参与上面临劣势

的国家，增加女教师的数量被证明具有积极作

用。

在全球范围内，初等教育师资中的女性比

例从1999年的58%上升到2012年的63%。在许
多国家她们都是绝对主体，特别是中亚、中欧

和东欧、北美和西欧。在中等教育阶段，全球

的平均水平保持在52%。在阿拉伯国家、南亚
和西亚，以及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

教师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仍然是少数。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2012年女教师占小学教师总体
的43%，占中学教师总体的31%。

在阿富汗、贝宁、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

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等国

家，招聘女性教师已经成为过去10年国家教育
规划中的重要策略，并与鼓励女童入学和续读

的策略相联系（UNESCO-IIEP，2009）。在阿富
汗，保守的社区不允许男性给女童教学，两项

国家规划已经包含明确目标要招聘女教师来解决

女童入学率低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到2010年将小
学和中学的女性教师数量增加50%（Afghanstan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7），同时招聘和培
训5万名十二年级的毕业生，其中45%为女性
（Afghanstan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4）。
在1999—2002年之间，阿富汗小学阶段女教师
的比例从10%的极低水平提高到31%。

在同一时期，若干女教师占少数的国家也

向着师资队伍的性别平衡取得实质进展。尼泊

尔在招聘女教师上有明文规定，女教师比例从

1999年的23%上升到2012年的42%。类似地，

初等教育师
资中的女性
教师比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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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上升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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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平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

在摩洛哥，女性教师比例从39%上升到54%
（图5.8）。

在不丹、布基纳法索、喀麦隆、莫桑比克

和尼泊尔等国家，小学新入职教师中的女性比

例反映出诚挚的努力：女性现在已经成为新教

师的主体。就2009—2012年间的平均值而言，
尼泊尔有60%的新教师是女性，莫桑比克有
62%的新教师是女性。随着更多女性进入教师
行业，到2015年在小学阶段实现性别平衡的机
会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增加小学师资女性

比例的策略不太可能持续下去，除非采取行动

提高新教师中的女性比例，这一比例在2009—
2012年间的平均值为28%。

在那些小学教师大部分为女性的国家，在

一段时期内，新的招聘模式仍然对女性有利。

在法国和德国，女性教师占新教师的87%，尽

管在捷克共和国和乌克兰等国家，这一比例明

显要低很多。相反，巴西仅有不到一半的新教

师为女性（图5.8）。

随着教育阶段的上升，女性在教师队伍中

的代表性却在下降。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来看，三分之二的教师为女性，但随着教育阶段

的升高这一比例在下降：从学前教育阶段的97%
到小学阶段的82%，再到初中阶段的68%，以及
高中阶段的56%（OECD，2013a）。

在加纳，尽管小学阶段已经实现性别均

等，但中学入学仍然存在性别差距，2013年
中学教师中女性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在中非

共和国、乍得、几内亚和马里这些教育性别不

均等较为严重的国家，2012年中学教师中女性
不到12%，使青春期少女失去了重要的行为榜
样。

图5.8：从1999年开始，小学师资中的女性比例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她们成为新入职教师的绝对主体 
1999年和2012年小学女教师比例；2009—2012年新入职教师中女教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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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非政府提供者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教师

招聘的一个重要国际趋势。非正规教育和私立

机构的增长已经扩大对女性教师的招聘。在那

些传统上妇女流动受到限制的低收入国家，这

已经成为妇女成为教师的另一途径，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在阿富汗，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农

村发展委员会(BRAC)主要雇用从本地招募的已
婚妇女并对她们进行培训，让她们去教小学低

年级（Anwar and Islam， 2013）。在巴基斯
坦，收费低廉的私立小学从本地社区雇用年轻

的、未受过训练的未婚女性（Andrabi et al.， 
2008）。不过，性别平等问题仍然值得关切。
约旦的私立学校中88%的教职工为女性，一项
最近的研究发现，私立学校女教师的收入比男

教师少42%（ILO，2013c）。

女教师的领导力机遇

在南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

（SACMEQ）三期项目中被调查的12个国家的
数据显示，存在一种明显的偏好将男教师提拔

到学校管理岗位上。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尽管接近半数的小学教师是女性，但

校长中女性的比例不到20%（UNESCO-IIEP， 
2011）。即便在那些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的
地方，女性升任领导职位的比例仍低于男性。

在经合组织国家，男教师更容易担任校长而非

普通教师。在葡萄牙和韩国，不到三分之一的

初中教师是男性，但男校长的比例却分别占到

61%和87%（OECD，2014l）。

教师性别的影响

女教师的存在可以减轻家长对安全问题

的担心，并帮助提高对女童教育的需求，特别

是女童入学存在文化社会障碍的国家。一项在

30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提高某一学区女
教师的比例能够增加女童的入学率和续读率，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Huisman and Smits，  

2009a；Huisman and Smits，2009b）。在
一些情况下，招聘女教师对女童在中学阶段

的表现和续读都能产生有益影响（Aslam and 
Kingdon，2007；UIS，2010）。突尼斯小学
2012年已经达到入学的性别均等，近年来女
教师的大量增加与女童的年级平均值和小学毕

业考试分数都呈现明显关联（Baliamoune， 
2011；Lockheed and Mete，2007）。

一项在印度5个邦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
女教师比男教师更有可能认为所有儿童都有

相同的学习能力，教师近期受到的培训是一

个比教师性别更为重要的学业成就影响因素

（Chudgar and Sankar，2008）。其他研究也显
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似性，比如种族、种

姓和宗教等，都可能成为与性别同等重要（即

便不是更重要）的学习结果影响因素，尤其对

于男童来说（Rawal and Kingdon，2010）。
正如英国的研究发现，学生对教师的关注可能

与教师的个人能力更有关，而不是他们的性别

（Francis et al.，2008）。

研究未能发现男童在学校中成绩差或

者参与率低与教师的性别有什么因果联系

（Kelleher，2011）。然而，更广义上的性别规
范可能导致一些男童脱离学校和辍学（Cobbett 
and Younger，2012；Kelleher，2011）。

针对课堂活动的性别敏感培训

教师在帮助学生形成对性别角色的理解

上至关重要。教师在课堂中的态度、行为和对

男女生的不同预期，会再生性别刻板印象并且

影响女生和男生的动机、参与和学习结果。在

许多环境中，课堂观察显示，男女教师通常

与男童互动更多，因此造成了女童的被动性

（Eurydice，2010）。韩国的研究发现，男生由
于更经常被教师召唤和在课堂上大声喊叫而更

多地与教师互动（Jung and Chung，2006）。

女教师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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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平等的学校和教室环境

在包容、性别敏感的教学和课堂管理方面

进行入职和在职的教师教育，能够减少教师偏

差并构建更具支持性的校园环境。性别敏感训

练使教师在提高教学和评估方式的多样性上有

所准备，能够帮助确保女生和男生平等地参与

课堂（Postles，2013）。研究显示，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合作教学方式能够帮助改进男女生的学

习（Jha et al.，2012；Oloyede et al.，2012）。

在教师教育中整合性别敏感培训

在2000年以前，与课堂活动相关的教育
改革倾向于关注为了提高与科目相关的学生

表现而改进教学方法。对性别敏感培训的关

注相对较少，即使是在比利时、法国、瑞士

等努力在更大范围上改善性别不平等的国家

（Baudino，2007）。

改变已经较为缓慢。一份2010年的综述发
现，性别敏感教学作为一种课堂管理工具已经

在三分之一的欧洲国家得到应用（Eurydice， 
2010）。另一份对于40个发展中国家教育政策
的综述表明，将性别敏感培训整合到教师教育

中的政策仍然稀缺（Hunt，2013）。

在发展中国家，性别敏感培训大多由捐

赠者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要么作为一

个附加项目，要么作为广泛部门改革的一部

分。性别响应教学模式是一个完善的附加培训

模式的例子。这一模式由非洲女教育家论坛

研发，自2005年以来培训量已经达到6 600名
教师（FAWE，2013）。印度尼西亚在由美国
国际开发署支持的基础教育分权改革背景下，

引入了作为改进教育质量策略的性别敏感培训

（USAID，2008）。在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
维、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斯里兰卡、斯威

士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赞比亚，英联邦学习

共同体（Commonwealth of Learning）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合作，支持职前与在职教师培训中的

性别敏感主流化与儿童友好的教育方法（Umar 
et al.，2012）。

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在正规教

师教育政策和项目中纳入性别培训。孟加拉

国在一项12个月的教师资格课程中包含了一
个单元的性别问题，给教师方法去探讨他们

自己的实践并开发更多的包容途径（Heijnen-
Maathuis，2008）。肯尼亚的2005—2010年教育
部门支持项目含有关于性别敏感教师培训的明

确策略（Kenya Government，2005）。墨西哥
的2013—2018年国家教育规划在教师教育中推广
性别敏感方法（Mexico Government，2007）；
在职培训项目支持性别敏感的课堂活动，不过

是可选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2009—2014年性
别平等战略规划，提倡将性别平等渗透到所有

职前和在职的教师教育中（Papua New Guine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9）。

即使此类政策存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策

略，执行和监管力度差，以及对结果的评估不

足等原因，通常限制了此类政策的效益，喀麦

隆便是如此（框注5.3）。此外，对于教师和教
师培训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性别问题的培

训，以及学员对此做何反应，这方面我们了解

的还不多（Unterhalter et al.，2014）。

框注5.3：喀麦隆在落实性别敏感培训政策上需
要更大努力

喀麦隆的《2006—2015年教育部门战略》和
《2010—2020年增长与就业战略书》都提到要通过入
职和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以及对学校管理者和顾问进

行性别培训，来落实性别敏感的教学方法。但是，2012
年进行的研究，涉及4个地区10所中小学313名相关人员
和109名教师，突显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在讨论
中，教师们表示在性别响应教学法上缺乏意识或者不熟

悉。在政府政策之外，他们还报告了性别问题仅在培训

中非正式地出现，比如在关于教学行为其他方面的讨论

中。还有，教师中普遍存在性别的刻板观念，课程材料

没有改进性别平等，以及过高的生师比阻碍了多样性教

学方法的使用。

资料来源: Cameroon Government (2006); Cameroon Government (2009); 
Dao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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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课程和教材以推进性别平等

在课堂里，性别响应教学不仅受到教育

学方法的指导，而且受到课程内容、教材和其

他学习材料等社会化媒介的指导（Brugeilles 
and Cromer， 2009）。学校可以作为推动平
等性别关系和男女角色多种可能的有力起点。

课程能够鼓励儿童去怀疑性别刻板印象，并促

进平等的行为。反过来，教材中传达的歧视性

性别规范则会伤害儿童的自尊、降低他们的融

入，以及限制他们的期待（Esplen，2009）。
《达喀尔行动纲领》强调了学习内容和材料必

须鼓励及支持两性之间的平等和尊重。2010年
联合国女童教育计划重申了在学校教学和学习

材料中消除性别偏差的重要性，并且呼吁对这

一政策问题给予更多关注（UNGEI，2010）。

消除教材中的性别偏差

教材中存在大量性别偏差。尽管之前已

经做过大范围修订，世界范围内约2 000套教
材仍然显示出性别偏差的明显模式：女性经

常代表性不足或者不出现，在职业和家庭领

域中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依赖于传统的性别刻

板印象（Blumberg， 2007）。在西班牙语和
文学教材中，绘有女性的图片仅是男性的一

半（González and Entonado， 2004）。2000
年，中国使用的社会课程教材中所有科学家都

是男性（Yi， 2002）。

全民教育运动为捐赠者和政府应对教育

中的性别偏差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巴基斯坦

2001—2015年全民教育行动规划中，改进性别
均等和平等的三大战略之一，便是呼吁课程和

教材要摆脱性别偏差（Mirza，2004）。国际机
构已经推广政策和计划来解决低收入国家教材

中的性别偏差。在1998—2005年间，世界银行
将支出重点从女童教育干预转移到改善教育资

源的质量，其中包括消除性别偏差。若干大型

教育计划——包括在孟加拉国、乍得、加纳、

几内亚和尼泊尔——针对消除课程和（或）教

材中的性别偏差已有明确方案（Blumberg， 
200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资助教材的性
别审查，包括约旦（Alayan and Al-Khalidi， 
2010）和巴基斯坦（Mirza，2004）。在中
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对教材中的性别偏差进行

调查研究，并支持通过教育计划、活动和参考

资料的开发来推进性别平等。

然而近期的研究显示，尽管努力去呈现

更好的性别平衡，教材中的偏差仍然在许多

国家广泛存在，包括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Asatoorian et 
al.，2011；Foroutan，2012； Mustapha，2012； 
Shah，2012），以及诸如澳大利亚等高收入
国家（Lee and Collins，2009）。政治意愿和
支持在全社会范围的缺位，限制了消除教育资

源性别偏差的政策的制定。在一些案例中，全

球层面的政策建议已经无法获得充足的国家支

持，导致一切进展缓慢。尽管福特基金会的研

究发现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利益相关者仍然

怀疑提倡变革的重要性（Blumberg，2007）。
在巴基斯坦，负责课程改革和教材生产的机

构内存在抵制，导致给予教材修订的政治优先

权不够，而公众支持的缺乏则加剧了这一情况

（Blumberg，2015）。另一项挑战，比如在
格鲁吉亚发现的，负责为所用教材的生产和

审批提供指导的关键专业人员缺乏性别敏感性

方面的充足知识（Asatoorian et al.，2011； 
Blumberg， 2007）。

在课程中纳入性别

在迈向更具性别响应的内容和资源方面，

对课程的性别评价已经帮助增强意识和支持

变革。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10年修订
的中学国家课程大纲包含了性别相关主题。

在公民课中，几乎25%的形式2课时致力于性
别教育；形式4课时在文化研究中包括了性
别；2010年的公民课考试中有关于性别不平等
的问题（Misk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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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迁移技能的性别响应课程有潜力

支持学习和增进积极的性别关系。在印度孟

买开展的一个名为“学校性别均等运动”的项

目，为一般6—7岁儿童开发了包括性别角色、
暴力、性与生育健康等内容的附加课程。毕业

生表现出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更强的自信

心，以及改善后的态度和性别意识（Achyut et 
al.， 2011）。Sistema de Aprendizaje Tutorial
是洪都拉斯为农村女童（包括原住民）设置的

一个中学项目，为该项目开发的交叉课程使用

以学生为中心和基于探究的学习模式——该模

式强调对话。课程内容质疑支配力量的结构并

挑战性别刻板印象（Miske，2013）。

综合的性教育是实现更进一步的性别平等的

关键课程领域。然而性教育项目可能无法应对伴

随性和生育健康而来的性别动态（Stromquist， 
2007）。课程中对人权和性别平等的不当
处理已经被视作艾滋病的教育对策中存在的

问题（UNAIDS Inter-agency Task Team on 
Education，2006）。对东非和南非10国的性
教育课程的一项评价显示，除了2个国家之
外，其他国家都在有关性别的话题中存在中等

到严重的缺陷。在许多课程中对于性别暴力的

讨论被忽略，整个对待性别的方法也被认为薄

弱甚至矛盾（UNICEF， 2013b）。相比之下，
瑞典拥有一个设立很久的课程，从心理、伦

理、社会维度和个人关系方面来讲授性知识，

并且支持女生和男生在性决策方面的平等分担

（Stromquist，2007）。

解决校园中的性别暴力

《达喀尔行动纲领》号召各国政府共同努

力消除性别偏差和歧视。这要求利益相关者确

保学生个人安全，并注意到女童尤其容易受到

虐待和骚扰，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往返学校的途

中。

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被定义为：由于

性别规范和刻板印象，以及不平等的权力，而

出现在学校里或学校周边以及教育环境中的，

对性的、身体或心理上的暴力行为或者威胁

（Greene et al.，2013）。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威
胁或者行为：身体暴力和欺辱、非自愿的触摸、

性骚扰、性攻击和强暴（Leach et al.，2014）。
它也涉及女生和男生在学校环境中暴力体验的

区别，比如体罚（Humphreys，2008）。

通常来说，男生更可能遭遇经常性的、

严重的身体暴力，而女生容易受到男同学和男

教师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和性虐待（Pinheiro， 
2006；UNICEF，2014c）。但是这些区别
并非界限分明；女生也可能做出暴力行为

（Bhana，2008），而男生也可能遭到性虐待
（Nandita et al.，2014）。憎恶同性恋的欺辱
和骚扰，以及网络欺辱2都越发被认为是需要

关注的领域（Fancy and Fraser，2014; UNE-
SCO，2012a）。

学校相关的性别暴力越发成为全
球之忧

学校相关的性别暴力是性别歧视的最恶劣

表现之一，而且严重破坏实现教育性别平等的

努力（Leach et al.， 2012）。性别暴力对男生
和女生都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除了身体和心

理创伤之外，性别暴力还有持续的健康和社会

影响。不安全的、暴力的校园体验已被证明对

男生和女生的成绩及毕业有消极影响（Mullis 
et al.， 2012; UNESCO， 2008b）。 

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校园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暴力，其中大部分

聚焦对女童的性暴力，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Burton，2005；Dunne et al.，2005; Human 
Rights Watch，2001；Leach et al.，2003； 
Parkes and Heslop，2013）。有证据表明，性

2. 欺辱出现在许多场合，包括预谋的或实际的同性关系受害者。网络欺
辱是指使用网络或者移动设备来实施欺凌。

男生更可能遭
遇身体暴力，
而女生容易受
到性骚扰和性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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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独裁主义和高度性别化的校园环境中根

深蒂固（Dunne et al.，2005）。高年级男学生
利用他们的地位优势虐待女学生。在喀麦隆，

女童上学所遭受的30%性暴力是由男同学所为
（Devers et al.，2012）。教师也会做出性虐待
和不正当行为，而且通常都逃脱惩罚。在马拉

维，20%被调查的教师报告自己知道同事强制
或胁迫女同学发生性行为（Burton，2005）。
在塞拉利昂，女童被强制或胁迫为交换金钱、

物品或成绩而发生性关系的案例，几乎三分之

一由男教师所为（ACPF， 2010）。

有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大多关

注身体暴力，包括校园中群体暴力的溢出效应

（Jones et al.，2008）。但是，对家庭和社区
暴力（尤其是对女性）的广泛社会宽容，为男

学生和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暴力提供了社会环

境（Leach et al.，2014）。厄瓜多尔一项关
于受到性暴力的少女受害者的研究发现，37%
施暴者是教师（Jones et al.，2008）。在亚
洲国家，社会禁忌使得研究性别暴力变得较为

困难，虐待事件的发生率也往往不被曝光。但

是，在南亚和西亚的小规模研究中报告了教师

对女学生做出具有性特征的行为（Pawlak， 
2014）。最近亚洲五国的一项研究成果，强调
了对男生和女生的性暴力发生率。在越南，在

12—17岁的女生和男生中，分别有21%和17%
报告自己在学校遭受过性暴力（Nandita et 
al.， 2014）。

包括体罚在内的身体暴力，也有性别维

度（Parkes，2015）。在印度尼西亚，年龄
在12—17岁的男生有27%报告自己在过去6个
月中曾经被老师体罚过，相比之下女生仅有

9%（Nandita et al.，2014）。泰国的研究发
现，56%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和变
性学生都报告自己曾在过去1个月中被欺辱过
（UNESCO，2014f）。

性别暴力不局限于较贫困的国家。在达

喀尔论坛召开前后，对来自美国各州的超过

2 0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学生在学
校受到过性骚扰（Harris Interactive，2001）。

荷兰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7%的学生受到学
校工作人员的性骚扰（Mncube and Harber， 
2013）。在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在线技术的
使用驱动了有关学校性别暴力的新形式，比如

网络欺辱（Pawlak， 2014）。

对学校相关性别暴力的政策和规
划回应

过去10年，在解决校园暴力方面的政策
和行动已经有显著增加。《2006年联合国关于
暴力侵害儿童的世界报告》记录了暴力侵害儿

童——包括在学校环境中——成为一个全球现象

（Pinheiro，2006）；在报告出版后，应对这种
暴力的全球性和地区性计划加速制定和实施。

专门应对性别有关暴力的地区性计划包

括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于2008年发
起的“无所畏惧地学习”运动，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于2010年开展的“五分
之一”运动（Leach et al.，2014）。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近年来已经成为解决

性别暴力（特别是性暴力）的政策发展前沿。

利比里亚这个摆脱纷争的国家，提倡开发性别

暴力的教学大纲，供学校教育工作者在培训时

使用（Antonowicz，2010）。在南非，处理
性别暴力的策略得到强大的法律和政策纲领，

以及防止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学校纲要的支持

（Parkes，2015）。

在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际非政府

组织已经和当地政府一同工作，以加强解决学

校性别暴力的立法和纲要（Parkes，2015）。
肯尼亚政府和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Aid），
与教师工会合作起草了一份法案，来加强性暴

力的报告机制和确保有罪教师遭到解聘而非转

入其他学校（Leach et al.，2014）。在加纳和
马拉维，安全学校工程利用全国性的宣传网络

来游说修改《教师行为准则》，并呼吁对教师

的失职行为采取更强硬的管制措施（DevTech 
Systems，Inc.，2008）。

在肯尼亚，
有性暴力的
报告机制和
确保有罪教
师遭到解聘
而非转入其
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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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支持学习结果的平等

在成年男子和男童中促进非暴力项目体现

了态度方面的积极转变（OECD，2012a），比
如秘鲁的ReproSalud。在巴西、印度和巴尔干
半岛，Instituto Promundo 和它的合作伙伴已
经实施了一些有前途的项目，让受过培训的教

师和学生协助者与来自中学的男生和青年男子

一起工作，促进他们不使用暴力和反思性别规

范（Barker et al.，2012）。

女童俱乐部有潜力应对与学校有关的性别

暴力。对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终止暴力侵害

学校女童”项目的评估发现，女童俱乐部对女

生识别侵害和对付暴力的知识、态度和实践都

有积极影响。关键在于，俱乐部与社区和学校

一同工作，来改善男童、女童、教师、家长和其

他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报告歧视和暴力发

生的渠道畅通（Parkes and Heslop，2013）。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已经成为俱乐部成员的

女童比不是成员的女童更有可能报告歧视和暴

力的发生（Unterhalter and Heslop，2012）。

无论如何，总体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过

去10年对学校相关性别暴力的普遍性的意识增
强，正在转化为改变行为和降低暴力水平的实

际行动。法律的执行力度通常较低、报告和转

介制度较弱、政策实施不到位，这部分是由于

学区、社区和学校层面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性

别规范（Parkes，2015）。比如在南非，制
定政策就受到限制（Bhana et al.，2009）；
一项近期的全国调查发现，7.6%的女童曾经
在中学遭受过严重的殴打或强暴（Burton and 
Leoschut，2013）。

干预通常都是小型的短期项目，事实证

明这些很难持续和扩大。而且，对于什么能够

有效降低学校性别暴力的普遍存在，人们仍然

缺乏相关知识（Leach and Dunne，2014）。
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其他因素——比如冲突

（Kirk，2007；UNESCO，2011b）和残疾
（UNICEF，2013e）——如何与性别相互作用

从而加剧儿童对暴力的脆弱性。研究显示，残疾

儿童更不具有躲避攻击的能力，也更不可能在报

告暴力事件时得到信任（Jones et al.，2008）。

支持学习结果的平等

实现教育的性别平等不仅要求女童和男童

有同等的参与教育的机会，还要求结果上最低

程度的不均等，包括那些不同成就度量所反映

的结果。

学习评估突显出科目表现的性别
差异

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地区和国际学习评估，

包括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

研究、南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会调

查、拉美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第二次地区比较

与解释研究，都表明不同性别学生在具体科目

上的成绩差异。2012年《全球教育全民监测报
告》中的分析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女

童在阅读上的整体表现较好，而男童在数学上

的表现较好，尽管差距在缩小。科学上的表现

更为多变，在许多国家男童和女童都没有显著

差异（UNESCO，2012b）。

测评15岁学生成绩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调
查显示，阅读上的差距正在拉大，所有调查地

点的女童都表现得显著优于男童（图5.9A）。对
比同时参加2000年和2012年调查的部分国家和
地区，发现有11个国家在阅读上的性别差距扩
大了，包括保加利亚、法国、冰岛、以色列、

葡萄牙、罗马尼亚等。这大部分是由于男童的

成绩在下降。成绩不好的男童处于非常大的劣

势，因为他们在那些未能表现出基本阅读水平

的人群中代表性过高（OECD， 2013f）。

在成年男子和
男童中促进非
暴力项目体现
了态度上的积
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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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结果也显示出数学

上的性别差距，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男童都

表现得比女童好，尽管包括黑山共和国、挪威

和斯洛伐克在内的几个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图

5.9B）。在2012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调查中，

经合组织国家的女童比男童平均低11分。数
据显示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女童在最高成

就者中的人数不足。这可能构成她们在未来平

等地从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职业的挑战

（OECD，2014f）。

图5.9：尽管学习的性别差距在缩小，但数学上男童胜过女童，而阅读上女童越发大幅度地超过男童 
2000/2006年和2009/2012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中阅读和数学得分的性别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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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习结果的平等

在较为贫困的环境下，女童在学
习成绩上持续处于劣势

在一些较贫困国家，女童历来都面临着

平等参与教育的障碍，她们在获取重要基础

能力上持续处于劣势。

当评估仅包括在校儿童时，学习上的

性别不均等可能被低估。2014年度教育状况
报告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分析显示，五年

级学生的性别差距较小，有时偏向女童。但

是，在10—12岁儿童当中，无论上学与否，
女童的相对成绩更差，特别是在贫困、欠发

达的省份和地域。在俾路支省，五年级女

童能够用乌尔都语、信德语或者普什图语阅

读一段文字的比例，平均来说与男童几乎相

当，但在所有10—12岁儿童当中，女童的表
现要比男童低5个百分点；在联邦直辖部落地
区，女童在阅读上的表现比男童要低14个百
分点（图5.10）。

尽管存在局限性，研究表明在一些贫困

国家，女童在国家考试中处于比男童更大的

劣势，也增加了她们继续接受教育的障碍。

在2007年南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
会第三轮的学习评估中，即便六年级女童比

男童得分高，但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两国，

女童在国家考试中的通过率显著低于男童

（Mukhopondhyay et al.，2012）。小学阶段
最后的国家考试构成了高利害选拔程序的一部

分，在考试中未能通过或表现不佳会阻碍升入

初中。比如在肯尼亚和马拉维，小学毕业证

书考试的表现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公办中学

（Mukhopondhyay et al.，2012）。需要更多
研究来帮助理解在不同科目成绩和学校教育关

键阶段上造成性别差异的因素。

解决男生的学习成绩不佳

2000年以来，对男生在学习结果方面（特
别是阅读和语言）表现不佳的关注持续增加。

但是只有性别差异较明显的国家针对此问题有

综合性的政策框架。欧洲国家和经济体，比如

比利时的佛兰德语区、爱尔兰、英国，已经将

降低男生的学业不佳作为优先政策。政府关注

大部分是由国家和国际评估测试（比如国际学

生评价项目）导致的，这些结果突显出阅读技

能上不断扩大的性别差距，并且已经在一些国

家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比如2000年的“国际
学生评价项目冲击”，致使奥地利将改善阅读

和男生成绩作为主流计划（Eurydice，2010; 
OECD，2012a）。在英格兰（英国），已经针
对学校中与性别相关的成绩问题实施了一系列

项目（框注5.4）。

图5.10：在巴基斯坦，如果我们仅考虑在学儿童，那么女童在学习结果上
的劣势就被低估 
2014年巴基斯坦农村地区五年级学生和10—12岁儿童在两项学习指标上的性别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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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学的指标是能够做除法的儿童比例；阅读的指标是能够用乌尔都语、信德语或普什图语阅
读一个故事的儿童比例。两个指标均对两个群体进行计算：（1）五年级的全体学生（2）所有年
龄在10—12岁之间的儿童。 
资料来源：巴基斯坦年度教育状况报告小组计算，依据2014年度教育状况报告。



184

第 1部分

第5章

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策略和小规模干预有

潜力去解决男童学业成就偏低的问题，这些包

括可迁移的技能、培养主动学习的课堂方法、

个人辅导和目标设定，以及促进尊敬和互助的

校风（Jha et al.，2012）。塞舌尔在南部和
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会第二轮和第三轮

评估中的阅读成绩有非常大的性别差距——在

第三轮评估中男童的成绩比女童低48分，这被
归咎于“学校内部分流”（Hungi，2011），
即一种消极地对差班学生贴标签并加剧其不良

成绩的做法（Leste et al.，2005）。对班级进
行“去分流”使得学生分组兼顾不同能力和性

别平衡，据报道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初步成

功（Reid，2011）。近期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
表明，在女生较多的班级里，男生和女生都会

取得更好的成绩（DiPrete and Buchmann， 
2013）。

数学和科学中的女生参与及表现

在教育机会和劳动力市场机会上加强性

别平等的全球议程已经提高了对于增加女生在

数学和科学上的参与及表现的关注。随着国际

评估中数学成绩性别差距的缩小和科学成绩性

别差距的大部分消除，2000年以来的一项关键
挑战就是应对女生的动机和科目选择。2012年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结果表明，即使女生和男

生在数学上表现相当，她们倾向于报告自己学

习数学的动机较低，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以

及存在更大的焦虑感。女生也比男生更有可能

将数学学习上的失败归咎于自身而非外部原因

（OECD，2014f）。

这种现象似乎源自幼年时出现的文化规

范和歧视行为。一项对10个低收入国家和中
等收入国家的数学测试分数的跨国分析发现，

数学成绩上存在偏向于男生的明显性别差距，

当比较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时，这种差距几乎

翻倍。女生的成绩不佳与其自我报告的数学能

力的期望有强相关关系——她们比男生更加悲

观。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期望导致女生对自己

的数学能力信心不足，这反过来影响到学习结

果（Bharadwaj et al.，2012）。一项对美国一
至五年级女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女教师接受过

更多的数学教学训练并且改变对于学生能力性

别差异的陈旧观念，那么女生对数学的焦虑可

以得到减轻（Antecol et al.，2012）。

在南非，2001年启动的数学和科学国家战
略致力于提高这些科目上十二年级考试的参加

率和成绩，尤其关注女生。对于女生的激励包

括优先进入数学和科学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学

习（South Afric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在3年里，参与学校的物理成绩提高
了30%，数学成绩提高了22%（South Afric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4）。

框注5.4：提高英国男生的阅读成绩

在英国，男生和女生在英语上一直存在

成绩差距，特别是阅读技能。在英格兰，几个

以学校为基地的项目已经从2000年开始实施以
应对此问题。提高男生成绩的项目从2000年到
2004年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展开。基于该项目的
结果，性别议程项目标定位于改善表现不佳

的男生和女生群体的成绩。这包括给教师的

指导文件，清除性别与教育谬论的出版物，

以及“差距破坏者”——一个在学校开展的就

持续消灭和缩小英语性别差距的研究计划。这

些学校的关键特征包括：在课上通过口语和听

力来让学生做好写作和探索课文的准备；通过

模式化阅读和写作来改进学生的理解和技能；

为备考提供个性化帮助。这些学校也有一种校

风，即强调尊重他人、表彰勤奋，以及始终强

调倾听学生意见。

另一项计划“超级联赛阅读明星”，用足

球运动员作为榜样让学生参与阅读活动。晋级

和奖励提高了参与程度。在2012年，超过3.4万
名儿童参加该活动，其中75%是男生。该项目
一般持续10周；在2012年的项目中，56%的学
生在阅读上取得了半年的进步，17%的学生取
得了1年的进步。

资料来源：Batho (2009); Eurydice (2010); National Literacy 

Tr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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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5：性别均等与平等

结论

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几个发展

中国家支持一些计划，以改进女生在数学和科

学上的参与和表现。尼泊尔的科学技术素养能

力建设项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旨在增强意识及推广数学和科学教学中的性

别包容方法（Koirala and Acharya，2005）。
几个更小型的项目已经得到实施，比如美国

国际开发署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岛

资助的“2006年女童科学营”，该项目与教
育与职业培训部和阿迦汗基金会（Aga Khan 
Foundation）合作开展（USAID，2008）。但
是，有关这些计划的参与和影响的信息仍然较

少。

学科选择会限制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成绩不佳、志向和职业预期消极也许可以

帮助解释在中等后教育阶段进入科学和数学相

关学科的女性人数持续不足，这其中包括诸如

计算机和工程等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需求的

学科。

在2000—2009年间，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
家中，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中的女性比例都在下

降。爱尔兰、韩国和瑞典最为明显，计算机科

学毕业生中的女性比例从40%下降到不足四分
之一（OECD，2012a）。这也被反映在劳动力
市场中盛行的性别差距上。在美国，2011年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工作的雇员中女性

不到四分之一。女性代表性不足加剧了收入上

的性别差距，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工作者明显比

其他领域中同等职务的人员要挣得多（Beede 
et al.，2011）。

为就业指导提供性别视角能够挑战存在于

校园文化中、学生和雇主中的有关学习及职业

选择的性别刻板印象。在中学阶段为有关工作

的学习做准备，能够培养学生在特定科目上的

兴趣（Rolfe and Crowley，2008）。

结论
本章中回顾的证据显示了2000年以来全

世界在迈向教育性别均等和平等上所取得的进

展。这对于确保所有儿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

利来说非常关键，而教育又为他们今后的生活

提供基础。这些进展得到了教育机构性别主流

化的支持，得到了民间团体的支持和拥护，得

到了社区动员的支持，得到了政府政策、立法

和政策框架以及确保其在学区、学校和社区层

面得到执行的资源的支持。

性别问题必须在相互连通的私人和公共竞

技场中得到处理，包括教育机构。学校和教室

中的性别暴力和歧视抹杀了积极的学校教育体

验和结果，并使得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长

期存在。即便在那些女童和男童表现都同样好

而且达到相似教育水平的国家，妇女的代表性

仍然不足，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市民生活中处

于不成比例的劣势。

通过降低学校成本和改进基础设施来增加

教育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已经帮助提高了女童

的入学率并缩小了性别差距。但是，完成学业

上的严重不均等仍然存在，而且男童的劣势局

面持续出现。

在教育和社会上实现性别平等需要男性、

女性、男童和女童的合作及参与，从社区层面

到国家和国际层面。每个人都会从性别平等和

一个性别公正的社会中获益良多。

在政治、经济
和 市 民 生 活
中，妇女的代
表性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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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在146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83%国家的初等教育生师比下降。然而还需要更大
的进步，尤其要确保教师经过正规培训。在中非共和国、乍得、几内亚比绍和南苏

丹，学生与合格教师的比率超过100∶1。

 ■ 在初中教育阶段，105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87个国家的生师比低于30∶1。

 ■ 尽管聘用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2012年，在9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三分之一
的国家按照国家标准接受过培训的小学教师不足75%。

 ■ 自1990年开始，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评估学习成绩来提高教育质量。1990年，
根据国家标准开展的学业评估只有12项，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101项。

 ■ 扩大入学机会不一定影响教育质量：在肯尼亚，初等教育完成率从2000年的42%上
升到2007年的62%。与此同时，来自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学习成绩都有所
提高。

 ■ 教师培训的缺乏以及质量低下，课本和资源的缺乏，以及班级规模仍然是影响教育

质量的严峻挑战。 

第6章
目标6：教育质量

187

1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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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监测全民教育进展

全民教育的所有目标都包

含着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这一

章旨在说明，在扩大教育机会的

同时提高教学与学习，是有可能

的。本章强调了师资投入、教学

材料、课程开发、有效的教学、

使用母语教学以及运用恰当技术

的重要性，描述了国家通过国家

和国际评估来测量学习成绩的努

力。

教育质量 .......................................189

扩大入学机会和公平学习

有可能同时实现 ............................189

应该监测学习成果的进展 .............190

投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 .................196

教学成功与可利用的资源有关 .....203

教学过程对学习很重要 .................206

教育治理的权力下放 ....................213

私立教育机构对教育质量

意味着什么 ....................................216

结论 ...............................................217

在墨西哥，所有孩子享受从幼儿园到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政府专门实施计划以确保整个过程的教育质量，并且对性

别、社会边缘群体和原住民人口尤其重视。我们致力于提高

数字素养，对学习成绩实施系统评估，以便指导教育政策。

墨西哥还推行了成人扫盲等教育项目。”

埃米利奥·丘艾费特·切莫尔

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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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6：教育质量

扩大入学机会和公平学习有可能同时实现

  目标 6     教育质量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
都能取得被承认和可衡量的学习效果。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承诺各
国提高教育质量。该宣言将教育质量作为教育

公平这一基本目标的首要条件。它承认，要充

分发挥教育对于促进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作

用，仅仅扩大入学机会是不够的。

10年后，《达喀尔行动纲领》宣称，接受
高质量的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它肯定质量

是教育的核心，是入学、续读和完成学业的根

本决定因素。它扩大了质量的概念，具体化到

学生、过程、设施、学习材料、内容、治理和

管理，以及学习成绩等方面有哪些令人期望的

特征。

虽然高质量的教育是全民教育目标的核

心，可直到最近，全世界的注意力焦点一直围

绕着普及初等教育：有效的政策以及国家在教

育方面的持续投入，使发展中国家失学的孩子

大幅减少（参见第2章）。

自达喀尔论坛以来，虽然很多国家在扩

大教育机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教育质量

并没有同步提高。将重点向质量和学习略微转

移，有可能更接近2015年后全球框架的核心，
因为正如《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4》显
示，2.5亿儿童尚未有机会学习基础知识——虽
然其中1.3亿儿童在学校至少待了4年。

本章通过回顾以往取得的成就，揭示在

扩大入学机会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是有可能

的。进而讨论监测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说明很

多国家已经转而关注教育质量。本章从全局角

度探讨了国家、区域和国际评估对于改善教育

质量（以学习成绩来衡量）监测的作用。本章

涵盖的四个方面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十分关键：

教师、课本以及其他教学材料和设施、教学过

程，以及教育治理（包括教育分权和私立学校

教育）。每个小节旨在对《达喀尔行动纲领》

以来的进步做一个系统评估。这一章还探讨了

为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进行的有开创意义

的政府改革，并详述了面临的挑战。

扩大入学机会和公平学
习有可能同时实现

教育机会的扩大是不是和学习的提高齐

头并进呢？新入学的儿童更有可能来自社会边

缘群体、身患残疾或受到营养不良和贫穷的影

响。他们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识字水平较低的

家庭，或者使用非官方语言的家庭。由于这些

背景特征有可能造成学业成绩不良，所以随着

入学人数的增加，教育质量有可能会下降。然

而，根据区域和国际的学业评估结果，这种预

期毫无依据。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4》中的分
析显示，南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会

开展的调查发现，2000—2007年，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儿童入学和完成初等教育

的人数均有所增加。同时，学习成绩有所上升

或维持不变。肯尼亚完成初等教育的儿童比例

从2000年的42%上升到2007年的62%。与此同
时，完成初等教育并达到最低数学学习标准的

学生比例从25%上升到39%。无论是来自贫困

新入学的儿童
更有可能来自
社会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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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孩子，还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都从

进步中受益。

同样，在中等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公平学

习同时提升。在加纳，中学净入学率从2003年
的36%提高到2009年的46%，全国范围内的入学
率更高，尤其在农村地区。不仅如此，全民教

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采用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

研究（TIMSS）的数据进行的新分析还显示，
不同地区之间的学习差距在缩小（图6.1）。以
大阿克拉地区和其他地区八年级的数学成绩为

例，2011年的差距比2003年有所缩小。这种
日趋平等的趋势表现在平均分由286分提高到
328分。

在墨西哥，1 5岁年龄人口的入学率在
2003—2012年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同时，其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数学平均分从385分提高
到413分。处境最不利学生进步最大。其结果
是，弱势学生和优势学生之间的分数差距从60
分缩小到38分（OECD，2012e）。政策通过给
最需要的地区和学校分配更多的资源，来提高

表现不佳的学校和学生的成绩。

应该监测学习成果的进展

《达喀尔行动纲领》将教育质量置于全民

教育的核心位置，强调需要有效策略来评估和

监测知识与技能，并展示可测量的学习成果。

本节探讨这些战略的一个独特要素：基于抽样

调查的大规模学业评估，它提供了关于整个教

育系统的信息。

实施全国教育评估的国家在增加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推行全国评估1，根据

国家规定的标准提供全国范围内有关学习成果

的信息2。在过去的25年中，全国评估的数目
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12项增加到2013年的
101项（Benavot and Köseleci，2015）。这种
趋势不仅发生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而且也出

现在比较贫穷的国家（图6.2）。在发展中国
家，1990年只有8项全国评估，1999年增加到
35项，2013年则增至64项。其结果是在评估参
与上的全球差距缩小了（参见概要）。

1. 全国学业评估根据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和预期目标对学习成果实
施评估，也称系统评估或学习成果评估，它可以是专门设计的练习，用
以表现一个教育系统或系统内界定清晰的部分（比如四年级学生或11岁
学生）的成绩水平，而不是单个学生的水平。

2. 国家评估和评估活动的全球综述见附录。对所收录评估的科学严谨性
和技术合理性不予评价。

图6.1：加纳在降低地区不平等的同时提高了学业成绩 
2003年和2011年，大阿克拉和其他地区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的八年级数学成绩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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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评估对四至六年级投入的力度更大，

超过对一至三年级和七至九年级的投入。2007—
2013年，总共有118个国家至少实施过一次针对
四至六年级学习成果的全国评估。另有68项针
对一至三年级的评估和84项针对七至九年级的
评估。对初中实施过至少一次全国学业评估的

国家数量迅速增加，尤其在达喀尔论坛以来的

后半段时间。

全国评估的显著特点是以课程为基础，

以科目为主导。迄今为止，语言（100%）和
数学（98%）是主导科目。在2000—2013年实
施评估的国家中，超过半数对科学的学习成果

实施了评估，将近五分之二（36%）对社会科
学实施过评估，33%对外语实施过评估，20%
对其他科目实施过评估，这些科目包括艺术、

体育、问题解决，生活技能、读写、认知行为

和音乐。1990—2013年的细致观察显示：外
语日益受到重视，达喀尔论坛之前只有21%， 
2000—2006年上升到29%，2007—2013年则上
升到34%。

虽然这些全国评估在评估方法、评估规

模、抽样设计和方法严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

大部分评估呼吁教育部门提高学生知识水平和

能力。他们通常重点强调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达

到了学习目标、子群体在成绩水平上的差异，

以及（如果可以收集到背景资料的话）学习质

量与不同学校和系统水平因素之间的关系到底

有多大（Greaney and Kellaghan，2008）。

对54项研究的系统分析表明：利用全国评
估数据制定的教育政策的范围很广，从课程改

革和教科书修订，到教师教育和在职培训、教

材开发、家长参与、成绩标准，以及对表现不

佳的学校进行资源分配与支持（Best et al.， 
2013）。巴西利用巴西考试（Prova Brasil）全
国评估体系建立了基础教育发展指数，将学生

学业和进步（包括留级率、升级率和毕业率）

的测量结合起来（Bruns et al.，2012）。智利
运用全国评估数据分析资金激励对学校绩效的

影响（Mizala and Urquiola，2013）。

民间主导的评估获得普及

教育和其他领域要求明证（evidence-inform
ed）政策和实践的运动范围不断扩大，这推动
了评估被越来越多地使用（Wiseman，2010）。学
术和媒体自由、民间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

稳定和开放决定着是否能够，并且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收集证据，进行评估并传播出去以影响决

策过程（Sutcliffe and Court，2005）。在有些
国家，研究日益冲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更

多有据可查的政策在教育领域出台（Best et 
al.，2013）。

图6.2：参与全国学业评估的国家数量增长迅速 
1990—2013年，全国学业评估的数量，按发展状态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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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动并不是利用评估体系支持政策制

定的唯一有效途径。2005年，印度开始实施由
民间主导、以家庭为基础的评估，该评估已被

巴基斯坦（自2008年起）、肯尼亚、乌干达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09年）、马里（2011
年）和塞内加尔（2012年）采用。2012年，
接受该评估的儿童总人数超过100万（ASER 
Centre，2014a）。

这些国家的民间团体倡导儿童基础阅读

和计算能力的评估。印度的年度教育状况报告

（ASER）称，虽然印度的教育系统在吸纳更多儿
童入学方面成就卓著，但全国境内学生在基本技

能掌握上的差异很大，官方对三年级学生开展的

全国成绩调查证实了这一发现（Indian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2014）。
年度教育状况报告进一步关注到近年来阅读

成绩有小幅下降，而数学成绩下降幅度更大

（ASER Centre，2014b）。3年度教育状况报

告的结果得到采用，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比

如，印度政府第12个五年计划的教育章节中
就引用了该报告的研究结果，即强调基本学

习是初等教育的明确目标，同时有必要通过

定期的学业评估来保证教育质量目标的实现

（Banerjee et al.，2013）。

年度教育状况报告最近有关巴基斯坦农

村地区的发现，揭示了所有孩子公平获得基

本技能面临的挑战（图6.3）。2014年，俾路
支省只有33%的五年级学生能用乌尔都语、
信德语或普什图语读懂故事，而在相对富裕

的旁遮普省，63%的孩子可以做到。俾路支
省只有24%的五年级学生会做除法运算，而
旁遮普省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有50%。

利用评估评价低年级学习情况

小学低年级的学习质量极其低下，导致

数百万儿童在离开学校时都没有掌握基本技

能。低年级时连读懂一段话都没学会或者最

3. 有关年度教育状况报告的历年结果以及人口亚群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查阅：www.education-inequalities.org。

基本的算术都不会做的孩子，日后的整个学业

很可能会非常吃力，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可能会

减少，辍学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几

个双边捐助国的支持下，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实施了低年级阅读评估（EGRAs）
和低年级数学评估（EGMAs）。从2007年到
2014年上半年，有60多个国家实施了一项或多
项低年级阅读评估。在几个国家，低年级阅读

评估覆盖了一个全国性的代表样本。4到2014年
中期，20多个国家实施了低年级数学评估。

低年级阅读评估的结果呈现出一幅令人

担忧的图景：许多儿童在学校里待了两到三年

时间，但一个字都没学会读。在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40%的二年级学生一个斯瓦希里语单
词都不认识。在加纳，对二年级学生读一段英

语，然后让他们回答问题，80%的学生不能做

4. 这些国家包括埃及（2013），冈比亚（2007，2009），加纳（2013），
约旦（2012），利比里亚（2008，2009，2010），马拉维（2010，2011），
马里（2009），尼加拉瓜（2008，2009），菲律宾（2013），卢旺达（2011），
东帝汶（2009），东加群岛（2009），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13）和瓦
努阿图（2010）。

图6.3：在巴基斯坦，学业差距与地理区域有关 
2014年，能够进行除法运算和用乌尔都语、信德语或普什
图语读一则故事的五年级学生百分比，按巴基斯坦农村地
区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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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确的回应（RTI International，2015）。

在几个国家，虽然教学语言是多数学生

的家庭语言，但学生的成绩依然很差。在马拉

维，让二年级学生读一则齐切瓦语故事，然后

让他们根据故事回答一个问题，94%的孩子不
能做出正确的回应，而齐切瓦语是当地的官方

语言。在伊拉克，25%的三年级学生不能说出
一个阿拉伯语字母的发音（RTI International， 
2015）。

很多学校不教低年级学生基础的算术。

在尼加拉瓜，2011年约有60%的二年级学生不
能正确地认出数字，超过90%的学生不会算减
法题。即使在四年级，这两个比率也分别接近

20%和70%（图6.4）。

低年级阅读评估通过督促政府和捐助方对

政策重新审度，以便让学生能够达到阅读和数学

的最低学习标准（RTI International，2015）。

区域和国际评估有助于衡量学习
平等

除了越来越多地实施全国评估，各国也更

加积极地参与跨国和跨系统的学业成绩比较。

跨国测验发端于1960年代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

会的研究，到1990年代拓展到更多国家，涉及
的科目有数学、科学、阅读素养和公民教育。

通过持续不断地估计和熟练、反复地操作，跨

国评估使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比较成为可

能。

来自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

（LLECE）和经合组织（OECD）的两个重要
研究使跨国评估中对学业成绩的进步和不平等

的测量成为可能，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

验室创立于1994年，1997年开展了第一次区
域比较与评价研究（PERCE），2006年开展
了第二次跨国研究（SERCE），第三次研究
（TERCE）是在2013年。第三次跨国比较研究
涉及15个国家和墨西哥的一个州，对数学、阅
读、书面表达和科学进行了评估。数据结果中

包括对构成学生学术能力的组织因素、课程因

素和家庭背景因素的评估，还包括对全国整体

进步的评估，比如针对消除不平等的评估，表

明很多国家——厄瓜多尔尤为突出——的全国

平均分有显著提高。

第二次和第三次比较研究显示城乡差距全

面缩小。2006年，大部分国家在阅读成绩上呈
现显著的城乡差距，虽然2013年有些差距还继
续存在，但令人鼓舞的是，除三个国家外，城

乡差距显著缩小（图6.5）。在不平等状况减轻
的同时，平均成绩有所提高，这与前文中提到

图6.4：在尼加拉瓜，很多学校不教低年级学生基础的算术 
2011年，正确回答数学题的百分比，按年级与评估子任务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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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纳的情况很相似（图6.1）。在拉丁美洲，
有证据显示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增进公平是

可能的。

2000年，经合组织启动了国际学生评价
项目。国际学生评价项目重点收集15岁学生的
信息，不考虑他们的学年，将社会不平等的根

源与其识字和计算能力联系起来。国际学生评

价项目的方法包括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指

数（ESCS），在各国对处于家庭经济和社会
文化地位指数最顶端的五分之一学生的阅读成

绩与处于最低端五分之一学生的阅读成绩进行

比较。2000—2012年，很多国家的差距大幅减
小。只有两个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很多，其中之

一的秘鲁在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的研

究中也是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图6.6）。

区域和国际评估影响政策话语……

区域和国际评估已经成了分析和支持教

育政策规划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经合组织的大

多数国家对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结果的直接反应

是开展政策改革（Breakspear，2012）。在

德国，2000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关于中等学
生成绩的评价令教师、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震

惊。这引起了持久的公众辩论，并最终导致了

大力度的改革，比如采用国家标准以及增加对

弱势学生（尤其是来自移民家庭的）的支持力

度（Ertl，2006）。在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南
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会的评估激起

了有关留级率和私人补习的大范围公开辩论

（Murimba，2005）。在塞舌尔，学校之间的
学习成绩差距很大，这一发现推动了一项取消

按能力分轨的政策改革（Leste，2005）。

在中低收入国家，参与国际学生评价项

目协助构建了使用数据的能力，参与的方式

包括起草国家报告、分析结果和更大范围的

技能评估（Bloem，2013）。与此类似，在
2007年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中，与发展
中国家官员和国家研究协调者的面谈表明，

国家参与加强和提升了评估技术的知识和技能

（Lockheed，2010）。

学业评估在很多国家也影响了课程和教

学改革。参与1999年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的18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个国家改变了课堂

图6.5：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06—2013年缩小了阅读能力的城乡差距 
部分国家第二次区域比较与评价研究（2006年）和第三次区域比较与评价研究（2013年）的六年级阅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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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6：教育质量

应该监测学习成果的进展

教学模式，更加注重方法的运用，比如活动学

习、数学中的问题解决和科学中的批判性思维

（Elley，2005）。吉尔吉斯斯坦为应对2006
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结果进行了教育改革，

包括重新安排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标准和绩效

（Shamatov and Sainazarov，2010）。

……但它们仍要应对自己的挑战

虽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人们也承认

利用区域和国际评估方面的挑战。数据的使用

未必恰当。公开出版参与国家的比较结果，可

能会削弱较穷困国家（这些国家能够掌握基本

技能的孩子很少）的参与积极性。对很多发展

中国家来说，大规模评估的参与成本是一笔大

额支出，它们很可能会要求国际援助组织的支

持。跨国比较的需要可能要求参与国评估它们

不熟悉的课程领域；这些国家可能会相应地调

整教育系统，但调整的方式未必适应它们的国

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评估并不包括

那些不在校儿童的信息，这都是国际学生评价

项目旨在解决的问题（框注6.1）。

图6.6：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多数参与国中，最优势学生和最弱势学生的学习差距缩小 
2000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中处于最顶端五分之一的学生与最低端五分之一学生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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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5），国际学生评价项目2000年和2012年的数据。

框注6.1：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发展项目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发展项目是最近推出

的计划，始于2013年，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
该项目有三个目标：第一，正如2009年低收入
国家的参与经验所显示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的方法不能准确地测量成绩偏低学生的表现。

该项目将尝试改善测量方法的敏锐度，同时又

能使测量结果不脱离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等级

体系。

第二，与民间主导的家庭评估（比如年

度教育状况报告，调查所有儿童——校内和校

外——的学习成绩）不同，区域和国际学习评

估只针对在校生。评估过程极其复杂，在学校

之外的地方很难开展。然而这存在一个巨大的

空白，就是无法了解那些辍学孩子的情况，尤

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学青少

年。项目尝试设计方法来评估15岁失学青少年
的技能，并提高教育政策决策者对他们的关注

度。

第三，需要调整和校订背景资料，以便获

取贫困国家有失学可能的孩子的特征。

目前有望参与的国家有：柬埔寨、厄瓜多

尔、危地马拉、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赞比亚。结果会在2017年年底公布。

资料来源：OECD（2014l）。

学业评估影响
了很多国家的
课程和教学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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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第6章

投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

《达喀尔行动纲领》承认教师在提供高

质量基础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为了实现

全民教育的目标，政府需要提高教师地位，鼓

舞教师士气和增强教师的职业技能，并促使他

们参与到影响其职业生活的教学环境的行动中

来。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决策者需要改

进教师教育，更公平地配置教师，提供适当薪

酬形式的激励，以及创造有吸引力的职业道路

（UNESCO，2014c）。

本节考察了师资队伍的数量、质量和配置

情况，强调了各国为了更好地提供和配置业务

熟练而且有积极性的教师而做出的努力，并分

析了聘用合同教师和提高教师职业地位上面临

的挑战。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是师资短缺
仍然是一个受到严重关注的问题

生师比测量的是教师数量对应学生数量的

比率。截至2012年，在16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中，有29个国家的初等教育生师比超过40∶1。

这其中有24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中中
非共和国的生师比最高，达到80∶1。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之后，几个国家的

进展非常显著（图6.7）。根据1999年和2012年
的数据，在146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121个
国家（83%）初等教育生师比下降。很多进步
发生在生师比低于40∶1的国家。

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和也门

在内的7个国家，生师比提高了24%，甚至更
多。阿富汗从1999年的33∶1提高到2011年的
44∶1，提高了31%。虽然师资力量增加了将
近4倍，但初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将近6倍，
依然无法满足需求。

对比之下，63个国家的生师比下降了至少
20%。刚果和马里的小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
多，同时还降低了生师比。分别达到16∶1和
14∶1。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制定时生师比超过

40∶1的30个国家中，8个国家的生师比到2012
年已经低于40∶1。赤道几内亚、加蓬、东帝
汶下降幅度显著，下降了50%左右，甚至更
多。但是马拉维1999年的63∶1就已经很高，

图6.7：几个国家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人数在下降，但依然很高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每位教师对应的学生数量，按地区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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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6：教育质量

投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

到2012年又提高了17%，高达74∶1。

在初中阶段，2012年有105个国家有数据
可查，其中18个国家的生师比高于30∶1，这
其中包括孟加拉国、乍得、毛里塔尼亚和赞比

亚。1999—2012年，俄塞俄比亚、冈比亚、
几内亚、马里和缅甸的生师比上升，每位教师

对应的学生数量增加了6个以上（图6.8）。这
些国家的毛入学率都有显著提高，远远超过教

师数量的增长速度，也引起这些国家对教育质

量的极大关注。不过有些国家初中入学率提高

了，生师比也进步显著。多哥的毛入学率从

1999年的39%上升到2011年的68%，而生师比
从44∶1下降到34∶1。

图6.7：几个国家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人数在下降，但依然很高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每位教师对应的学生数量，按地区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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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师比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初中教育每位教师对应的学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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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2012年97个有数据可查的
国家中，只有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和也门的生师比高于

30∶1。在过去的10年，大部分国家的高中生
师比保持稳定或下降，厄立特里亚尤其突出

（45∶1—31∶1）。不过，在这个分析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13%的国家被囊括在内，
而这一区域恰恰是高中教师短缺最为严重的地

区。

要在2015年以前普及初等教育，
需要多少名小学教师？

未来教师招聘的需求取决于目前的人员

缺口以及人口状况、入学趋势和失学人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全民教育全球监

测报告小组最近的分析表明，在2012—2015
年，需要招聘的小学教师数量约有400万人
（UNESCO，2014i）：其中260万人替换退
休、改行、去世或因病离职的教师，另外140
万人弥补人员缺口，应对入学人数增加，保持

生师比低于40∶1以保证教学质量。因此每年
还需要45万名教师，这样才能在2015年拥有充
足的师资力量。

有些地区和国家对小学教师的需求量远远

大于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挑战最

为严峻，要到2015年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
需要的教师人数还空缺一半以上（63%）。一
项国家评估显示尼日利亚依然面临最严峻的挑

战，2012—2015年还需要22万名小学教师，
占全球需求量的15%。在10个小学教师需求量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了9
个，另一个是巴基斯坦，需要大约8.6万名教师
（UIS，2014c）。

各国到2015年能否招聘到足够的教师？不
太可能，尤其在那些与目标差距最大的国家。

在93个需要扩充小学师资队伍的国家中，只有
29个（31%）有可能到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其余的64个仍然面临师资缺乏的难题。这意味

着到2015年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将因为持
续的师资缺乏而无法实现（UNESCO，2014i）。

训练有素的教师短缺最严重

扩充教师数量还不够，提高教师质量，也

就是配置训练有素和有积极性的教师，也是当

务之急。很多国家通过聘用缺少相关资质和正

规培训的教师，迅速扩充师资队伍。2012年在
9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按照国家标准培训
过的合格小学教师在几内亚比绍只占39%，在
另外的31个国家则超过95%。

1999年和2012年都有数据可查的50个国家
中，超过一半国家的合格教师比例有所增加，

有些增幅很大。吉尔吉斯斯坦、马拉维、缅

甸、尼泊尔、卢旺达和多哥增幅超过50%。贝
宁、科威特、加纳和斯威士兰等国家则不进反

退，合格教师比例大幅下降。

2012年，中非共和国、乍得、几内亚比绍
和南苏丹的学生与合格教师的比率超过100∶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另外38个国家超过40∶1。有
些国家教师总量不算缺乏，但可能缺乏合格教

师。孟加拉国2011年的生师比是40∶1，而学
生与合格教师的比率是70∶1，两者有很大差
距。

1999—2012年，在50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中，44个国家的学生与合格教师比率下降（图
6.9）。在尼泊尔，这一比率从1999年的260∶1
下降到2013年的28∶1。这一巨大进步得益于
一项提升教师资格的政策，该政策要求增加教

师培训（Dundar et al.，2014）。

对46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的预测表明：
伯利兹、莱索托和尼加拉瓜等12个国家到2015
年将有接近75%的小学师资按照国家标准接受
培训。另外34个国家中，半数将取得巨大进
步，合格教师的比例比1999年至少增加20%
（Bruneforth，2015）。

扩充教师数
量还不够，
提高教师质
量也是当务
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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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

许多国家没有培养足够的中学教师。对

2015年的预测表明：在24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中，缅甸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7个国家将取
得巨大进步，中学合格教师占比至少增加20%
（Bruneforth，2015）。

需要解决教师公平配置方面的差距

教师总数量以及平均生师比会隐藏教师

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引起对公平的关注。不均

衡可能与学校类型、地理位置以及教师培训有

关。公立教育机构和私立教育机构存在鲜明和

持续的差距。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对统

计研究所数据库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刚果、卢

旺达、乌干达等几个国家，公立小学的生师比

与私立小学相比，高出将近30个学生，甚至更
多。地区差异会进一步造成不公平。在印度，

虽然近年来初等教育的平均生师比有所改善，

但地区差异依然存在，2013—2014年，北方邦
的生师比是41∶1，比哈尔邦是38∶1，安得拉
邦则是23∶1（NUEPA，2014）。

对弱势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教师职业

准备不充分，逊色于相对富裕学校的教师。在

蒙古，数学教师的专业成绩要高出10—19分，
才能给富裕的孩子上课，对这些孩子的调查显

示他们的家庭语言和考试语言一致（Chudgar 
et al.，2013）。在南非，熟练掌握数学和阅读
知识的教师往往被分配到市区和教学资源较好

的学校（Altinok，2013a）。

合格教师配置的不公平并不仅仅是发展中

国家存在的问题。在美国，高流失率是很多学

校配备合格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教师流失，

尤其是少数族裔中的教师流失问题，使弱势学

校招聘新教师成为难题，对教学力量的多样化

也不利（Auguste et al.，2010；Ingersoll et 
al.，2014）。

在过去的10年，政府为了解决教师配置的
问题做出各种尝试，包括集中分配，住房、财

政补贴，加快升职等激励措施，以及就地招聘

教师等（Chudgar and Luschei，2015）。

图6.9：很多国家仍然缺少合格教师 
1999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初等教育阶段学生与合格教师比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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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家按2012年学生与合格教师比率的上升顺序排列。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8（印刷版）和统计表10 A（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

在美国，高流
失率是很多学
校配备合格教
师面临的主要
问题



200

第 1部分

第6章

集中和计划分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结

果。在厄立特里亚，政府将教师分配到6个地
区中具体哪一所学校，严格按照学生数量实

行。2004—2005年，教师们被更加均衡地分配
到了最需要他们的地方（Mulkeen，2010）。
与之相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集中分配

制度并没有解决生师比的巨大差距，弱势

地区配备的是最没有经验的教师（Chudgar 
and Luschei，2015）。这种制度也会打消
教师的积极性，或使教师将分配的职位暗中

售与他人或转包给没有资质的人（Steiner-
Khamsi，2015）。

激励措施用增加薪酬和改善工作条件来

吸引教师。在韩国，弱势学校的教师享受以下

优惠政策：增加津贴，降低班容量，缩短教

学时间，在贫困地区执教后有机会自主选择

中意的学校，有更多的升职机会（Kang and 
Hong，2008）。结果，77%的乡村教师都拥有
学士以上学位，而大城市只有32%的教师拥有
同等资质（Luschei et al.，2013）。

另一个克服流失和其他挑战的方法是就

地招聘教师。曾有观点主张，就地招聘的教师

和学生在性别、文化和（或）宗教背景上相

近，对学习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awal and 
Kingdon，2010）。对增强教师问责的需要也
促使就地招聘政策的出台，尤其在教师缺勤引

起关注的国家。不过，就地招聘也带来了难

题，比如弱势地区缺少胜任的应聘者，只能依

赖不合格的教师（UNESCO，2014c）。

为美国而教（TFA）是一个将大学优等
生派往弱势学校支教的计划，部分缓解了教

师人员缺口，同时也给优质教学和教育领导

以启示。该计划发展迅速，1999年只有500名
教师，2012—2013年已经拥有1万名教师。
人们发现，参与为美国而教的教师在有了教

学经验后，提高了高年级的数学和科学成绩

（Glazerman et al.，2006；Xu et al.，2009）。

不过，他们在美国教师中只占极少数，而工作

5年后他们中间只有28%的人会继续教师职业，
而其他教师中则有50%会继续执教（Heilig and 
Jez，2014）。为美国而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
长期解决方案，不过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推

广，智利、印度、尼泊尔、中国和秘鲁都有类

似计划。

改进的数据和透明管理促进了教师配置

政策的执行。自2003年起，菲律宾的彩虹光
谱计划利用一组彩色编码来标示生师比，使不

均等一目了然：蓝色表示生师比低于25∶1，
红色表示生师比高于50∶1，黑色表示教师极
度缺乏。这一措施使信息更加明了易懂，增强

了教师对配置政策的认识。2009—2011年，
超过60%的新教师被分配到黑色区和红色区
（Albert，2012）。

合同制教师增加，但是也引起了
关注

为了应对入学人数增加引起的对教师的需

求，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招聘

计划，其中包括大范围聘用合同制教师。这一

措施也正好迎合了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减少公共

机构开销的建议所引起的结构调整要求（De 
Koning，2013）。这些问题在第8章探讨融资
问题时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师资队伍的构成趋势表明，到2010年，有
些国家的临时合同制教师数量远远超过了公务

员教师（图6.10）。在尼日尔，合同制教师所
占百分比从2002年的55%增加到2008年的将近
80%。这一趋势使贝宁和马里等教师缺口最大
的国家大幅降低了生师比。

在印度，自2002年起，合同制教师的招
聘迅猛扩展，不过各邦之间有显著差异。在

2013—2014年，贾坎德邦的临时合同制教师

在韩国，弱
势学校的教
师享受优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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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是47%，而卡纳塔克邦还不足2%
（NUEPA，2014）。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合同
制教师比例也很高，比如最近智利的合同制教

师所占比例是20%5（Kingdon et al.，2013）。

合同制教师的工作条件、工作保障和薪酬

待遇均不及正式教师。比起公务员教师，他们

未接受过教师培训或培训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可

能性更大。在印度，正式教师必须完成两年的

初任教师培训，而合同制教师只需参加短期的

就职课程（Kingdon et al.，2013）。

教师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影响了人们对合同

制教师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的自我评价，导

致士气低落、不满情绪和高流失率（Chudgar 
et al.，2014）。贝宁实行了一项政策，将合同
制教师和正式教师的职业生涯并轨（Pôle de 
Dakar and République du Bénin，2011）。

合同制教师能像公务员教师一样取得同等

的教学效果吗？在尼日尔和多哥，合同制教师

对五年级的学习成绩整体上的影响是负面的或

是好坏参半。不过在马里，法语和数学成绩有

所提高（Bourdon et al.，2010）。在印度，合
同制教师和正式教师所教学生的学习成绩整体

上没什么差别，有时合同制教师所教学生的成

绩更好（Atherton and Kingdon，2010）。几内
亚表明有效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政府和

教师工会的一项政策，合同制教师接受18个月
的培训，他们的学生往往比正式教师的学生成

5. 社区教师是由社区招聘的合同制教师。其他合同制教师直接由政府招
聘。其待遇都低于公务员教师。

绩更好，同时这些教师的职业素养也大大提高

（Chudgar，forthcoming）。

如果家长和社区加强参与力度，合同制

教师就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肯尼亚，聘

用合同制教师的积极效果只有依靠社区才能看

到，家长经过培训，会监督教师缺勤情况和工

作时间，而且，当地正式教师的亲戚不能参

与合同制教师的招聘（Duflo et al.，2012）。
在马里，在当地社区的密切监督下，合同制

教师执教的二年级和五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成

绩一直高于正式教师的教学成绩（Bourdon et 
al.，2010）。

怎样提高教师的职业地位？

如果教师职业地位低下，那么招聘和留住

教师都会遇到困难。只有提高了教师地位，才

能提高教师积极性和工作满意度，只有这样才

能降低教师流失率，提高教师工作绩效和学生

学习成绩。

2013年全球教师地位指数表明，在21个
国家，教师地位差别巨大。教师在中国、埃

及、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地位高于北美和

西欧（希腊除外）。在德国，想让孩子当教师

的人不足20%，而土耳其有将近40%的人有此
愿望，在中国则有50%。某些国际差异可以从
文化视角解释：亚洲社会似乎对教师更加尊重

图6.10：2000年代，社区教师和合同制教师的比重增加 
2001—2006年和2007—2010年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师资力量分布情况，按合同类型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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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ôle de Dakar，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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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ton et al.，2013）。

教师的职业地位下降了（Keuren et al.， 
2014）。2013年参与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的15
个国家中，只有不到33%的初中教师认为教师
在社会中属于有价值的职业，这比起2008年的
60%有大幅下降（OECD，2014l）。

薪酬对于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声望具有直

接影响。在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比如中

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和利比里亚，教师薪酬

还不足以使他们举家脱离贫困线（IIEP-Pôle de 
Dakar database）。在过去30年间，非洲法语
国家经历巨大衰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本就

很低的教师薪酬进一步降低（Pôle de Dakar， 
2009）。薪酬过低的情况下，教师只得再做其
他工作，比如私人补习（框注6.2），这降低了
教师对本职工作的责任心，并导致缺勤情况的

发生。

与需要同等学历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

薪酬偏低。201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年龄在
25—64岁的人口中，小学教师的薪酬只相当于
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职人员平均薪酬的85%，
初中教师则只相当于88%（OECD，2014d）。在
秘鲁，拥有同等学历和类似教育背景的其他职

业薪酬比学前教育教师和小学教师薪酬高出50%
（Mizala and Ñopo，2012）。受2008年年底全球
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2009—2012年，经合组织
成员国的平均教师工资下降了大约5%，遍及各
个教育阶段（OECD，2014d）。 

有些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教师职业地位。

印度尼西亚颁布的《2005教师法》规定：教
师需要取得学制四年的学位并接受认证。经认

证的合格教师会获得职位津贴，相当于薪酬翻

倍。2006—2011年，拥有四年制学位的小学教
师增加了176%。大学入学人数从2005年的20
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00万人，是原来的5倍。
这表明职业资格和收入增长使教师职业的吸引

力有所提升（Chang et al.，2014）。

在学业成绩高的东亚国家，新教师要参

加入职培训以便应对教学实践、管理学生集体

和适应校园环境。大部分培训课程为新教师提

供非授课时间6，参加入职活动和教师导师的

培训。在新加坡，新入职的小学教师要在头

一两年接受国家级和校级的正式入职培训，接

6. 非授课时间是指教师在这段时间内不用上课，而是进行备课、撰写报
告和参加职业培训，由其他教师暂时帮他们代课。

框注6.2：私人补习的增加对决策者意味
着什么？

私人补习在东亚国家盛行已久，现在日益

扩展到世界范围。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超

过80%的学生表示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接受过
某种形式的私人补习。

私人补习通常与教师为了弥补低收入的增

收活动有关。在柬埔寨，小学和初中教师普遍

将私人补习作为第二职业，尤其在城区。私人

补习的收入约相当于月平均基本工资加基本津

贴的三分之二。

课外补习有可能破坏教与学的积极性，

影响正常的授课，更加重学生学习成绩上的不

平等。在柬埔寨和埃及，报告称教师在上课时

只讲课程的部分内容，其余部分会在补习班里

讲，以此来强迫学生参加补习班。

一旦私人补习成为普遍现象，就很难用惩

罚性措施来消除。不过有些国家还是采取了应

对措施。不丹禁止教师提供私人补习。中国对

收取补习费用的教师予以惩罚。

政府可以弱化评估体系的高风险性质，这

也推动了对补习的需求。同时，政府也要加强

监管机制以保证教师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

内容。不过，多数国家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政

府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数据来源，才能对情况进

行评估和处理。

资料来源：Benveniste et al. (2008)；Bray and Kwo (2014); Bray 
and Lykins (2012); Dawson (2009);  Hartman (2013); Silov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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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经验的导师和高级教师的指导（OECD， 
2014l）。

教学成功与可利用的资
源有关

《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课本、其

他教学材料和设施的供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

键。本节探讨支持高质量教学的三个因素：学

习材料的供给、分配和使用；配备适当设施的

安全、无障碍的物质环境；以及在课堂上花费

的时间。

推广使用适当教学材料

有关学校效能的研究表明，恰当的课本对

于提高教育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资源有限

和预算不多的发展中国家，课本可得性方面花

钱少收效高（Boissiere，2004；Scheerens， 
2004）。

课本短缺依然严峻

学生/课本比率是衡量课本可得性的重要指
标。2012年，喀麦隆的十二年级学生每2人拥有
一本阅读课本，每14人有一本数学课本，至今
没有改善（统计研究所数据库）。中学课本同

样缺乏。一项对1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
析显示，只有博茨瓦纳的课本供应充足，所有

科目和所有年级的学生/课本比率接近1∶1。莱
索托、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在内的另外18国的中
学课本十分短缺，非核心科目的课本短缺更为

严重（World Bank，2008c）。

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在利比里亚，2013

年马吉比州的学生/课本比率接近7∶1，比全
国平均值高出一倍多（Liberia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3）。在南苏丹，该比率从中
赤道州的2∶1到团结州的11∶1不等（South 
Sudan Ministry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2012）。

在过去的10年，有几个国家的课本短缺情
况甚至更加严重。2000—2007年，肯尼亚、马
拉维、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没有课本或至少3人
共用课本的学生比例增加了至少10个百分点。
相形之下，斯威士兰独自使用一本阅读课本的

学生百分比从74%增加到99%，同时六年级入
学率提高了大约20%（SACMEQ，2010）。

课本的可得性并不一定是指在课堂上使用

课本。课本可能会存放在学校里，为了防止发

给学生后损坏或丢失。在马拉维，有报告称教

师不愿意让学生使用课本，担心学生不爱惜课

本，逃学或辍学（World Bank，2012b）。在塞
拉利昂，因为担心将来课本供应不上，课本经

常被存放起来，得不到使用（Sabarwal et al.， 
2013）。

持续供应充足的课本，是必须解
决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课本对于提高学习

成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影响了教育政策

的制定。斯威士兰从2003年开始向所有小学生
免费提供课本（SACMEQ，2011）。国际社会
的援助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教材的开发和发放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和美

援署资助的项目计划给学校发放7 800万册课
本，并发放用7种母语（约75%的小学生使用）
编写的课本和教师用书，以提高学生/课本比率
（World Bank，2013c）。

课本的可得性
并不一定是指
在课堂上使用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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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为了更大范围地提高课本可
得性，各国集中供给和发放教材的体制逐渐

松动，放开了课本的供应权。包括马拉维和

津巴布韦在内的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

然完全依赖国家机构生产课本，但是这种体

制日益为私营出版机构所取代，大部分国家

发生的转变是地方私营出版机构参与进来，

非洲本土出版商的参与显著增加（Read and 
Bontoux，2014）。7课本供给和发放上存在的

腐败和玩忽职守造成效率低下，民间组织正在

应对和解决，参见第8章中菲律宾的例子。

课本内容扩充和更新

课本是课程中最容易接触的部分，反映

了大体的教育重点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

（Heyneman，2006）。因此，课本更新非常
重要，这样才能跟教育和学科领域内最新的进

展同步。

1970—2008年，对70个国家的500多本初
高中社会科学课本的分析显示出互相关联的

趋势。关于人权的讨论有所增加：1995年前
只有约20%的课本有一章或以上章节讨论人权
问题，这一数据在1995—2008年增加到44%，
体现了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的影响力（Meyer 
et al.，2010）。此外，课本也变得更加以学
生为中心，包括适合儿童的图画、图示、开放

式讨论问题和角色扮演练习，这一转变与全

球人权条约和组织强调将权利交给儿童有关

（Bromley et al.，2011a）。最后，在全球文
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下，讨论环境问题的课本

所占比例从1970—1984年的24%增加到1995—
2008年的52%（Bromley et al.，2011b）。

课本日益触及现实问题：妇女、儿童、

移民和难民，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经历的歧

视、被边缘化和排斥。除了描绘社会不平等问

题，课本也描绘了各类人群的权利。虽然总体

的趋势是倾向于代表边缘化群体的利益，但需

7. 英国国际开发部也一直热心于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教材领域的权力下放活动（DFID，2011）。

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尤其在那些涉及性别倾

向和劳动者权益的地区，如阿拉伯国家（Terra 
and Bromley，2012）。

营造对儿童有利的学校环境

提高教育质量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改善学

习环境，包括学校基础设施以及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很多儿童就读的学校在硬件方面不

利于学习——缺少饮用水、洗手设施和安全、

干净的厕所。儿童还可能遭遇歧视、骚扰甚至

暴力。

在过去的15年间，包括尼加拉瓜、泰国和
乌干达在内的好几个国家采用了一种对儿童有

利的学校样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联合国机

构，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该样板

以《儿童权利公约》为依据，强调学校是一个

提供与生命和生活相关的学习机会的场所，是

一个健康、安全、包容和保护性的环境，强调

性别平等和公平，并欢迎学生家庭与社区积极

参与（UNICEF，2009a）。

该样板为克服不利因素和加强公平提

供了一个入口，如伯利兹的原住民儿童和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少数旅裔的案例

（UNICEF，2013c）。截至2011年，老挝至少
有20%的小学实行了优质学校方案，入学率和
续读率均有增加，留级率降低，尤其在教育资

源匮乏的农村地区（McLaughlin，2011）。

在圭那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菲律

宾、南非和泰国，依据现场参观评估学校是

否有利于儿童，凸显了有效实施样板所面临

的挑战。基础设施差和维护跟不上是学校面

临的主要问题。在菲律宾，只有32%的学校外
观良好——窗玻璃完好，墙皮没掉漆。在泰

国，61%的学校建筑和教室没有为身体残疾的
学生配备足够设施，不到三分之一的学校为身

体残疾和有学习障碍的儿童配有经过专业训练

的教师。另外，由于缺乏培训，校长和教师在

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法切换的过程中感到吃

包括尼加拉
瓜、泰国和
乌干达在内
的好几个国
家采用了一
种对儿童有
利的学校样
板

1
0

2
5

全
民
教
育
全
球
监
测
报
告



205

 目标 6：教育质量

教学成功与可利用的资源有关

力（UNICEF，2009b）。

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

虽然《达喀尔行动纲领》并未明确指出，

但事实证明教学时间能增加学生接触知识的机

会，因此对学习成绩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智

利政府逐渐延长了学生每天在校的时间，全日

制的学生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成绩都高于非

全日制的学生（Bellei，2009）。在埃塞俄比
亚，授课日时间增加（2005年从4小时增加到
6小时）使8岁孩子的写作和数学成绩（阅读除
外）都有所提高，女孩比男孩效果更明显，不

过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富裕生与贫困生之间的学

习差距（Orkin，2013）。

国际组织和报告建议小学每年安排850—
1 000个学时，或者200个授课日，假定每周
5个授课日的话（Lockheed and Verspoor， 
1991）。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小学计划
授课时间平均接近每年800小时，其中时间最短
为匈牙利，不到700小时，时间最长的是智利和
葡萄牙，1 000小时左右（OECD，2014d）。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新的分析表

明：在过去10年，全球小学和初中课堂教学时
间稍有减少，不到1 000小时（图6.11）。到
2010年，各国小学低年级的教学时间平均为每
年720小时，然后逐年递增，到八年级达到约

900小时。教学时间大幅增加一般发生在二到
三年级和六到七年级，后者正好是小学向初中

教育的过渡期。

对可收集到的125个国家的最新数据的分
析表明，在北美和西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和西亚，低年

级平均教学时间较长，阿拉伯国家、中亚、中

欧和东欧较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短。虽

然低年级计划教学时间的地区差异很大，但在

高年级并不明显。初中阶段几乎没有地区差异

（图6.12）。

官方计划的教学时间和实际学习
时间不同

在很多国家，尤其在贫困地区，授课时间

由于教师迟到、教师在职培训、罢工和武装冲

突很难按计划完成，造成流失（Benavot and 
Gad，2004）。在巴西（伯南布哥州）、加
纳、摩洛哥和突尼斯，流失的教学时间占官方

计划教学时间的39%—78%（Abadzi，2007）。

教师缺勤减少了对学生的实际授课时间，

严重影响了学习成绩。在阿根廷、巴拉圭和菲

律宾，三分之一的学生反映教师有迟到、缺勤

和缺课问题（UIS，2008）。2004—2011年，
对21个国家的估计表明加纳、印度、肯尼亚、
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初等教育教师缺勤率超过

20%（Patrinos，2013）。

实际可用的教学时间还取决于教师和学

生如何利用他们的课堂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奥

罗莫地区，小学低年级的课堂观察表明有三分

之二左右的学生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学

习（DeStefano and Elaheebocus，2010）。
乌干达的小学教师缺勤率高达27%，很多教师
即使不缺勤，在课堂上其实也没教授什么东西

（Chaudhury et al.，2006）。

教学时间的流失和低效利用是教育质量

图6.11：达喀尔论坛后全球每年计划教学时间下降 
2000年和2010年，每年平均教学时间，按年级分列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c. 2000 c. 2010

700

年
平

均
教

学
时

数

950

900

850

800

750

资料来源：（1）年平均教学时间c. 2000；Benavot（2004）。（2）年平均
教学时间c. 2010；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统计研
究所数据库和世界教育数据库第7版。

教师缺勤严
重影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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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标志，导致在很多国家父母们更愿意将

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见第2
章）。要最大程度地增加有效的学校时间，让

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就要增

加中央和地方监督力度，记录不负责任的教

师，就时间利用问题对校长和教师进行培训并

提供反馈，并授权公众对教师的活动进行监

督。

教学过程对学习很重要

高质量的教育不仅在于投入，也重在过

程。《达喀尔行动纲领》强烈要求改进教学实

践。这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具有相关性和包容

性的课程；有效和恰当的教学方法；使用儿童

的母语；选用恰当的技术。

制定具有相关性的课程

课程改革具有全球性和地区性影响。《达

喀尔行动纲领》影响了中国的新课程改革。

此次改革于2001年启动，2005年实施（China 
Government，2003）；包括安哥拉、博茨瓦
纳、布隆迪、刚果、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和南

非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施了全国全民

教育战略改革（Georgescu et al.，2009）。土

耳其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于2004年对
初等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另外作为欧盟成员

国，土耳其在采用欧盟标准和教育理念上具有

明确的政治意图（Altinyelken and Akkaymak， 
2012）。

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压力日益增加，也是促

成教育改革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政府进行

课程改革的方式日趋一致（Fiala，2007），通
常不再单纯关注知识，而是更加注重技能和能

力（Rosenmund，2007）。

课程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推动课程内容

与当前个人、社区和社会需求更加相关的趋

势（Barrett et al.，2007）。国际话语和大
事，尤其是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有关的问题，

得到了重视。有分析对1980年代到2000年代
的官方课程表进行梳理，发现污染、自然资

源枯竭、臭氧层等与环境相关话题已经形成

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小学阶段。电

脑和技术相关学科的普及也大幅提升：在小

学课程表中占25%，在初中课程表中占40%
（Benavot，2004）。一项近期的快速评估对
88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51个国家的全
国课程强调技术的运用（Amadio，2014）。

图6.12：低年级教学时间的差异大于高年级 
年平均教学时间，按地区和年级分列

中亚和中欧/东欧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和西亚

东亚和太平洋

阿拉伯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北美和西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500

年
平

均
教

学
时

数

1 000

900

800

700

600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2014），依据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和世界教育数据库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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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技能和能力

本世纪初，课程设置以知识内容为核心，

经常因为太空洞、过时和内容过多而受到指

责。达喀尔论坛后，教育政策开始转型，普遍

注重能力和技能的发展（Westbrook et al.，
2013）。中国的科学教育过去一直注重传授
知识，2001年课程要求学生大胆质询，发展
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Guo et 
al.，2013）。在土耳其，2004年的课程采用了
能力为本的策略，而不是传统的知识为本，注

重沟通、调查、企业精神等技能和信息技术的

使用（Altinyelken and Akkaymak，2012）。

向能力为本的课程转变，主要发生在小学

低年级，中学阶段则转而注重更加结构化的学

习。在乌干达2007年的主题课程中，一到三年
级是围绕主题组织知识和能力，这之后则是以

学科为单位编排课程（NCDC，2006）。

各国的中等教育种类多样，以便更加适

应劳动力市场（见第3章）。博茨瓦纳、加纳
和南非实施教育体系改革，使初中学生接受

统一的核心课程（Afeti et al.，2008；World 
Bank，2008b），使学校能够更注重读写和算
术等能力的培养，同时提供课外活动以满足学

生广泛的需要和兴趣。

在高中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迅速将技术

和职业学科纳入课程体系，并作为关键组成部

分。哥伦比亚对中学课程进行了修订，使农村

学生能够通过数学和科学等传统科目的学习，

利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获取有关农业、畜牧业

和其他农村活动的知识（IFAD，2010）。

有些国家放开了课程设计的权力，使对

特定群体和儿童实用和适用的知识和活动能够

编排进课程。2004年，莫桑比克为适应当地需

求实施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其中20%的内
容由学校和公众设计（Alderuccio，2010； 
Chachuaio and Dhorsan，2008）。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于2010年采用了国家（60%）、地
方（30%）和当地（10%—20%）的三合一课
程，旨在将原住民人口完全纳入教育系统并

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地方和当地课程致力于

适应特定地区和当地背景，包括当地文化等

（Altinyelken，2015）。

课程改革并不一定达到预期目标

课程改革的实施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差异

很大（Anderson-Levitt，2003）。这受到课
本可得性、训练有素的教师以及教师支持等

资源条件的限制。好几个国家的预期是课程

会随着设计和编写自动实施（Georgescu et 
al.，2009）。如果课程改革与现行政策相冲
突，则会出现严重的退步。在土耳其，现实的

考试制度与课程目标并不一致，导致人们依靠

学校教育很难保证学习成绩，促使私人补习的

需求上升（Altinyelken，2013）。

有些课程改革则把技能或能力与知识对

立起来。中国以前的课程给人的感觉是知识量

太大，修订后的课程则被指责为过于简单，连

重要的信息都漏掉了。教师们只好利用其他

渠道的信息补充，结果增加了工作量（Dello-
Iacovo，2009）。在秘鲁的农村中学，教师们
了解到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又有了新的重点，传

达出来的信息是内容不那么重要了，导致学

生忽略了关键概念（Balarin and Benavides， 
2010）。

在很多情况下，教师并不参与课程计划，

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使他们没有参与权。他们

缺少对改革意图的了解，而改革本身也没有扎

根课堂实际（Al-Daami and Wallace，2007）。

课程改革实
施情况受课
本可得性、
训练有素的
教师和教师
支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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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纳、肯尼亚、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教师们往往都不理解课程的

目标是什么，部分原因是教师培训不合理以及课

堂上缺少支持机制（Pryor et al.，2012）。

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教学策略日

益受到重视。一项报告综合了800多项对高收
入国家教学的元分析，发现课堂互动策略，如

互相教授、同伴辅导、学生发言和反馈等最有

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Hattie，2012）。一项
对489项研究的系统分析和一项对54项关于中
低收入国家实证研究的深度研究强调了几种

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小组和结对工作、信

息反馈、学生质疑、使用当地语言、有计划

且富于变化的授课顺序、利用各种学习材料

（Westbrook et al.，2013）。

有效的教学实践会带来积极的学习成果。在

印度农村地区，提问题、使用当地事例解释课程

内容和小组学习等对儿童有利的教学实践活动带

来了积极的教学效果，按照标准2和标准4考查的
学习成绩有所提高（Bhattacharjea et al.，2011）。
在巴基斯坦，2002—2003年在旁遮普省拉合尔
区开展的学校调查发现教学计划和互动教学对

语言和数学成绩均有促进作用，私立学校表现

尤为明显（Aslam and Kingdon，2011）。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变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教学遵循严格填

鸭式，其特色是教师主导的长篇大论的讲课

和学生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这在孟加拉国

（World Bank，2013a）、莱索托（Moloi et al.，
2008）、缅甸（Lal l，2011）和尼日利亚
（Hardman et al.，2008）的课堂观察中都有
记录。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处于被动位置，他

们的学习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仅仅是记住事实

和背诵给老师听。

过去的10年，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逐渐向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转变。8这种方法促进了

批判性思维，教师的预期职责是通过活动、小

组学习和反思帮助学生积极地建构知识。这部分

上源自某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决策者的理念，即这

种方法有助于促进民主、民众参与和经济发展。

博茨瓦纳（Tabulawa，2003）、埃及（Ginsburg 
and Megahed，2008）、危地马拉（De Baessa 
et al.，2002）、印度（Sriprakash，2010）和纳
米比亚（O’Sullivan，2004）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课堂上有效实施的挑战

种种问题使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在课

堂实施过程中面临困难和挑战。一项分析对

1981—2010年发表的72篇有关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方法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些挑战与

下列因素有关：缺少支持性环境、教师培训和

准备、课本、教学材料、班级规模和配套设施

（Schweisfurth，2011）。

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省，小学里超过30个
人的班由于资源不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无法实施（Altinyelken，2011）。在乌干达的
坎帕拉，小学教师为了按照新课程表推行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调整了教室的布局，但

多数人感觉在过度拥挤的教室里，很难将学

生分成小组或开展有意义的结对或小组活动

（Altinyelken，2010）。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的转变对职前

教师教育和在职教师教育有重要意义（见框注

6.3）。如果没有持续和连贯的支持，大部分
教师会沿袭自己受教育的传统进行教学。在中

亚9，很多教师对于如何克服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法的困难，根本没有接受培训或接受了不

恰当的培训（Chapman et al.，2005）。

8. 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国家有：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柬埔寨和中国；中
欧和东欧有俄罗斯联邦；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几内
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国家有埃及
和约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
（Altinyelken，2015）。

9. 该研究涉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

教学策略是
提高教育质
量的核心

1
0

2
5

全
民
教
育
全
球
监
测
报
告



209

 目标 6：教育质量

教学过程对学习很重要

课堂实施的另一个挑战是高风险考试

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们的“逆流效应” 10

（Altinyelken，2015）。在有些地方，全国考
试的结果决定学生“人生机遇”以及学校和教

师的声誉，考试测试的是学生记忆和再认事实

知识的能力，这推动了教师的实际行为以及家

长和学生的预期。必须对当前的评估结构进行

补充，运用其他形式对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

学进行评估（Akyeampong et al.，2006）。

在中国，中学教师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备考，几乎没人愿意尝试新方法（Fang 
and Clarke，2014）。约旦的教师接受在职培
训，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来提高批判性思维

10. 该术语形容考试影响学生受教育的方式。

和问题解决能力。然而改变很有限，部分原因

是中学毕业考试决定是否能被大学录取，而考

试仍然强调机械学习（Dakkak，2011；World 
Bank，2011a）。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推行不力，也

可以从文化因素上解释。在埃塞俄比亚和纳米

比亚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的基本信条可能与当地对权力结构、服从以

及师生关系的理解相冲突（O’Sullivan，2004； 
Serbessa，2006）。在东亚国家，教师主导的
教育之所以盛行，是因为这与崇尚权威的社会

相一致（Nguyen et al.，2006）。

然而即使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通过运

用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教学策略，教师们也可

以创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在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小学教师们将当地传统和改革性

的实践结合起来，使教育适应了各种群体的

需求，即使在班额很大的班级里（Barrett， 
2007）。

教学实践种类繁多，政策规划者和决策者

应该谨慎，避免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和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教师们

很少仅使用一种教学方法。教师们在职业生涯

和日常工作中经常变换教育方法，一堂课可能

既运用教师主导的直接讲授，又用到侧重以学

生为中心的方法（Vavrus et al.，2011）。

向多语种语言政策的转变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双语国家或多语国

家。语言对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不仅涉及教学语

言还涉及学校所教授的语言。但教育的语言政策

与历史和权力关系紧密。殖民就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趋势是当地语言的

使用日益广泛。在独立时期，47个非洲国家中
只有20个在初等教育使用当地语言，经过当地
倡议者的积极活动，目前已经有38个国家的初
等教育使用当地语言（Albaugh，2007）。

框注6.3：肯尼亚灵活的校本教师培训有
助于提高教学实践

肯尼亚在增加小学入学人数和完成人数的

同时，还提高了学习成绩。这一进步得益于一

个项目，该项目帮助教师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

2001—2006年该国对4.7万名小学教师（包
括英语、数学和科学的任课教师）开展了校本

发展项目，该项目利用远程学习材料进行为期

半年的自学，同时与校本专业发展相结合。每

个学校选派三名核心骨干教师接受培训，作为

他们学科的专业发展带头人。校长得到培训材

料，通过提供培训对核心骨干教师给予支持。

后续评价表明，课堂互动有了积极的改

变。对三年级和六年级的课堂观察表明2005年
有34%的教师使用结对和小组学习，相形之下
1999年只有3%。另外，为了满足多种学习任务
的需要，教室布局也采用了更多样化的安排。

经验表明，这种基于底层的样板，远程

学习材料支持的校本培训，学校集群和课堂跟

访，有助于拉近理论和实践间的距离，促进了

教学实践质量的提高。

资料来源：Hardman et al.(2009); Hardman (2015); UNESCO 
(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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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比如博茨

瓦纳、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最普遍的还是撤

离时期的过渡模式。这种模式在初等教育刚开

始的两三年使用当地语言作为媒介进行教学，

为将来使用欧洲语言或其他官方语言做准备。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例外，学生学习母语的读写

并一直持续到八年级末，同时把英语和阿姆哈

拉语作为学科来学习（Brylinski，2015）。

在东南亚很多地区，使用当地语言的情况

更加普遍。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泰国逐渐朝着

以母语为本的双语教育发展。拉丁美洲的大部

分国家，如危地马拉、巴拉圭和秘鲁，实行跨

文化双语教育政策，旨在将本土语言纳入国家

教育课程，让孩子们先学习母语，然后再学习

西班牙语（Brylinski，2015）。

教育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引起复杂的问题，

也增加了群体间潜在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推动

了社会和经济志向。使用当地语言开展教育的

意图常常遭到家长和一些教育者的强烈抵制，

他们认为当地语言对于升学不占优势，对于求

职也没什么用处（Altinyelken，2015）。

在印度，父母们强烈地倾向于将孩子送

到私立学校学英语，认为这是通往好工作和更

好人生机遇的捷径（Nambissan，2012）。在
尼日利亚，综合语言教授方法使孩子们能够同

时掌握母语和英语，所以家长、儿童和教师没

必要二选一（Cooke，2014）。为了向私立教
育看齐，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决定从
2014年4月起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不过巴
基斯坦2012年度教育状况报告显示只有16%的
家长认为英语好于乌尔都语（39%）或普什图
语（45%）。教师和学生也抱怨英语授课的要
求带来的种种困难（Rahim，2014）。

教学语言影响教育质量

对于听不懂教学语言的孩子来说，语

言会成为一个不利因素。家庭语言和学校语

言的符合程度对学习机会具有重要影响。在

刚果，家庭语言和考试语言一致的五年级学

生有将近80%达到了最低阅读学习标准，而
70%说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通过率只有60%
（Altinok，2013b）。

语言往往与文化和贫困相互作用，加重了

学习成绩落后的可能性。在危地马拉，说少数

民族语言（通常是本地土话）的贫困农村地区的

六年级学生，达到数学最低标准的只有47%，而
在说西班牙语的富裕城市学生中，有88%的人
达到这一标准（Altinok，2013b）。

语言和贫困带来的不利因素一直持续到

中等教育阶段。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最

新的分析表明：在土耳其，说非土耳其语（主

要是库尔德语）的15岁人口在2012年国际学生
评价项目的评估中成绩属于最低区间，说非土

耳其语的贫困学生达到最低阅读学习标准的有

50%左右，而全国平均达标率是80%。11

大量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儿童参与精心设

计的多语种课程能够提高母语的学习，同时促

进使用范围更广的全国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学习

以及课程表中其他科目的学习。在埃塞俄比

亚，用母语学习的八年级学生在数学、生物、

化学和物理上的表现均优于只用英语的学生

（Heugh et al.，2007）。双语课程的好处除了
提高认知技能，还提升自信和自尊。在布基纳

11. 该案例和其他国家的细节，参见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www.
education-inequalities.org。

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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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对学习很重要

法索，母语教学促使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有效的

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学科学习中来

（Nikiema，2011）。

一门语言必须经过6—8年的学习，才能
满足学业成绩所要求的读写能力和语言熟练水

平。国家研究表明多语教育需要持续这么长

的时间，才能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高，缩小

学习差距。在喀麦隆，由于过早和母语环境

割裂，学生的学习成绩无法维持（Walter and 
Chuo，2012）。

虽然种种证据显示多语教育的益处，但其

有效实施是个复杂问题且面临多种挑战。在课

堂上使用当地语言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缺少课本和

缺少受过该语言培训的教师。一方面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投入，另一方面是持续单语言政策带来的

学习成绩低下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消耗，

这之间需要审慎权衡（Aikman，2015）。

配置技术辅助学习

将高技术学习环境整合进教育系统，是达

喀尔论坛以来决策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新挑

战。在偏僻落后环境，旧技术在促进学习和缩

小学业成绩差距方面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信息

和通信技术（ICT）的传播促进了教学革新方
法的应用。

旧技术依然投入少收效高

在技术应用方面，广播项目是持久且成功

的案例，尤其对偏僻或落后环境中的孩子。自

1970年代，通过歌曲、运动和角色扮演等交互
式学习活动，广播互动式教学被用来丰富教学

过程（Ho and Thukral，2009）。

在过去的10年，互动式广播教学复苏，

部分弥补了资源匮乏、教师培训不足和学生成

绩低的问题。一项分析研究了2000年代初期以
来的15个项目，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互动
式广播教学对学习成绩有提高，尤其对难以抵

达的社区与学校和脆弱国家的低年级学生来说

（Ho and Thukral，2009）。2006—2010年，
南苏丹交互式广播教学项目覆盖超过47.3万名
一至四年级学生，教授半小时与全国课程相关

的课程，同时还根据小学课程表为5.5万名失学
青少年提供非正规的加速学习课程（Leigh and 
Epstein，2012）。

整合信通技术进入教育系统以促
进学习

2000年代初期有关信通技术的教育政策呼
吁学校设立计算机实验室，获取设备和网络，

提供教师培训和支持。在高收入国家，这一趋

势反映在学生与计算机比率的提高上。2000—
2009年，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中15岁孩子
就读学校的学生/计算机比率12大幅下降，如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日本和挪威

（OECD，2011b）。

在发展中国家，计算机资源依然十分短

缺，尤其在小学。根据统计研究所数据库提供

的数据，在埃及、尼泊尔和菲律宾，小学阶段

100多名学生共用一台计算机。全国境内差异
很大（UIS database，2014）。中国农村地区
小学的学生/计算机比率是29∶1，相当于城区
小学的两倍（14∶1）（Zeng et al.，2012）。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种项目为贫困

儿童提供便宜计算机。乌拉圭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了1∶1的小学生/计算机比率，到2009年，
公立学校的36.2万名学生和1.8万名教师拥有
了自己的手提电脑；小学教师全部接受培训，

12. 学生/计算机比率是指全国整个教育系统中共用一台供教育使用的计算
机的平均学生数。

在技术应用方
面，广播项目
是持久且成功
的案例，尤其
对偏僻环境中
的孩子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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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录一个教育门户网站，里面有各种资源

（Hinostroza et al.，2011）。不过，尚未发现
该项目对提高数学和阅读成绩有显著作用（de 
Melo et al.，2014）。

使用信通技术提高教育质量的正
反证据

信通技术在很多方面具备提高教学的潜

力，比如报告、演示、训练和练习、互动和协

作，这比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更好的互动性和

参与性（Haddad and Draxler，2002）。虽然
对此抱有热望，但研究表明其日益普及对学习

的影响并不明确。

在美国，信通技术运用的增加对加

利福尼亚州1 5个学校的学习成绩没有影响
（Fairlie and Robinson，2013）。在巴西，
引进计算机室对八年级数学和阅读技能的掌

握起了负面作用，不过教师利用互联网辅助

课堂教学提高了考试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

（Sprietsma，2012）。在秘鲁，学生人手一
台手提电脑项目对数学和语言考试成绩没有影

响，但口头表达更加流利，抽象推理能力和加

工速度也提高了（Cristia et al.，2012）。

学校有效配置和使用技术有时有助于平衡

家庭中信通技术使用不均的情况，也能缩小教

育和社会差距。针对特拉维夫市低收入区的小

规模一对一手提电脑项目按照全国课程提供有

指导的互动式学习活动。高技术学习环境中的

五年级学生在数学、希伯来语和英语上的成绩

远远高于传统教学环境中的孩子（Rosen and 
Manny-Ikan，2011）。

在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里，每人一台

手提电脑项目对三年级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和数

学成绩有积极效果，尤其对那些之前没接触过

计算机或很少接触的孩子效果更为显著。孩子

们接受培训，使用矫正辅导软件，并在父母监

护下练习使用（Mo et al.，2013）。

信通技术设备的可得性依然是关
键问题

实现信通技术与教育系统的有效整合是个

复杂问题，关系到基础设施建设、教师能力、

教学法、制度准备、课程和持续财政资金。很

多国家无法支持普遍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仅仅

是因为学校不能联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

没电。在尼泊尔，只有6%的小学和24%的中学
有电（UIS，2014a）。

信通技术的效力取决于训练有素的教

师，他们可以利用技术实施最优化教学。在

阿曼，只有6%的教师接受过计算机基本技能
或计算机操作的培训；在埃及这一比例是2%
（UIS，2013a）。

缺少与全国课程的联系也是障碍之一。智

利的Enlaces项目为公立中小学配备电脑、局
部网络、教育和生产软件，并提供不间断的技

术和教育支持。不过，信通技术并未充分地整

合到课程当中，教师未能在日常教学中使用它

们来激发学生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Sanchez 
and Salinas，2008）。

使用手机学习：希望之路？

手机、无线技术和便携式音频设备的发展

开启了掌握读写和算数能力的巨大可能性。对

基于信通技术的学习来说，手机毫无疑问具有

最大潜力，因为它们不需要计算机那样的基础

对基于信通
技术的学习
来说，手机
毫无疑问具
有最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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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的权力下放

设施配置，网络覆盖的范围更广了，很多设备

都可以上网和播放视频。

让教育经验冲破课堂局限，使人们能够

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的渠道学习，这是手机

学习的一个特征（参见第3章）。手机学习有
潜力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ugo and 
Schurmann，2012）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Isaacs，2012）教师和学生的一个
资源。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BridgeIT项目让
教师们将科学和数学等学科视频下载到手机

上，然后在教室的电视屏幕上播放。由于学生

有了更多提问和共同活动的机会，该项目提高

了五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促进了课堂

互动（Enge，2011）。

南非的MoMath项目始于2007年，利用手
机让十年级学生学习数学内容和辅助资料。内

容与全国课程一致，学生和接受适当培训的教

师可免费参与。到2011年年底，有4个省份的
2.5万名学生、500名教师和172所学校参与该
项目（Isaacs，2012）。这使数学技能提高了
14%，即使在假期和周末，大多数学生也可以
使用这个软件（McCormack，2010）。

虽然监测和评估不够严格，但通过手机学

习来提升教学的关键原则已经很清楚，比如设

计有明确教学目的的手机软件，确保所有学生

都能平等地获得，让教师参与从设计到实施和

审核的整个过程，考虑可持续性，在项目开始

时确保维护和资金，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

来（Unwin，2015）。

教育治理的权力下放

自2000年以来，教育治理的权力下放变得
日益普遍。这一原则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

体现最为明确，达喀尔纲领呼吁高度中央集权

化、标准化和命令式的管理形式转向更加分权

化和参与性的决策、实施和监测，对更低级别

问责。人们希望改善教育治理进而整体上改善

教育平等状况。

2000年代以前教育治理的改革往往是大范
围分权的一部分。分权议程背后的很多因素包

括将经费转移到地区和当地政府，削减国家预

算，撤销庞大高消耗的官僚机构，满足民主化

的政治需求，给公民更多的发言权来影响公共

资源分配，通过给予更大的自主权缓解民族和

区域动荡（Litvack et al.，1998）。

国际发展机构在推动权力下放上影响很

大。分权愿望获得了国际认可，在这种观念的

支持下，国家决策者在国际机构巨大的资金和

技术支持下，设计和进行改革。

中央政府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这种

看法也促使人们尝试教育权力的下放。过去的

几十年，教育部门分权的准备已经成熟了。

大多数国家已经将中央政府的责任转交出去

（UNESCO，2009a）。这种转移采取了多种
形式，比如将任务分派给下级部门，将决策权

交给地方选举出来的代表，赋予学校和社区权

威和责任。

中央政府不
能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
这种看法也
促使人们尝
试教育权力
的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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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教育系统可能会对这一过程加以

限制。对于初等教育，大部分中央政府在某些

地区放权，但在其他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UNESCO，2009a）。在柬埔寨、中国、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家和地方政府规

定初中课程内容、教学时间和教师工资，为学

校分配资源，但让学校自主选择教学方法和辅

助性活动（King and Cordeiro Guerra，2005）。

另外，分权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在尼泊尔，实施过程相当困难，挑战包括学校

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家长和社区感觉

没有权力，责任感差。在中国，由于对每个学

生的投入因地域和收入存在差距，教育分权造

成了不平等（UNESCO，2009a）。

达喀尔论坛之后的主要分权趋势

在达喀尔论坛之后，出现了三股互相关联

的分权趋势（Channa，2014）。首先，即使
在那些1990年代就实行大规模分权的国家，改
革还在巩固和加强中。几个国家在应对诸如动

机偏差、能力和培训缺乏以及实施力度不够或

停滞不前等挑战。在巴西、印度的安得拉邦以

及卡纳塔克邦，强制当地承担财政责任的新法

已经通过。俄罗斯联邦转而采取基于公式测算

的拨款，以增加透明和减少政治干涉。

其次，校本管理一直是流行策略，也是教

育分权能做到的力度最大的形式，其落实的环

境和形式多种多样。典型的校本管理是组建学

校委员会或理事会——由校长、教师、家长、

地方领导和其他社区成员组成，理事会通常负

责监测学校成就和监督资源使用情况，有时也

被授权负责教师招聘、课程和学校预算安排。

这种做法往往推动地方分权进一步扩大。墨西

哥1992年实行教育分权，其规模最大的校本管

理计划接踵而至，这就是2001年的Escuela de 
Calidad计划（Skoufias and Shapiro，2006）。
菲律宾继1990年代实行Big Bang改革之后，
又于2000年代初期推出校本管理项目作为补充
（Channa，2014）。

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教育分

权激励措施数目日益增多，比如贝宁、肯尼

亚和乍得。在刚果和塞拉利昂，2000年代初
期内战的结束引起对分权的新一轮兴趣。在

卢旺达，1994年种族大屠杀之后的稳定环境
使得国家能在2000年代着手进行分权。埃塞
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深化治理权的

改革并启动激励措施以加强现有计划的力度

（Channa，2014）。

平等学习的综合记录

分权通过拉近当地公众与决策之间的距

离，增强学校与其服务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问

责机制，被视为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战略。

虽然承诺的益处十分诱人，但具体落实不尽如

人意。有零星的研究尝试发现将权力下放给

基层管理部门的影响，但这是一项复杂的任

务。13

在阿根廷，行政放权5年后，中学阶段的
西班牙语和数学成绩有大幅提高，但仅限于富

裕的城市学校里，结果加重了不平等（Galiani 
et al.，2008）。在俄罗斯联邦，1994年改革赋
予地方政府更多责任和自主权，并让它们对卫

生和教育的开支有一定的控制权。财政分权并

没有增加中等教育的资源或设施供应，但全国

考试中各地语言和数学的平均分有很大提高，

这是强化问责制和地方财政激励措施的结果

（Freinkman and Plekhanov，2010）。

13. 如果各地同时实施改革，很难设计一套严格的评价研究。

实 行 分 权
后，阿根廷
考试成绩提
高，但仅限
于富裕的城
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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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6：教育质量

教育治理的权力下放

关于校本管理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信

息更加丰富（Bruns et al.，2012；Channa and 
Faguet，2012），不过只有少数几个研究对如何
分辨其他因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做出了随机抽样

设计。在肯尼亚，由教师、家长组成的学校委员

会经过专业培训且得到授权，承担明确的管理教

师的任务，对小班教学的小学生的语言和数学

成绩有促进作用（Duflo et al.，2012）。在冈比
亚，全校发展计划极大改善了教师缺勤和学生

逃课现象，但考试成绩的提高仅限于成人识字

率比较高的地区（Blimpo and Evans，2011）。

环境准备很重要

将权力下放给学校也就是将决策和其他责

任转交给了家长、教师和校长们。不过上级政

府在确保取得积极效果方面依然发挥作用。他

们需要集中精力关照弱势学生所在的学校，增

强学校的制度和技术能力，确保下放给教师的

自主权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他们还要为这一进

程提供持续稳定的支持，认识到虽然立法能立

刻实现责任分配，但放权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

程，在随后的几年里，设计和参与上的调整不

可避免，而且会司空见惯。政府会在实践摸索

中学习。

他们还要提供有效督导作为支持。学校自

治对学校督导提出的要求是：从实施行政控制转

向检查问责和提供支持（De Grauwe，2007）。
发展中国家在放权的同时很少具备充足完善的

督导。在贝宁、几内亚、马里和塞内加尔，督

导员缺少交通工具和路费，而每人负责的教师

数量还增加了（De Grauwe and Lugaz，2007）。
在南亚，大多数督导员负责很多学校。想要给

予教师们深度教学支持，以促进教学或参与有

效评价，根本做不到（World Bank，2010d）。

在学校层面，影响效率的因素很多，不过

结果总是取决于当地因素。分权改革的效力与

家长和社区的参与程度紧密相关。社区通过参

与学校委员会产生影响。不过在印度尼西亚和

巴基斯坦，很多参与机制在改革实施几年后还

没有活跃起来（Channa，2014）。

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学校必须拥有充足的

资金和人力。当地民众的识字水平、当地政府

官员的能力以及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

着当地能否从分权中获益。如果给学校更大的

自主权，对学校有效领导和管理能力的要求也

会随之提高。

不过在很多国家，成为校长的唯一要求就

是拥有教师资格证和具有教学经验。有些人虽

然有教学经验，但却没有管理学校的知识和技

能。经合组织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ALIS）
发现校长们平均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行

政、领导、课程和教学上（OECD，2014l）。
但在职业发展机会缺乏且资源有限的教育系统

中，很难系统持续地培养有效学校领导的能力

（Vaillant，2014）。

当然也有例外。智利在2 0 0 5年采用了
新的全国领导标准，界定了新的领导功能。

南非2007年启动“高级教育证书学校管理与
领导”计划是系统完善培训的一个好样板。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设立了教育管理发展局

（Vaillant，2014）。

在很多国
家，成为
校长的唯
一要求就
是拥有教
师资格证
和具有教
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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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教育机构对教育质
量意味着什么

达喀尔论坛之后私立学校发展迅速。无论

是在瑞典等发达国家还是在智利等中等收入国

家，政府积极主动地开放教育供给形式，资助

营利性的和其他私立教育机构（Demsteader， 
2013；Hsieh and Urquiola，2006；McEwan 
and Carnoy，2000； Orange，2011）。政府一
般不怎么参与私立学校的管理。面向各种收入

群体的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纷纷出现。正如第

2章中指出的，在加纳、印度、肯尼亚、尼日
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私立

学校扩张迅速，而往往又隐藏在政府的视线之

外。

私立学校对教育质量正负影响的
证据

私立学校的学生在学业评估上往往比公

立学校学生表现出色。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对

低成本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了对比，在

印度（French and Kingdon，2010；Tooley et 
al.，2010）和肯尼亚（Dixon et al.，2013； 
Ngware et al.，2013），私立学校学生的表现
往往超过公立学校。这种私立与公立之间的差

距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更好的学生一般会就读

私立学校。

在智利，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里相

似背景的孩子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私立学

校的优势没那么显著（Chudgar and Quin， 
2012;McEwan，2001）。美国的情况也类似，
最近的证据表明一旦将人口构成和学校教育质

量分开，公立学校反而占优势（Lubienski and 
Lubienski，2013）。相比之下，韩国的学生被
随机分配到私立和公立高中里，私立学校的学

生表现优于公立学校学生，这是因为私立学校

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且承担更大的责任（Hahn 
et al.，2014）。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私立学校在提高教育质

量上拥有创新途径。加纳和尼日利亚的私立学

校课程与公立学校几乎没什么区别（Rolleston 
and Adefeso-Olateju，2014），肯尼亚的私
立学校缺乏新颖的教学方法（Ngware et al.， 
2013）。事实上，公立学校倒有更大的自由度
对课程进行革新，而私立学校则更多地迎合家

长对考试高分的要求（Härmä，2015）。

相比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发展中

国家的私立学校教师付出的努力和家长做出的

回应越来越多，虽然这些地方很可能聘用未经

过培训且流动率很高的教师。对一些发展中

国家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比显示，私立

学校的教师出勤情况好于公立学校（Andrabi 
et al.，2008；Chaudhury et al.，2006），
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也是因为生师比较低

（Akaguri，2014；Tooley et al.，2008）。
不过，私立学校的条件千差万别。比较便宜

的私立学校付给教师的薪酬只相当于公立教

师薪酬的一小部分（Andrabi et al.，2008； 
Fennell，2013），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收费最
低的学校往往基础设施很差（Härmä，2015）。

父母之所以选择私立学校，不仅是考虑到

教育质量，也是希望给孩子提供更有利的同伴

关系网络（Elacqua et al.，2006；Nechyba， 
2009）。在智利、新西兰、瑞典和美国，择校
的巨大自由往往导致不平等加剧。这种挑选对

教育质量有直接影响，富裕的能力强的学生和

关系网络优越的学校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公

立学校日益成为弱势人口的去处（Fiske and 
Ladd，2000；Hsieh and Urquiola，2006）。

这种选择的长期后果是，私立学校几十年

的无序扩张会导致公立学校大受指责。这意味

着如果不同时改善人们对公立教育的看法，那

么公立学校就课程、教学或管理的改革做出的

努力可能还不足以吸引更大范围的学生，虽然

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在智利、新
西兰、瑞典
和美国，择
校的巨大自
由往往导致
不平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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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6：教育质量

结论

结论

2000年在达喀尔召开的世界教育论坛确
立的6个目标或隐或显地整合了教育质量的维
度。目标6尤其督促各国提高教育质量的各个
方面。如何界定高质量的教育，虽然围绕这一

话题的争论很多，但这一问题还是成了世界范

围内利益相关者、各国政府、国际合作者、学

校当局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有关教育质量的讨论，报告和跨国评估激

增，反映新近对问责和系统监测的明显重视。

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全国评估，对学业

成就进行测量。

但是高质量的教育不仅仅是通过国际、

区域和全国评估测量出来的学业成绩。本章考

察的证据重点突出了教育质量的几个维度：接

受过更正规培训的教师人数增加，所有学生都

能够取得经改进的教材，在校时间内学生和教

师能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课程包容且相

关，教学方法更新，更宜人的学习环境和更好

的学校治理。

虽然政府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承诺面临艰难

的抉择，但即使对于资源最有限的国家，解决

这些挑战的政策也并非遥不可及。在一些政治

背景差异巨大，且社会富裕程度相去甚远的国

家，面向所有学生、针对各种情况和需求的更

好的教育质量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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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
数与包含不完整或缺失
数据的国家

1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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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监测全民教育进展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与包含

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221

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可能性

有多大？ .......................................22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234

结论 ...............................................237

考查一段时间的趋势是比

测量一个固定时间点上的成就更

好的评估方式。本章比较了达喀

尔论坛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教育进

展。结论是即便全民教育运动没

能实现六个达喀尔目标，它也已

经有助于全世界接近实现目标。

进一步研究显示，在包含不完整

或缺失数据的国家也是如此。本

报告为把这些国家纳入研究范围

做出了特殊的努力，考查了替代

性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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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与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 7 章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与包含不完整 
　　　　 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5年这个截止年份已经到来，因此现在
我们不仅可以评估2000年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
以来的全民教育进展，而且可以评估哪些国家

已经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我们对六个目标中

的三个进行了分析。1目标1没有明确的具体目
标，因此采用了替代指针。目标2（普及初等
教育）和目标5（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
的性别不均等）有清楚的量化目标。

以下的预测，是根据对1999—2012年各国
相关指标趋势的观测而推断出来的。当数据充

分时，还会做出额外的一系列预测，根据1990
年代的趋势，评估实施《达喀尔行动纲领》是

否相对于宗滴恩时期（1990—1999年）的观测
进展带来了改变。

目标1：幼儿教育

《达喀尔行动纲领》要求各国政府扩张与

改进综合幼儿保育和教育（ECCE），尤其要
面向最脆弱和弱势的儿童。正如第1章所报告
的，根据对毛入学率（GMR）的测量，1999年
以来幼儿教育入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对于

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来说，进入幼儿教育

仍是普遍受限的。

如图7.1所示，148个数据充分，从而可以
估计2015年情况的国家当中：

1. 对另一个量化的全民教育目标，即目标4成人扫盲——到2015年把2000
年统计的成年文盲人数减少一半——的分析，见第4章。目标3和目标6没
有足够清晰的量化目标，没有被纳入分析。

 ■ 70个国家（占47%）幼儿项目入学水平较高，
即毛入学率超过80%。其中包括来自各个地区
的国家，大多数位于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以及北美和西欧（表7.1）。

 ■ 12个国家（占8%）属于中等水平，即毛入学
率为70%—79%。预测的148个国家中，66个
国家毛入学率较低（30%—69%）或者极低
（低于30%），后两者分别占25%和20%。大
多数毛入学率较低的国家属于阿拉伯国家、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但

是名单中也包含其他地区的国家，如亚美尼

亚、喀麦隆、克罗地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估计的幼儿教育入学率仍然极低的国家当中，

约半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此以外还包括

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在塔吉克斯坦，不仅估计的2015年幼儿
毛入学率极低，只有不到10%，而且自1999年
以来的进展也非常之小。

图7.1：目标1——虽然1999年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2015年约五分之一国家的幼儿教育入学率仍然非常低 
1999年、2012年和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势预测）
幼儿教育入学率各水平上的国家百分比

极低 (<30%)

低 (30%—69%)

中等 (70%—79%)

高 (80%及以上)

0%
1999 2012 2015  

(估计的)

20%

40%

60%

80%

100%

38

25
2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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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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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仅包含特定年份数据可得的国家：1999年有166个国家，2012年有
159个国家，2015年有148个国家。数据不足的国家被排除在外，分别占这些
年份上国家总数的20%、23%和28%。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3B；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 (2015)。

幼儿入学率
极低的国家
中，约半数
位于撒哈拉
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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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幼儿项目尚未惠及全体幼儿，尤其是

最需要幼儿项目的儿童受到了限制，但是达喀

尔世界教育论坛后的15年里，幼儿项目经历了
大规模扩张。图7.1显示，1999—2015年，幼
儿教育毛入学率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数量增长

了一倍多，从32个（占数据可得国家的19%）
增至70个（占47%）。因此，这一时期毛入学
率极低国家所占的比例差不多降低了一半，从

38%降至20%。2015年幼儿教育毛入学率高于
80%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1999年后达到
这一水平的。

与假如延续1990年代幼儿教育入学率发展
趋势所能达到的水平相比，这一时期的进步也

很可观。对于根据1990—1999年趋势的估计，
与根据1999—2012年趋势的估计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有52个国家在1999—2012年加快了发展
步伐：它们预计的幼儿教育毛入学率远远高于

延续1990年代趋势所能实现的水平。

尤其是，一部分在1999年幼儿教育入学
率非常低的国家，已经进入了毛入学率较高

的行列。在阿尔及利亚，毛入学率从1999年
的2%提高到了2011年的79%，预计到2015年
能达到101%，而如果延续1990—1999年的趋
势，只能提高到5%。安哥拉是另一个典型案
例：1999—2012年，毛入学率从27%显著增长
到86%，提高了59个百分点，而1990—1999年
只增长了10个百分点。安哥拉的毛入学率因此
从极低水平晋升到较高水平；而根据1990—
1999年趋势所做的预测表明，到2015年该国毛
入学率最多增长到43%。

与此相对，根据对2015年情况的预测，有
21个国家在1999年后的进展比1990—1999年还
慢。这些国家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勒斯

表7.1：目标1——到2015年，各国幼儿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的可能性

高水平 
（毛入学率：80%及
以上）1999年已实现
并保持

23 阿鲁巴、白俄罗斯、比利时、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克、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马耳他、毛里求斯、新西兰、塞舌尔、斯洛伐克、西班牙、苏里南、瑞士、泰国

高水平 
（毛入学率：80%及
以上）1999年后实现
并保持

47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英属维尔京群岛、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佛得
角、智利、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赤道几内亚、加纳、格林纳达、匈牙利、牙买加、拉脱维亚、黎巴
嫩、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蒙古、瑙鲁、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兰、葡萄牙、摩尔
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乌拉圭、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

预
计
达
到
的
水
平

中等水平 
（毛入学率：
70%—79%）

12 阿尔巴尼亚、萨尔瓦多、芬兰、危地
马拉、印度、尼加拉瓜、巴拿马、瓦
努阿图

加拿大、希腊、罗马尼亚、美国

低水平 
（毛入学率：
30%—69%）

37 亚美尼亚、巴林、伯利兹、喀麦隆、开
曼群岛*、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
埃及、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肯尼亚*、
莱索托、黑山共和国、菲律宾*、卡塔
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罗门群岛、
苏丹、土耳其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约旦、多米尼加共
和国、巴勒斯坦、巴拉圭

安圭拉*、澳大利亚、百慕大、圭亚那、
科威特*、马绍尔群岛、摩洛哥、圣卢西
亚、萨摩亚、塞尔维亚

极低水平 
（毛入学率：
<30%）

29 阿塞拜疆、贝宁、不丹、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柬埔寨、刚果、科特迪瓦、刚
果人民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斐济*、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缅甸、
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
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也门

伊拉克*、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孟加拉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进步的国家：进展较快 进步的国家：有所进展 掉队的国家：进展较慢或有所退步

1999年以后的变化

未能纳入分析的国家
或地区 
（数据不充分或者没
有数据）

59 阿富汗、安道尔、巴哈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库拉索岛、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爱尔兰、基里巴斯、利比里亚、利比亚、
中国澳门、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特塞拉特、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荷兰、纽埃、阿曼、帕
劳、巴布亚新几内亚、韩国、圣基茨和尼维斯、法属圣马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
加坡、荷属圣马丁、索马里、南苏丹、斯里兰卡、斯威士兰、东帝汶、托克劳、汤加、突尼斯、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
群岛、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带星号（*）的国家没有2007年、2008年或2009年之后的数据，但已有数据足以进行预测。
资料来源： Brunefor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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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与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英国，后者

表明高收入国家也理应持续重视幼儿教育。

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

正如第2章所讨论的，普及初等教育的目
标备受关注、资金充足，获得了政治支持和

广泛的监测。但是，一大批国家距离这个目标

的实现还有好一段距离，仍然有上千万儿童失

学，没能享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图7.2和表7.2
汇总了预测分析的结果，共有140个数据充足的
国家（国家总数为207个），分析的依据是经
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ANER2）。在这些国家

中，有61个已经在2012年实现了目标；我们对
其余79个尚未达到目标的国家进行了预测。

2. 

表7.2：目标2——到2015年，各国普及小学入学的可能性

实现目标  
（经调整的净入学
率：97%及以上）
1999年已实现并保持

33 阿鲁巴、比利时、伯利兹、佛得角、古巴、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格林纳达*、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约旦、科威特*、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韩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西
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越南

实现目标 
（经调整的净入学
率：97%及以上）
1999年后实现并保持

40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哈马、巴巴多斯、布隆迪、柬埔寨、库克群岛、克罗地亚、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亚、
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蒙
古、黑山共和国、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瓜、阿曼、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洛文尼亚、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突尼斯、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赞比亚

预
计
达
到
的
水
平

接近实现  
（经调整的净
入学率：95%—
96%）

14 贝宁* 伊拉克*、多哥*、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厄瓜多尔、印
度尼西亚、卢森堡、秘鲁、波兰、萨摩
亚、塞舌尔、土耳其

中等水平  
（经调整的净
入学率：80%—
94%）

40 不丹、中非共和国*、加纳、几内亚、
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
托、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斯威
士兰*、也门

博茨瓦纳*、多米尼加共和国、罗马尼
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汤加

安圭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玻利维
亚、英属维尔京群岛、哥伦比亚、多米
尼克、爱沙尼亚、黎巴嫩*、马拉维*、
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巴勒斯坦、巴拿
马、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圣基
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塞尔维亚*、南
非、斯里兰卡、苏里南、美国

差距很大 
（经调整的净入
学率：<80%）

13 布基纳法索、乍得、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圭亚
那*、巴拉圭

进步的国家：进展较快 进步的国家：有所进展 掉队的国家：进展较慢或有所退步

1999年以后的变化

未能纳入分析的国家
或地区 
（数据不充分或者没
有数据）

67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巴林、百慕大、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喀麦隆、加拿大、开曼群岛、智利、中国、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库拉索岛、捷克共和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利比里
亚、利比亚、中国澳门、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特塞拉特、缅甸、瑙鲁、纽埃、帕
劳、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法属圣马丁、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所罗门群
岛、索马里、南苏丹、苏丹、泰国、东帝汶、托克劳、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图瓦卢、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津巴布韦

注：带星号（*）的国家没有2007年、2008年或2009年之后的数据，但已有数据足以进行预测。国家按照1999年后经调整的净入学率发展速度分组，这
指示了它们到2015年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的预测差距。
资料来源： Bruneforth (2015)。

图7.2：目标2——虽然约半数国家到2015年离目标尚有
一定距离，但1999年后普及初等教育有了显著的进步 
1999年、2012年和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势预
测）经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各水平上的国家百分比

差距很大
 (<80%)

中等水平
 (80%—94%)

接近目标
 (95%—96%)

实现目标  
(97%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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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仅包含特定年份数据可得的国家：1999年有145个国家，2012年
有146个国家，2015年有140个国家，国家总数为207个。数据不足的国家
被排除在外，分别占这些年份上国家总数的30%、29%和32%。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 (2015)。

一大批国家
距离普及初
等教育目标
的实现还有
好一段距离

2.经调整的净入学率测量的是初等教育正规年龄组人口中，进入小学或中学学习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仅对有1999—2012年至少7个数据点可查，且经调整
的净入学率在1999年、2012年或两个年份均低于97%的国家进行估计。有61个国家2012年经调整的净入学率已经达到或高于97%，可以认为它们实现了这个
目标。我们未对这些国家做经调整的净入学率预测，但它们已被纳入总体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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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显示：

 ■ 只有73个国家（占140个国家样本的52%）有
望到2015年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即经调
整的净入学率达到97%。3其中，北美和西欧

（18个）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4个）的国
家最多，其次是东亚和太平洋（9个），以及
阿拉伯国家（9个）与中欧和东欧（8个）。中
亚、南亚和西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一组

当中的代表比较少，分别只有5个、3个和7个
国家能够到2015年普及初等教育（表7.2）。
在许多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当中，早就建

立了义务和免费的初等教育，并且强制执行。

 ■ 14个国家（占10%）有望接近目标，即经调整
的净入学率到2015年为95%—96%。其中绝大
多数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卢森

堡、秘鲁和波兰，要么进展缓慢，要么正在退

步。多哥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从1999年
的中等水平发展到了接近实现目标的水平。

 ■ 40个国家（占29%）与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有
中等水平的差距，即经调整的净入学率到2015
年为80%—94%。其中大约五分之二的国家在
1999年后有了长足进展或者取得一定进步，而
绝大多数国家退步了，经调整的净入学率降低

或者停滞下来。后者包含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的国家，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圣基茨

和尼维斯，它们在1999年已达到目标，如今却
退步了。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圣卢

西亚也在1999年后蚀掉了老本，其他地区的国
家如南非、斯里兰卡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趋

势都强调了政府有必要实施稳健、瞄准、持续

的政策，以加快进展，维护学校扩张的成果。

 ■ 13个国家（占9%）预计到2015年仍然距目标
十分遥远，经调整的净入学率低于80%。这些
国家大多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但也包括属

3.  本报告对普及初等教育的定义是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达到97%。这个指
标仅测量是否所有正规学龄儿童都已入学，并不能指示学校教育的完成情
况。但是，如果这个指标连续多年处于97%以上，则很可能所有入学的儿
童都至少读完了小学。

于阿拉伯国家的吉布提和毛里塔尼亚、属于南

亚和西亚的巴基斯坦、属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的圭亚那和巴拉圭。在巴拉圭，初等教育适龄

儿童入学的比例从1999年的近97%剧烈下降到
2011年的83%。

入学是普及初等教育的重要一步，但是

《达喀尔行动纲领》进一步要求各国政府确保

入学儿童全部完成学业。初等教育完成率的进

展很小，这使得到2015年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
更难实现。数据表明，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展并

不平稳，随着入学率的增长，保留率却在拖后

腿。低保留率意味着普及初等教育仍然把数以

百万计的儿童排除在外。

图7.3显示，在有充分数据可查，从而可
以根据发展趋势预测最高年级续读率的139个
国家中：

 ■ 在54个国家（占39%），预计到2015年，几乎所
有进入小学的儿童都能读到最高年级，其中大部

分国家属于中欧和东欧、中亚、北美和西欧。

 ■ 在14个国家（占10%），95%—96%的儿童估
计能读到最高年级。

 ■ 在39个国家（占28%），80%—94%的儿童估
计能读到最高年级。

 ■ 在32个国家（占23%），其中四分之三位于
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20%的儿童可能提前辍
学。在一些国家，包括贝宁、厄立特里亚、埃

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乌干达，学校保留率

恶化了，最高年级续读率在1999年后降低了
20%以上。

综合考查招生率和续读率，可以评估一

个年龄段的儿童入学之后是否都能最终完成学

业。图7.3显示，我们和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还
有一段距离。在可以预测经调整的初等教育招

低保留率意
味着普及初
等教育仍然
把数以百万
计的儿童排
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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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与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生率和最高年级续读率的106个国家当中：

 ■ 只有13个国家（占12%）预计到2015年可实现
普及初等教育，即年龄组中有97%以上的儿童
能够入学并升入最高年级。其中7个国家属于
西欧（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

瑞士和英国），3个国家位于中亚或者中欧和
东欧（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2
个国家位于东亚（日本和韩国），1个国家，
即突尼斯，属于阿拉伯国家。

 ■ 46个国家（占43%）预计年龄组续读率低于
80%。其中16个国家的这一比率低于50%。厄
立特里亚届时将低至20%。

大多数国家普及初等教育的失败，不应该

掩盖《达喀尔行动纲领》带来的成就。对很多

国家来说，2000年后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展已经
超过了宗滴恩时期。

图7.2显示了1999年后普及初等教育的明
显进步。到2015年，经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高
于97%的国家数量从52个增长到73个，占比从
36%提高到52%。有望在2015年实现目标的国
家中，大多数（40个）是在1999年后实现的
（表7.2）。由于更多国家将会实现这个目标，
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较低的国家，即那些距离实

现目标最为遥远的国家所占百分比减少了一半

还多，从1999年的23%减少到2015年的9%。

1999年有27个国家经调整的净入学率低
于80%，其中可以进行预测的国家当中，到
2012年有20个国家将这个指标提高了27%。在
布隆迪、吉布提和尼日尔，初等教育适龄儿童

入学比例（包括就读于小学和中学）增长了一

倍以上。在布隆迪，这个比例从1999年的41%
提高到2010年的94%，这是由于2005年颁行了
免学费政策；这一重大进展使得布隆迪有望在

2015年实现普遍入学。摩洛哥、尼泊尔和赞比
亚也是在1999年有很大差距，但在2012年追赶
了上来。

与1999年前的进展相比，各国的进展也很
显著。由于受数据限制，我们只能对63个国家
比较1999年前后的趋势；其中，19个国家和普

及初等教育的目标之间有较大或中等差距。有

16个国家1999—2012年的进展超过了1999年前
的记录，根据1999—2012年趋势预计的2015年
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远远高于延续1990年代趋势
所能达到的水平。

在摩洛哥，1999年经调整的净入学率为
71%，如果延续先前的趋势，预计这一比率到
2015年将达到89%。相反，由于该国在1999年
后取得了显著进展，它已在2013年普及了初等
教育。布基纳法索、吉布提和尼日尔1999年
经调整的净入学率低于40%，目前仍有很大差
距，但由于1999年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2
年经调整的净入学率已经大大超过根据1990年
代趋势估计的数值。

全民教育进程做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

帮助了众多国家加速提高初等教育入学率。然

而，在另一些国家，即阿塞拜疆、哥伦比亚、

巴拉圭和南非，这一进程并未产生影响，没有

推动进步，甚至发生了倒退。

图7.3：目标2——普及小学入学和完成小学教育仍然困
难重重，到2015年，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只有13%预
计能达到目标 
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势预测）经调整的小学净
招生率、最高年级续读率和年龄组续读率各水平上的国家
百分比

差距很大
(<80%)

中等水平
(80%—94%)

接近目标
(95%—96%)

实现目标
(97%及以上)

0%
最高年级
续读率

经调整的
净招生率

年龄组续
读率

20%

40%

60%

80%

100%

31
23

43

27

28

36
11

10

831
39

12

注：图中仅包含特定指标数据可得的国家：经调整的净招生率有132个国
家，最高年级续读率有139个国家，年龄组续读率有106个国家，国家总
数为207个。数据不足的国家被排除在外，分别占这些指标上国家总数的
36%、33%和约49%。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4、统计表6（印刷版）和统计表7（网络版）；
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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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5：教育中的性别均等和平等

性别均等目标的进展是1999年后全民教育
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特别是众多国家在此期间

实现了性别均等，如第5章所示。初等教育尤
其如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南亚和西亚以及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入学率的显著提高使女

童受益良多。

对于2015年性别均等目标实现程度的评
估，是基于性别均等指数（GPI）做出的，
这个指数根据预测的小学和中学毛入学率

（GER）计算得出。《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2003/4》把性别均等定义为，性别均等指数
介于0.97至1.03之间。207个国家当中，170个
国家的数据足以进行2015年初等教育阶段的
预测，157个国家可以进行中等教育阶段的预
测，包括107个在2012年已实现初等教育性别
均等的国家，以及58个在2012年已实现中等教
育性别均等的国家。

图7.4a显示了各国在初等教育性别均等指
数各个水平上的分布。在170个有初等教育数
据可查的国家中：

 ■ 117个国家（占69%）实现了性别均等，即该
指数为0.97—1.03，或者有望达到此目标。这
一组的大多数国家位于北美和西欧（24个）、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个）、中欧和东欧（19
个）以及东亚和太平洋（19个）；还有17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有望实现初等教育性别均

等，阿拉伯国家和中亚分别有7个国家、南亚
和西亚有4个国家属于这一组。

 ■ 17个国家（占10%）有望到2015年接近目标，
即性别均等指数为0.95—0.96或1.04—1.05。其
中大多数国家进展缓慢；一部分国家曾在1999
年达到了目标，后来却慢慢退步了。后者是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哥

伦比亚、萨尔瓦多、巴拉圭和乌拉圭。与此同

时，1999年以后，布基纳法索、柬埔寨、摩洛
哥、巴基斯坦和多哥在消除初等教育不平等方

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 35个国家（占21%）预计到2015年仍和实现性
别均等目标有中等距离，即性别均等指数为

0.80—0.94或1.06—1.25。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
性别均等进程缓慢，或者性别均等指数出现下

降。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佛得角、多米尼加共

和国、格林纳达、黎巴嫩、南非和苏里南，女

童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些国家则相反，包括冈

比亚、圭亚那、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尼泊尔

和塞内加尔，目前小学入学人数中男童较少。

 ■ 中非共和国可能是唯一远未实现初等教育性

别均等的国家，其性别均等指数还不到0.80。
这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性别均等指数

从2001年的0.68上升到了2012年的0.74，但是
2012年以来的冲突可能会摧毁先前取得的脆弱
的成果。

1999年后，中等教育中消除性别不均等的
进展就不那么显著了。到2015年，在有数据可
查的国家中，虽然预计超过三分之二能实现初

等教育的性别均等，但是能实现中等教育性别

均等的国家还不到一半。图7.4b说明了这个问
题。在进行了预测的157个国家当中：

 ■ 76个国家（占48%）预计到2015年能实现中等
教育的性别均等。因此，在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当中，超过半数的国家仍将面临性别不均等。

预计能实现中等教育性别均等的国家中，大多

数属于北美和西欧（22个）、中欧和东欧（15
个）、东亚和太平洋（13个）、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11个）。6个阿拉伯国家有望实现目
标，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科摩罗、马拉

维、南非和斯威士兰）各有4个国家、南亚和
西亚有1个国家（印度）有望达到均等。

性别均等目
标的进展是
全民教育所
取得的最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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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 11个国家（占7%）预计能接近目标。其中大
多数国家的性别均等指数超过1.03，表明处于
对男童不利的性别不均等状态。这些国家是：

阿尔及利亚、阿鲁巴、巴哈马、哥斯达黎加、

拉脱维亚和汤加。阿尔及利亚、巴哈马、哈萨

克斯坦和卢旺达曾经在1999年达到过中等教育
性别均等，但是后来没有保持。其中后两个国

家是女童处于劣势。

 ■ 55个国家（占35%）预计到2015年和性别均等
目标有中等距离，其中32个国家在1999年后
离目标渐行渐远。在很多国家——主要位于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中等教育的男童入学率在

1999—2012年下降了。还有类似情况的国家
有：属于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卡塔尔、突

尼斯；南亚和西亚的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

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

舌尔。17个国家在性别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进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毛里塔尼亚、莫

桑比克）或巨大进步（塞内加尔）。在多米尼

加共和国、尼加拉瓜、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过去进入中等教育的男生比女生

少，现在男生的境况已经有所改善。

 ■ 15个国家（占10%）预计会远远达不到目标，
即性别均等指数低于0.80。贝宁、布基纳法
索、乍得、几内亚、马里和也门性别均等指数

仍旧较低，但是它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通

过改善女童的境况弱化了性别不均等。在安

哥拉，对女童不利的不均等加深了，而在莱索

托，2012年每100名进入中学的男生对应的女
生人数是140名，这几乎和1999年时一样。

尽管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进展可以分别

评估，但是把两个教育水平合起来考查，就能

够更加有效地测量旨在消除性别不均等的目标5
的成就。有145个国家的数据可供预测这两个教
育水平上的性别均等目标实现情况。对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总体性别均等状况的评估表明，

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两个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

的状况，中等教育相对更不均等（图7.5）。

图7.4：目标5——在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有望在2015年实现初等教育性别均等，但是
能实现中等教育性别均等的国家还不到一半

差距很大
 (<0.80或>1.25)

差距很大
(<0.80或>1.25)

中等水平  
(0.80—0.94或1.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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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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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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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99年、2012年和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
势预测）初等教育性别均等指数各水平上的国家百分比

b．1999年、2012年和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
势预测）中等教育性别均等指数各水平上的国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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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7.4a包含所有特定年份数据可得的国家：1999年有184个国家，2012年有169个国家，2015年有170个国家，国家总数为207个。数据不足的国家被排除
在外，分别占这些年份上国家总数的11%、18%和18%。图7.4b包含所有特定年份数据可得的国家：1999年有169个国家，2012年有158个国家，2015年有157个
国家，国家总数为207个。数据不足的国家被排除在外，分别占这些年份上国家总数的18%、24%和24%。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网络版）；统计研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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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纳入分析的145个国家当中：

 ■ 62个国家（占43%）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的性别均等，或者有望在2015年实现。
这一组当中，超过75%的国家属于北美和西欧
（22个）、中欧和东欧（15个）、东亚和太
平洋（10个），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7
个）及中亚（4个）。只有3个阿拉伯国家将会
实现两个教育水平上的性别均等。印度是南亚

和西亚唯一有望实现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

没有国家有可能实现这两个教育水平上的性别

均等。

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半数以上国家没

能实现性别均等目标，但这不该掩盖进步的一

面，有时候甚至是巨大的进步：全世界有众多

国家大大减弱了性别不均等，这是实现教育中

的性别平等的关键一步。1999—2012年，在初
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都达到性别均等的国家数量

从36个增加到46个，如果延续这一时期的发展
势头，有望到2015年再增加到62个。1999年
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于2015年状况的影响，大大
好于根据1999年前的趋势所预测的进展。根据
1990—1999年的趋势所做的预测显示，到2015
年仅有25个国家能实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
性别均等。

与初等教育相比，中等教育的性别不均等

较为严重，但是1999年后发展趋势对于预测结
果的影响是很大的。预计到2015年实现中等教
育性别均等的国家数量是76个，比按照1990年
代趋势预测的34个国家高出了一倍多。在初等
教育阶段，根据1999年后的趋势预测，到2015
年有117个国家能实现均等，比按照1999年前
趋势预测的78个国家多出了一半。

1999年有21个国家的初等教育远未达到性
别均等，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加快了消除不均

等的步伐。如今它们已有望在2015年接近目标      
（布基纳法索和多哥）或者将差距缩减至中等水

平（吉布提、几内亚、莫桑比克和尼日尔），这

比延续1999年前的趋势所能取得的结果要好得
多。贝宁1999年时的初等教育性别均等指数是
0.64，有望到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而如果延
续1999年之前的发展趋势，它只能达到中等差
距的水平。

在中等教育阶段，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

所罗门群岛的表现可圈可点。它们在1999年都
与目标有很大差距，性别均等指数都不到0.80，
但是都在消除这一教育水平的性别不均等上取

得了重大进展。预计它们在2015年将达到的水
平，都会超过延续1990—1999年趋势所能达到
的水平。印度和马拉维1999年的性别均等指数
都是0.70，有望到2015年实现性别均等。其中
马拉维如果延续1990年代的发展趋势，将会仍
然处于差距很大的那个行列。

图7.5：目标5——性别均等尚未实现，但进展令人鼓舞 
1999年、2012年和2015年（根据1999—2012年的趋势
预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或两者综合的性别均等指数
各水平上的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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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教育水平上都实现性别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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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统计表5、统计表7（印刷版）和统计表8（网络版）；统计研
究所数据库；Brunefor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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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I）是一个综合指
数，可用于评价全民教育的总体进展。4受到数

据限制，仅能对六个目标中的四个计算标准指

数，而目标1和目标3无法计算。特定国家标准
指数的值是四个要素的算术平均数：

 ■ 普及初等教育（目标2），以经调整的小学净
入学率计量。

 ■ 成人扫盲（目标4），以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
率计量。

 ■ 性别均等和平等（目标5），以按性别划分的
全民教育指数（GEI）计量，即小学和中学毛
入学率以及成人识字率这三种性别均等指数的

平均数。5 

 ■ 教育质量（目标6），以五年级续读率计量。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介于0到1之间，1代表
充分实现这四项全民教育目标。

2012年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在207个国家中，113个国家（占55%）有
2012年结束的学年的计算标准全民教育发展指
数所需的全部四项指标数据。从地区来看，国

家覆盖率从东亚和太平洋的30%，到中欧和东
欧、北美和西欧的75%以上不等（表EDI.1，全

4. 更多关于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原理和方法的信息，请参阅全民教育全球监
测报告网站：www.efareport.unesco.org。

5. 性别均等指数表示为女性与男性的入学率或识字率之比时，如果女性的
入学或识字人数多于男性，该指数就会超过1。为保证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介于0到1之间，在性别均等指数高于1时，就将标准公式（女/男），转换
成男/女公式，这就保证了按性别划分的全民教育指数既低于1，又能够反
映性别不均等情况。在进行了所有必要调整后，就可以通过计算三个性别
均等指数值的算术平均数得出按性别划分的全民教育指数。

6. 由于许多国家缺乏可比较的教育质量指标，尤其是学习成绩指标，因此
用五年级续读率作为替代指标，它与国际学习评估分数呈正相关。

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覆盖面较小，意

味着该指数只是片面地呈现了实现全民教育的

总体进展情况。还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目标1
和目标3未包含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目前的定
义当中。

2012年，英国和日本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最高，分别为0.996和0.994，而中非共和国、尼
日尔和乍得的指数最低，分别为0.559、0.534
和0.520。

根据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国家被分为三组

（表7.3）：指数高的国家（高于0.95）；指数
中等的国家（0.80—0.94）；指数低的国家（低
于0.80）。指数显示，截止到2012年：

 ■ 57个高全民教育成就的国家，大多是中欧和
东欧以及北美和西欧的高收入国家。南亚和西

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国家进入这一组。

 ■ 38个中等全民教育成就的国家，大多是属于阿
拉伯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中低收入国家或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指数为0.899。其中许多国家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的四个要素发展水平不均衡；这些国家优先发

展了某些目标，而搁置了另一些目标。大多数

拥有中等指数的阿拉伯国家普及了小学入学，

但成人识字率较低：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

哥和突尼斯的成人识字率不到80%。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进入了小学，但

没有升入五年级。举例来说，在危地马拉，经

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在2012年高于95%，但是五
年级续读率是75%，成人识字率是78%，后两
者仍然很低，把全民教育发展指数的总体成绩

拉低至0.850。

 ■ 18个低全民教育成就的国家，大多是总体上
远未实现全民教育的低收入国家，指数低于

0.80。乍得和尼日尔垫底，指数分别为0.520
和0.534。低指数组的国家大多位于撒哈拉以
南非洲，但也包括阿拉伯国家中的苏丹，以及

南亚和西亚的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大多数拥有
中等指数的
阿拉伯国家
普及了小学
入学，但成
人识字率较
低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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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所包

含的四个要素上的记录都较差。少数例外的国

家，其教育政策极为不均衡。孟加拉国差不多

普及了小学入学，2012年该国经调整的小学
净入学率为96%。然而，该国成人识字率仍然
低至59%，三分之一的小学生过早辍学，没有
掌握扎实的基本技能。卢旺达也是个典型的例

子：2012年该国经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高达
99%，但是学校未能把所有学生保留到最高年
级。2011年仅有52%的小学生升入最高年级。
如此低的学校教育完成率，再加上2011年仍然
非常低的成人识字率（66%），使得该国全民
教育总体进展也很差，其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为

0.777。

在很多国家、很多方面，全民教育仍然是

一个未完成的政策议程。正如2000年后对进展
情况的定期监测所显示，不仅成人扫盲和教育

质量被忽视，而且性别问题在很多国家仍然是

个重要议题，即便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在低

指数组中的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按性别划分的

全民教育指数低于0.80，表示初等教育、中等
教育或成人扫盲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均等，或者

三者皆有，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是女童和

妇女。一部分中等指数组的国家，也存在性别

不均等，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些中高

收入国家。在那里，性别问题主要表现为男童

的问题，尤其在高中教育阶段，往往归咎于较

高的辍学率。

扩大终身学习，包括成人扫盲、维护高

质量的教育和减少不平等，需要成为2015年
后全球教育议程的核心。假如缺乏更加包容、

公平、完整的教育政策，对所有全民教育事项

一视同仁，那么未来几年要完善这个未完成的

全民教育议程，仍将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这

表明，完整的终身学习路径包括针对全年龄层

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应当重视新生

儿和幼儿，实施高质量的幼儿保育和教育项

目。2000年后，这方面没有得到持续的政策关
注，包括一部分全民教育发展指数领先的国家

也是如此。

确实，扩展后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包含

了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ECCE）7，使得许多国

家的指数被拉低了（表7.3）。以中亚为例，塔
吉克斯坦的标准全民教育发展指数高达0.981，
但是由于其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非常低，仅

为0.638，其扩展后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只有
0.912，排名从第3位跌落到第21位。由于塔吉
克斯坦的发育迟缓率仍然太高（26%），3—7
岁儿童进入幼儿教育或者初等教育的比例过低

（27%），该国远远没有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
1。给予目标1的低关注度令人担忧：幼儿保育
和教育，以及成人扫盲和性别问题，是全民教

育最好的预测指标。

1999—2012年的变化

可以对51个国家展开1999—2012年全民教
育发展指数变化的分析（图7.6）。其中45个国
家（占88%）的指数值提高了，平均升幅为8%。
在加纳、危地马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毛

里塔尼亚、尼泊尔和塞内加尔，全民教育发展

指数提高了20%以上，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则
跃升了30%以上。布基纳法索的全民教育发展
指数从0.467提高到0.635，是由于小学适龄儿
童的入学率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学校教育和成

人扫盲中的性别不均等也已缓解。在布基纳法

索、加纳和尼日尔，学校保留率显著提高，这

也有助于全民教育发展指数的提升。不仅儿童

入学人数增多，而且他们升入五年级的可能性

也增大了，这是掌握基本知识和读写能力的一

个重要指标。加纳和摩洛哥取得了快速进展，

从低指数组进入了中等指数组：加纳的全民教

育发展指数从0.672提高到0.847，摩洛哥则从
0.697提高到0.864。

总体来看，世界各地小学入学的巨大进展

对于全民教育的整体成就有着积极影响。经调

整的小学净入学率的提高，似乎是全民教育发

展指数所测量的这方面进步的主因，51个国家
中，这一指标平均提高了近15%。

7.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汇总了以下几个方面幼儿发展政策的效果：（ⅰ）
健康，以5岁以下儿童存活率计量；（ⅱ）营养，以5岁以下儿童免于遭
受中度和重度发育迟缓的比例计量；（ⅲ）教育，以3至7岁儿童就读于
小学或学前教育机构的比例计量。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是以上三个指标
的平均值。

在 很 多 国
家、很多方
面，全民教
育仍然是一
个未完成的
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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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2012年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I）及其组成要素

依据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水平
的排名 国家/地区

标准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及其组成要素 扩展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

经调整的
小学净入
学率1

成人识
字率

按性别划
分的全民
教育指数

五年级续
读率

幼儿保育
和教育
指数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

标准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排名

（1）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排
名（2）

（1）和
（2）的

差距

高指数组 
已总体实现全民教育或接近于实现（0.95—1.00）

1 英国2,3 0.996 0.998 0.999 0.999 0.990 … … … … …

2 日本2 0.994 0.999 0.980 0.998 0.998 … … … … …

3 挪威2 0.993 0.994 0.992 0.993 0.995 … … … … …

4 瑞士2,3 0.992 0.991 0.999 0.990 0.990 … … … … …

5 芬兰2 0.992 0.989 1.000 0.983 0.997 … … … … …

6 意大利 0.992 0.991 0.990 0.991 0.995 … … … … …

7 斯洛文尼亚 0.991 0.977 0.997 0.997 0.993 … … … … …

8 哈萨克斯坦4 0.990 0.987 0.997 0.984 0.993 0.871 0.966 1 2

9 法国2,3 0.990 0.989 0.984 0.996 0.990 … … … … …

10 丹麦2 0.989 0.982 0.990 0.993 0.993 … … … … …

11 克罗地亚4 0.989 0.988 0.991 0.982 0.994 … … … … …

12 荷兰2 0.987 0.987 0.981 0.991 0.990 … … … … …

13 瑞典2 0.987 0.995 0.995 0.993 0.965 … … … … …

14 乌克兰4 0.987 0.984 0.997 0.987 0.981 … … … … …

15 西班牙 0.987 0.997 0.979 0.990 0.982 … … … … …

16 冰岛2 0.987 0.985 0.986 0.995 0.981 … … … … …

17 新西兰2,3 0.986 0.985 0.986 0.983 0.990 … … … … …

18 爱尔兰2 0.985 0.997 0.969 0.992 0.981 … … … … …

19 德国2 0.985 0.996 1.000 0.981 0.962 … … … … …

20 澳大利亚2,3 0.984 0.969 0.999 0.979 0.990 … … … … …

21 吉尔吉斯斯坦4 0.984 0.984 0.992 0.991 0.971 0.746 0.937 2 12 -10

22 匈牙利2 0.984 0.967 1.000 0.990 0.981 … … … … …

23 爱沙尼亚4 0.984 0.968 0.999 0.994 0.975 … … … … …

24 波兰2 0.984 0.968 0.987 0.990 0.990 … … … … …

25 立陶宛4 0.984 0.978 0.998 0.983 0.975 … … … … …

26 俄罗斯联邦4 0.981 0.972 0.997 0.989 0.966 … … … … …

27 塔吉克斯坦4 0.981 0.989 0.997 0.957 0.980 0.638 0.912 3 21 -18

28 古巴 0.981 0.965 0.998 0.994 0.965 … … … … …

29 卢森堡2,3 0.980 0.946 1.000 0.983 0.990 … … … … …

30 拉脱维亚 0.980 0.984 0.999 0.986 0.949 … … … … …

31 白俄罗斯4 0.979 0.943 0.996 0.987 0.991 0.975 0.978 4 1 3

32 约旦 0.979 0.971 0.979 0.982 0.985 0.803 0.944 5 9 -4

33 葡萄牙3 0.976 0.988 0.945 0.981 0.990 … … … … …

34 保加利亚4 0.975 0.964 0.984 0.982 0.969 … … … … …

35 韩国2 0.975 0.992 0.943 0.970 0.993 … … … … …

36 美国2,3 0.975 0.928 0.988 0.993 0.990 0.921 0.964 6 3 3

37 以色列 0.973 0.970 0.952 0.982 0.989 … … … … …

38 希腊 0.972 0.995 0.974 0.983 0.937 … … … … …

39 塞尔维亚4 0.970 0.930 0.982 0.986 0.984 0.854 0.947 7 7 0

40 乌拉圭 0.969 0.998 0.984 0.947 0.948 0.894 0.954 8 4 4

41 沙特阿拉伯 0.969 0.966 0.944 0.978 0.990 … … … … …

42 智利 0.969 0.927 0.986 0.978 0.987 … … … … …

43 文莱达鲁萨兰国 0.969 0.957 0.954 0.979 0.986 … … … … …

44 乌兹别克斯坦4 0.968 0.915 0.995 0.982 0.981 0.711 0.917 9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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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续表）

依据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水平
的排名 国家/地区

标准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及其组成要素 扩展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

经调整的
小学净入
学率1

成人识
字率

按性别划
分的全民
教育指数

五年级续
读率

幼儿保育
和教育
指数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

标准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排名

（1）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排
名（2）

（1）和
（2）的

差距

45 蒙古 0.967 0.976 0.983 0.980 0.930 0.861 0.946 10 8 2

46 比利时2 0.967 0.990 0.929 0.982 0.967 … … … … …

47 阿鲁巴 0.965 0.989 0.968 0.970 0.934 … … … … …

48 阿塞拜疆4 0.965 0.893 0.998 0.988 0.982 0.737 0.920 11 17 -6

49 墨西哥 0.964 0.980 0.942 0.967 0.967 0.899 0.951 12 5 7

50 巴哈马5 0.964 0.978 0.988 0.975 0.914 … … … … …

51 摩尔多瓦4 0.961 0.905 0.991 0.990 0.958 0.909 0.951 13 6 7

52 萨摩亚 0.958 0.961 0.989 0.965 0.917 … … … … …

53 巴勒斯坦4 0.957 0.927 0.959 0.950 0.993 0.809 0.928 14 14 0

54
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

0.956 0.944 0.955 0.963 0.960 0.879 0.940 15 11 4

55 毛里求斯 0.955 0.979 0.892 0.963 0.986 … … … … …

56 罗马尼亚4 0.954 0.902 0.986 0.987 0.940 0.896 0.942 16 10 6

57 厄瓜多尔 0.951 0.968 0.933 0.986 0.917 … … … … …

中等指数组 
处于中等位置（0.80—0.94）

58 哥斯达黎加 0.948 0.929 0.974 0.980 0.910 0.867 0.932 17 13 4

59 斯里兰卡 0.947 0.939 0.912 0.970 0.966 … … … … …

60 马耳他 0.946 0.951 0.924 0.955 0.956 … … … … …

61 塞舌尔 0.942 0.939 0.918 0.952 0.960 … … … … …

62 黑山共和国 0.940 0.984 0.984 0.988 0.805 0.861 0.924 18 15 3

63 巴巴多斯5 0.940 0.971 0.884 0.959 0.945 … … … … …

64 黎巴嫩 0.939 0.958 0.896 0.942 0.960 … … … … …

65 土耳其 0.939 0.951 0.949 0.955 0.900 0.807 0.913 19 20

66 阿曼 0.938 0.974 0.869 0.955 0.952 0.834 0.917 20 18 2

67 巴拿马 0.938 0.920 0.941 0.969 0.921 0.800 0.910 21 22

68 印度尼西亚 0.937 0.953 0.928 0.970 0.895 0.718 0.893 … … …

6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935 0.999 0.843 0.937 0.962 … … … … …

70 斐济2 0.933 0.987 0.821 0.954 0.971 … … … … …

71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4 0.930 0.991 0.851 0.945 0.932 0.764 0.897 23 23 0

72 伯利兹2 0.928 0.991 0.828 0.975 0.920 0.889 0.920 24 16 8

73 百慕大2 0.923 0.879 0.969 0.943 0.901 … … … … …

74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0.921 0.868 0.945 0.976 0.894 0.747 0.886 25 26

75 突尼斯 0.919 0.999 0.797 0.916 0.962 … … … … …

76 佛得角 0.916 0.973 0.853 0.915 0.921 … … … … …

77 秘鲁 0.913 0.963 0.938 0.962 0.788 … … … … …

78 萨尔瓦多 0.909 0.947 0.855 0.964 0.870 0.767 0.881 26 27

79 圣卢西亚5 0.909 0.830 0.901 0.980 0.925 … … … … …

80 哥伦比亚 0.902 0.865 0.936 0.961 0.847 0.831 0.888 27 25 2

81 埃及 0.900 0.973 0.739 0.915 0.972 0.741 0.868 28 30 -2

82 巴拉圭 0.892 0.826 0.939 0.964 0.838 0.771 0.868 29 31 -2

83 多米尼加共和国 0.891 0.891 0.909 0.930 0.836 0.814 0.876 30 28 2

84 阿尔及利亚 0.886 0.991 0.726 0.897 0.928 0.800 0.869 31 29 2

85 洪都拉斯 0.870 0.940 0.854 0.936 0.750 0.781 0.852 32 33

86 摩洛哥 0.864 0.987 0.671 0.856 0.941 0.826 0.856 33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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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桑比克，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的比例在

1999—2012年提高了67%，尼日尔则翻了一番
还多，从27%提高到接近64%。成人识字率平
均提高了近8%，是这51个国家全民教育发展
指数提高的第二大原因，再次是用按性别划分

的全民教育指数（5.5%）测量的性别要素，以
及用五年级续读率（5.0%）测量的教育质量要
素。

多少国家有望在2015年总体上实
现全民教育？

根据之前关于到2015年目标1、目标2和目
标5实现前景的分析，可以从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的角度，评估哪些国家到2015年有望总体上实现
全民教育。本报告可以对94个国家预测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其中52个国家还具有1999年的指数值
（表EDI.8，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

表7.3（续表）

依据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水平
的排名 国家/地区

标准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及其组成要素 扩展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

经调整的
小学净入
学率1

成人识
字率

按性别划
分的全民
教育指数

五年级续
读率

幼儿保育
和教育
指数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

标准全民
教育发展
指数排名

（1）

扩展的全
民教育发
展指数排
名（2）

（1）和
（2）的

差距

87 圭亚那 0.860 0.748 0.850 0.898 0.946 0.784 0.845 34 34 0

88 危地马拉 0.850 0.953 0.783 0.912 0.753 0.659 0.812 35 37 -2

89 加纳 0.847 0.876 0.715 0.914 0.881 0.815 0.840 36 35 1

9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833 0.970 0.695 0.875 0.791 0.754 0.817 37 36 1

91 东帝汶 0.816 0.917 0.583 0.922 0.842 … … … … …

92 喀麦隆 0.816 0.915 0.713 0.847 0.787 0.673 0.787 38 38 0

93 不丹 0.815 0.918 0.528 0.841 0.974 … … … … …

94 老挝 0.812 0.959 0.727 0.862 0.699 0.679 0.785 39 39 0

95 布隆迪 0.810 0.941 0.869 0.893 0.536 … … … … …

低指数组 
与全民教育的总体实现相差甚远（<0.80）

96 莱索托 0.791 0.821 0.758 0.820 0.764 … … …

97 孟加拉国 0.778 0.962 0.588 0.900 0.662 0.688 0.760 40 40 0

98 卢旺达 0.777 0.987 0.659 0.942 0.519 … … … … …

99 冈比亚 0.746 0.737 0.520 0.870 0.859 0.685 0.734 41 41 0

100 尼泊尔 0.739 0.987 0.574 0.844 0.553 … … … … …

101 苏丹 0.728 0.515 0.734 0.867 0.797 … … … … …

102 塞内加尔 0.716 0.794 0.521 0.816 0.733 0.697 0.712 … … …

103 尼日利亚 0.714 0.657 0.511 0.826 0.860 … … … … …

104 安哥拉 0.670 0.857 0.706 0.668 0.448 0.680 0.672 43 43 0

105 莫桑比克 0.659 0.864 0.506 0.779 0.486 … … … … …

106 巴基斯坦 0.654 0.725 0.549 0.732 0.610 … … … … …

107 贝宁 0.641 0.949 0.287 0.653 0.675 0.686 0.650 44 44 0

108 厄立特里亚 0.635 0.342 0.705 0.803 0.690 … … … … …

109 布基纳法索 0.635 0.668 0.287 0.782 0.803 0.585 0.625 45 46

110 马里 0.625 0.733 0.336 0.723 0.707 0.626 0.625 46 45 1

111 中非共和国 0.559 0.722 0.368 0.579 0.567 0.575 0.562 47 47 0

112 尼日尔 0.534 0.636 0.155 0.631 0.715 0.552 0.538 48 48 0

113 乍得 0.520 0.638 0.373 0.604 0.466 … … … … …

注：蓝色数据表示性别不均等是男童或成年男性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中等教育水平。 
1.经调整的小学净入学率测量了小学适龄儿童进入小学或中学的比例。
2.成人识字率是根据25岁及以上人口完成初等教育的比例近似地测量的。
3.由于缺乏五年级续读率数据，以99%代替，这是因为该国长期强制执行义务教育。
4.采用了最高年级续读率，因为初等教育周期不到5年。
5.成人识字率不是统计研究所的官方估计数据。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2、统计表3A、统计表3B、统计表5、统计表6和统计表7（印刷版）；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



234

第 1部分

第7章

在这94个国家中，预计有47个能进入高
指数组，即有望总体实现全民教育，或者接近

于实现。预测表明，33个国家会属于中等指数
组，14个国家属于低指数组，大多和2012年相
比没有变化。

尽管这表明变化的程度有限，大多数国

家2015年和2012年所处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组
别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进步的例子值得注

意。不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莫桑比克有望

在2012—2015年把全民教育发展指数提高6%
以上，虽然这些国家大多仍将远远不能从总体

上实现全民教育。回溯至1999年，这些国家中

有的进展非常显著。布基纳法索的全民教育发

展指数预计在1999—2015年能提高49%，达到
0.694，莫桑比克预计将提高40%，达到0.721，
尼日尔则预计将提高38%，达到0.556。

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
国家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充分利用了国家

层面的可比数据，这些数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

图7.6：大多数距离全民教育最遥远的国家在1999年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2012年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以及1999—2012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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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不完整或缺失数据的国家

组织统计研究所（UIS）收集并控制质量的，
用来显示各国在特定目标上的进展。然而一些

国家的数据不完善或不可靠，无法用于国际比

较。这一缺陷使得我们无法对所有国家的全民

教育进展都做出完整的评估。

包含缺失信息的案例可能与人口或入学

数据有关。联合国人口司（UNPD）提供的按
年龄划分的人口数据，有时候与统计研究所提

供的入学数据不一致，这会导致净入学率超过

100%，或者某些国家的入学率极高或极低，而
该国的其他证据表明并非如此。还应当注意的

是，联合国人口司不对居民人数少于50 000人
的国家进行人口估算（UNESCO，2014c）。8在

一部分国家没有收集到完整的入学信息，这往

往是由于统计信息系统太差，或者遇到了军事

冲突或自然灾害等紧急状态。一些国家可能有

国家统计数据，但并非总是在国际层面通报。

为了完成这最后一期全民教育报告，全民

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找出了在1999—2012年
四个全民教育核心指标上数据不足或数据缺失

的35个国家和地区9，进行了协商，以找到它们

的特定全民教育目标数据的来源，包括国家层

面的来源。总的目标是提供每一个国家在1999
年后教育进展程度的指示，在缺乏跨国可比数

据的情况下，这种指示可以作为全球监测的主

要根基。

我们考查了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以下四

个进展指标：

1. 幼儿教育毛入学率（GER.0）。

2.   初等教育毛入学率（GER.1）和净入学
率（NER.1）。

8. 对于这类国家，统计研究所采用可得的人口数据，或者自行做出人口估
算，用于计算指标数据。

9. 安道尔、安圭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开曼群
岛、库拉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海地、伊拉克、肯
尼亚、基里巴斯、利比亚、中国澳门、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
纳哥、蒙特塞拉特、纽埃、帕劳、菲律宾、法属圣马丁、圣马力诺、沙特
阿拉伯、新加坡、荷属圣马丁、索马里、南苏丹、东帝汶、托克劳、土库
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图瓦卢、津巴布韦。

3. 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续读率（SR.1）。

4. GER.1和SR.1的性别均等指数。

对每个指标，1999—2012年数据缺失或数
据不足的国家被识别出来，并按照缺少数据的

主因进行分类。10

对这些“缺失数据”，采用了五种数据

来源：国家行政数据、2015年国家全民教育
报告、其他国际数据库、学术论文、直接与国

家级官方或利益相关方接触。这些来源的数据

使得我们可以对35个国家中的23个国家做出教
育进展的简短总结，其中一部分会在下文中提

及。各国的专门文件，可以在全民教育全球监

测报告网站上找到。

缺失人口数据的国家

对缺乏人口信息的国家，全民教育全球

监测报告小组搜寻了各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物中

的数据。对于其中大多数国家来说，很难根据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建议的学龄群体找到相

对应的信息。最后，仅有安道尔、埃塞俄比亚

和图瓦卢的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可用。在确定了

相关的特定年龄人口信息后，可以计算四个指

标的进展。中国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和

新加坡教育部直接发来了四个指标上所要求的

可得信息。

2012年，在幼儿保育和教育方面，安道
尔、中国澳门和图瓦卢的幼儿教育入学达到了

较高水平，毛入学率分别为近100%、92%和
91%。安道尔和中国澳门自1999/2000年以来维
持着幼儿教育入学的较高水平，当时的比率分

别为108%和90%。而图瓦卢的幼儿教育毛入学
率虽然仍旧较高，却是从2001年的96%下降到
了2012年的91%。埃塞俄比亚的毛入学率显著
提高了（框注7.1）。没有数据可用来评估新加
坡的幼儿教育进展。

10. 包含方法论细节的技术说明，请查阅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www.
efareport.unesco.org)。

一些国家用于
国际比较的数
据不足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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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澳门和新加坡自

2000年以来保持了较高的毛入学率和净入学
率。安道尔在2002年普及了初等教育入学并保
持至今，2002年和2012年的净入学率为99%。
新加坡实现了目标，净入学率从2000年的接近
96%提高到了2012年的100%。中国澳门把净入
学率从2000年的85%提高到了2012年的90%。图
瓦卢的净入学率从2002年的97%降低到2012年的
95%，因此该国下落到了接近实现目标的组别。
如框注7.1所表明的，埃塞俄比亚也处于中间水
平，其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有了显著增长。

在初等教育性别均等方面，安道尔和中国

澳门都比较成功，性别均等指数达到0.99。埃
塞俄比亚自2000/2001年以来在性别均等方面
取得了巨大进步：性别均等指数从0.65提高到
0.93。然而，该国的性别不均等仍然使女童处
于不利地位。

在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续读率方面，唯一具

备2000—2011年整个时期内相关信息的国家是
埃塞俄比亚，该国的这一比率从61%降低到了

37%以下。图瓦卢仅有2002年和2004年的续读
率数据。

缺失入学数据的国家

对具备人口数据，但缺乏或者部分缺乏

这一时期入学数据的许多国家，我们从多个渠

道汇集了信息。朝鲜、伊拉克、菲律宾、沙特

阿拉伯、东帝汶和津巴布韦的入学数据来自各

国的2015年全民教育评估报告。博茨瓦纳、海
地、肯尼亚、基里巴斯、利比亚、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和南苏丹的入学数据来自统计部门和教

育部提供的文件。索马里的入学数据是根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计算的。

对于最初缺少入学数据的部分国家所做

的分析表明，尽管其中8个国家提高了幼儿教
育毛入学率，一些国家进展明显，但是仍有必

要开展大量工作，使全体幼儿有机会接受教

育。2011/2012年，在伊拉克、基里巴斯、沙
特阿拉伯、南苏丹和东帝汶等国，幼儿教育

毛入学率为18%或以下。肯尼亚的毛入学率为
66%，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为48%，津巴布韦接
近31%。海地和菲律宾是仅有的幼儿教育毛入
学率高于70%的国家。

在目标2的进展方面，博茨瓦纳、朝鲜、
海地、伊拉克、肯尼亚、基里巴斯、利比亚、

菲律宾和东帝汶在2000年之后保持着96%以上
的毛入学率。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12年的毛入
学率为99%，沙特阿拉伯2013年的毛入学率为
106%，两国均在达喀尔论坛后提高了初等教育
入学率。索马里和南苏丹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净入学率是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入学的更为

精确的指针。在净入学率方面，博茨瓦纳、肯

尼亚、基里巴斯和东帝汶达到了实现普及初等

教育入学目标的中等差距水平，其中东帝汶的

净入学率从2000年的67%显著提高到2012年的
94%。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和津巴布韦接近
实现目标，其中海地取得了普及初等教育入学

框注7.1：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巨大进展

埃塞俄比亚显著提高了幼儿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
2%提高到2011年的近22%。《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4》
显示，该国在1999—2011年也实现了初等教育入学率的大幅
增长，毛入学率从50%提高到106%，净入学率从37%提高到
87%。从2012年数据来看，不同来源的数据意味着要用不同的
年龄组来计算，即用7—10岁人口代替7—12岁人口。尽管这
使得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略微虚高，达到将近123%，净入学
率达到92%，但该国毫无疑问在普及初等教育之路上做得非
常好。

初等教育的性别均等问题也有改善，毛入学率的性别均

等指数从2000年的0.65提高到了2012年的0.93。然而，小学生
中女生仍然较少。从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续读率的角度看，性别

均等问题又是另一幅图景。在2000年，女生续读率为63%，男
生续读率为60%。到2011年，两者都下降了很多，分别降至不
到40%和34%，这表明埃塞俄比亚升入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的女
童比男童多（UNESCO，2010a）。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
家一样（见第5章），女童长期面临的障碍是开始上学，而不
是入学后完成学业。

资料来源：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和《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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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进步（框注7.2）。沙特阿拉伯从中等差
距组提升到了接近实现组，净入学率从2001年
的89%提高到2013年的97%。但在南苏丹，尽管
净入学率从2000年的20%显著提高到2013年的
41%，仍与目标距离很远。朝鲜仅有2008年和
2012年的净入学率数据，为接近99%。利比亚
和索马里在这期间没有可得的净入学率数据。

替代性的数据来源也被用于评估性别均等

的进展。在分析的国家当中，大部分已实现了

性别均等，性别均等指数从津巴布韦的0.98到
利比亚的1.02不等。索马里2012年有着严重的
对女童不利的不均等，性别均等指数为0.74，尽
管这与1999年的0.54相比有了显著进步。沙特
阿拉伯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性别均等，初等

教育性别均等指数从2000年的0.92提高到2013
年的1.03。没有数据可用来评估伊拉克和南苏
丹在整个时期内的性别均等进展。

在朝鲜、海地、肯尼亚、利比亚和南苏

丹，没有关于初等教育最高年级续读率的数

据。博茨瓦纳和索马里没有最近一段时期的续

读率数据，而东帝汶仅有2005—2010年的数
据。在菲律宾，续读率经历了波动，从2001
年的75%下降到2005年的70%，又上升至2012
年的75%。沙特阿拉伯2001年已接近目标，续
读率为95%，2012年以99%的续读率实现了目
标。伊拉克、基里巴斯和津巴布韦的续读率也

有增长。

结论

尽管本章表明众多国家的全民教育取得了

明显进展，但是缺乏充分而可靠的数据仍然阻

碍着对各国实现目标的进展开展综合评估。缺

失数据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都需要处理和解

决。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已经尝试了弥

补数据的鸿沟，扩大对国家的覆盖面。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的分析表明，

在大多数缺失了统计研究所提供的可跨国比较

数据，而采用了替代性的数据来源的国家，全

民教育议程的进展可观，这是用四个指标来衡

量的。这项工作是有用的，不仅因为它使过

去“不可见”的国家清晰可见，而且因为在监

测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具体目标进
展时，查找数据源会变得更有必要。最后，这

强调了有必要改进数据收集工作，报告各国的

数据并在国际层面共享。

本研究中暴露的缺失数据问题，与“可持

续发展的数据革命”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所指出

的问题相似。特别是，专家组认为现有数据未

被启用，是因为数据共享太迟钝，或者根本没

有共享。专家还对决策所需数据的缺失做出了

评论（IEAG，2014）。

随着国际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分

关键的是应重视采取更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来改

进数据收集、报告和整理工作，而且应在数据

整合的背景下改进数据的及时性，以更好地开

展跨国比较。

框注7.2：海地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海地之所以缺乏入学数据，是由于政局和教育动

荡，2010年的地震又雪上加霜，使得该国未能定期报
告前后一致的教育数据。虽然应谨慎看待本分析中提

及的数据，但是它们表明了2001年后幼儿教育和初等
教育入学人数占儿童总数的比例都有所增长。

海地的幼儿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44%增长到
2010年的75%，使得该国更加接近高入学率的国家组
别。初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120%提高到2010
年的近157%（反映出存在大量超龄学生），而净入
学率从60%提高到95%。

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在2001年就达
到了目标，为0.99，并且保持了这一水平，2010年为
1.01。但是，没有数据可用于评估初等教育最高年级
续读率。

资料来源：海地教育部和海地统计和计算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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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议程的
进展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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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许多国家增加了教育支出。1999—2012年，38个国家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个
百分点以上。

 ■ 在许多国家的预算当中，教育并非优先事项。1999年以来，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只有
微小的变化，2012年只达到13.7%，低于15%—20%的建议目标。

 ■ 虽然达喀尔论坛承诺提供免费教育，但很多低收入国家政府投入不足，也就意味着家庭继续

承担教育相关费用。

 ■ 过去的10年，在有关教育支出的参与、透明和问责的国家辩论中，民间组织已经成了一个重
要的声音。

 ■ 政府和捐助方只关注全民教育中初等教育的目标，忽略了对其他目标的资助。结果，尤其是

学前教育和成人扫盲仍然得不到资助。捐助方继续支付大量资金给与全民教育无关的领域，

而基础教育却得不到保证。

 ■ 捐助方大多没能兑现有效提供援助的承诺，13个援助效力目标中，只实现了一个。有效的国
际协作和教育援助分配，几乎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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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回顾了达喀尔论坛以

来教育融资方面取得的进步。

从支出量和支出效率以及国家

预算中教育所处的优先位置几

个方面回顾了国内教育资金的

趋势。本章评估了捐助方是否

兑现了承诺以及援助是否得到

了有效的监管。本章建议应该

为学前教育以及高质量教育和

成人扫盲等未得到重视的领域

投入更多资金。本章探索了如

何集中和更有效地利用国内资

金和国际援助，并使这一过程

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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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喀 尔 论 坛 以 来 国 家 对 全 民 教 育 财 政 承 诺 的 变 化 情 况

 教育融资

  第 8 章    融资

动员各国和国际社会从政治上大力支持全民教育，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大大
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2000年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各国政
府和捐助方大幅增加融资承诺，以加快实现全

民教育目标。它鼓励捐助方支持政府的努力，

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援助并尽可能有效地落实。

这标志着1990年宗滴恩会议的融资观点
有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导
致政府大幅削减教育支出，非政府融资的作用

增强。与此相反，《达喀尔行动纲领》建议政

府在增加全民教育融资承诺上要起带头作用，

全民教育高级别小组会议建议年预算的15%—
20%用于教育。千年发展目标（MDGs）为健
康、水和公共卫生等其他基础服务部门确立了

相似的目标，政府承诺年预算中很小的一部分

用于减轻贫困的目标（African Union，20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11）。

《达喀尔行动纲领》还呼吁各国应向公民

负更多的责任。与宗滴恩时期相比，《达喀尔

行动纲领》受到来自民间组织的更大影响，明

确指出遏制腐败和提高国内资源使用效率的要

求。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纲领的起草，推动政府

对全民教育做出更大承诺，民间组织在督促政

府落实融资承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章评估了政府和捐助方在多大程度上

兑现了《达喀尔行动纲领》的融资承诺。第一

部分以达喀尔承诺为参照，综述了国内教育支

出随时间推移的趋势。这部分分析了国内公共

教育支出的效率和公平，并考察了民间组织在

这方面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过去15年教育援
助的趋势以及捐助方是否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即增加对基础教育和需求最迫切国家的承诺。

这部分回顾了援助效力相关政策的演变，探索

了人道主义援助、非政府组织资金和非传统融

资，并提到有必要改善诊断工具以便对教育融

资进行评估。

达喀尔论坛以来国家对
全民教育财政承诺的变
化情况

国内教育支出的趋势

《达喀尔行动纲领》认为各国政府应发

挥主要作用，为全民教育提供资金：“政府必

须为基础教育的各个部门配置足够的资源。这

要求增加给教育的国民收入和预算份额，以及

给其中的基础教育的份额。”1在依赖援助的

地区，这一预期甚至已得到证实：国内公共

支出让外来援助相形见绌。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2012年小学适龄儿童人均获得12美元援
助，与之相比国内投入是136美元（表8.1）。

2006年，全民教育高级别小组建议政府应
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4%—6%用于教育，也就是
政府预算的15%—20%投入教育，重点是基础
教育（UNESCO，2006e，2007c）。一项研究
明确指出教育支出的“健康”水平：要确保教

育结果的提高（以较高完成率和较低留级率来

衡量），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8%投入教育

1. 本章提到的国民收入主要与国民生产总值有关，国内生产总值的信
息缺失。

《达喀尔行
动纲领》呼
吁各国政府
和捐助方增
加融资承诺



242

第 1部分

第8章

（Bruns et al.，2003；Greenhill and Ali，2013）。

各国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实现免费初等

教育的承诺提高了小学入学率，新增的教师、

教室和教学资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政府还

要补贴因初等教育免费而给学校带来的损失。

各国增加教育支出，进展情况各
不相同

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不仅

需要承诺，还需要有效的税收系统持续增加收

入的能力。自2002年发展融资问题的蒙特雷共
识后，通过税收调动国内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得

到认可。2008年非洲税收管理论坛和2010年欧
盟委员会关于税收和发展的交流等活动进一步

强调通过税收调动收入从而为发展持续融资的

重要性（Bhushan et al.，2013）。

发达国家19世纪的经历表明，占国民收
入8%的税收只可能维持基本职能——警察、
法院、军队、外交和行政管理，而不是供给教

育等基础服务。直到20世纪初税收开始提高
后，相对富裕的国家才承担了包括教育在内的

更多责任（Piketty，2014）。对于资助千年
发展目标的国家来说，据估计国民收入的20%
必须来自税收（IMF et al.，2011）。许多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达喀尔时期税收起点不

高，达到这一目标过去需要、将来仍然需要

付出很多努力。达喀尔论坛之后，有些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但税收

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每年平均增幅只有0.44%
（Hearson，2013）。

不过，2000年2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国民收入的15%来自税收，这一数字到2012年
下降到18个。阿富汗、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
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

表8.1：1999年和2012年公共教育支出，按地区和收入水平分列

公共教育支出

占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比 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按购买力平价以
2011年美元不变价
格计算的生均初等教

育支出

1999 2012 1999 2012 2012

世界 4.5 5.0 13.8 13.7 1 337

低收入国家 3.2 4.0 14.7 14.9 100

中低收入国家 4.4 4.9 15.0 15.6 467

中高收入国家 5.0 5.1 14.8 14.9 …

高收入国家 4.9 5.4 12.4 12.3 6 805

阿拉伯国家 5.3 … 16.9 … …

中欧和东欧 4.4 4.9 12.7 11.7 4 478

中亚 4.0 3.4 … 13.0 …

东亚和太平洋 5.1 3.4 13.8 17.5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5 4.9 14.8 … 1 187

北美和西欧 5.2 6.0 12.3 12.5 7 943

南亚和西亚 3.6 3.9 16.6 12.6 24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9 4.9 14.8 18.4 136

注：表中所示所有地区都是中位数。1999年和2012年的中位数没有可比性，因为基于的国家数目不同。文中生均支出数据占国内支出的比例以购买力平
价表示，除非另有说明。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9（印刷版）和统计表11（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

通过税收调
动国内资源
的重要性日
益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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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还不到10%。2马达加斯加2000—2012年税收
所占比例下降。其他国家税收所占比例有所增

加，比如尼泊尔的税收所占比例从8.7%增加到
了13.9%（World Bank，2014h）。

如果各国要持续为教育提供资金，不仅

需要调动资源，而且还要将教育列为优先事

项。2013/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67个国
家进行了分析，37个国家融资达不到目标，教
育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不足20%。但是只要稍
加努力，这67个国家到2015年就能为教育多
筹集到1 53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措施包括提
高税收效率，限制免税、打击偷税漏税、设置

不同的计税基数和加强税收制度（UNESCO， 
2014c）。

将教育列为国家的优先事项，这方面的进

展情况不一。从全球范围看，2012年教育在国
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平均为5%。低收入国
家的平均值是4%。在142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
中，96个国家的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
及以上（包括14个低收入国家和18个中低收入
国家），在这96个国家中，有39个国家的教育
支出达到或超过国民收入总值的6%。在116个
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许多国家的教育投入增

加了，其中38个国家在1999—2012年的教育投
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了1个百分点及
以上（其中10个是低收入国家，13个为中低收

2. 此处引用的研究对2000年左右和2012年左右可获取的数据进行了比
较，前者参考2000年、2001年或2002年，后者参考2010年、2011年或
2012年。

入国家），而13个国家同期教育支出缩减了。

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和入学率增
长不一定同步

虽然经历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达喀尔论坛之后的这段时期，很多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强劲。1999—
2012年经济增长的同时，公共教育支出有了切
实的增加（表8.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平均4.0%，公共教育支出
增速更快，平均每年6.1%。相形之下，南亚
和西亚1999—2012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4.5%，公共教育支出稍有增长，每年增长超
过4.9%。撒哈拉以南非洲1999—2007年公共
教育支出的增长约有三分之二得益于经济增长

（Fredriksen，2010）。

不过，这些地区平均值掩盖了各国之间巨

大的差异。以南亚和西亚为例，这一区域有数据

可查的5个国家中，4个国家的教育支出年增长率
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率。巴基斯坦2012年将教育
支出削减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其经济增长率
是4.1%，而教育支出的增长率只有2.5%。尼泊
尔是个例外，教育支出年增长率是不到9%，经
济年增长率为4.1%。结果1999—2010年教育支
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9%增加到4.7%。

表8.2：1999—2012年，实际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年度复合增长情况

世界 阿拉伯国家 中欧/东欧 中亚 东亚/太平洋
拉丁美洲/  
加勒比

北美/西欧 南亚/西亚
撒哈拉以南

非洲

总经济增长，年增长率

4.0 4.4 4.2 7.2 4.5 3.5 1.9 4.5 4.0

实际教育公共支出总额，年增长率

5.0 5.2 4.5 8.6 5.4 5.3 2.4 4.9 6.1

国家数量

100 3 12 6 13 18 17 5 26

教育支出超过经济增长的国家数量

64 2 7 4 9 12 10 1 19

注：该表呈现的100个国家在1999/2000/2001年和2010/2011/2012年均有数据可查。教育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测量方法有变化，为排除通货膨胀的
影响，使用2005年美元的不变价格来表示。
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9；World Bank（2014h）。

将教育列为国
家 的 优 先 事
项，这方面的
进展情况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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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存在这种差异。一些国家教育

支出的年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比如贝

宁、布隆迪和肯尼亚。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中

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教育支出并不与经济增长

同步。在全球100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64个
国家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或

与之保持同步。

在大多数国家，人均收入越高，对小学

适龄儿童的人均支出就越高。不过，前者的变

化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速度，这方面的差

异很大。在马拉维，虽然人均收入增加了，

但小学适龄孩子的人均支出却减少了（World 
Bank，2010b），1999—2011年从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的10.2%降至7.6%。相反，2010年巴西
的这一比例从10.4%增加到20.2%。在56个有
数据可查的国家中，40个国家的初等教育生均
支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增加。

在16个比重减少的国家中，9个国家位于撒哈

拉以南非洲，这是初等教育生均支出最低的地

区。

随着小学学费的取消，达喀尔论坛之后

的10年见证了入学率的大幅增长。不过，这不
一定与生均经费变化一致。在尼日尔，虽然整

个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增加

了，但初等教育生均支出在这10年中从207美
元下降到130美元，支出跟不上入学率增长的
速度。相比之下，1999—2009年尼泊尔的生均
支出从68美元增加到174美元，同时到2011年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与之类似，贝宁在初等教

育阶段生均支出增加的同时，初等教育入学人

数增加了一倍多。与之相反，马拉维在初等教

育儿童数量大量增加的同时，生均支出由74美
元降至54美元。智利堪为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
典型，虽然生均教育支出增加了，但部分上是

因为初等教育入学率下降了（图8.2）。

图8.1：1999年后，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 

1999年和2012年，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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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初等教育生均实际支出有增有减 
1999—2012年，初等教育生均支出的百分比变化和入学儿童的绝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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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5，统计表9（印刷版）和统计表11（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图8.1：1999年后，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 

1999年和2012年，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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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政府预算并不将教育列为优
先事项

1999年以来教育在公共支出中所占比重变化
不大。2012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3.7%，未达到
15%—20%的目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教育支
出在公共支出中平均所占比重最大（18.4%），其
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7.5%）。南亚和西亚
只有12.6%（表8.1）。在129个有数据可查的
国家中，53个国家在2012年至少有15%的公共
支出用于教育，这其中有12个低收入国家，17
个中低收入国家。 53个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
15%及以上的国家中，20个国家占到20%甚至

更多。1999年和2012年均有数据可查并可供比
较的15个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等8个
国家1999年不到20%，但到2012年已经达到或
超过20%（图8.3）。

学前教育在教育预算中所占比重低

2012年全球学前教育支出在整个公共教育
支出中只占到4.9%。3北美和西欧将教育预算

的8.8%用于学前教育，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
0.3%。在1999年和2012年均有数据可查的51
个国家中，37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学前教育支

3.  本节使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有关“学前教育”国
内支出的数据与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可通用。

图8.3：只有少数国家的教育支出至少占到预算的五分之一 
1999年和2012年，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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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加。由于收入

的差距，国际差异显而易见。在22个高收入国
家中，18个国家的学前教育支出在教育预算中
的比重增加。9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贝
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等5个国家学前教育支出的比重增加（图8.4）。

有些政府尝试通过特殊努力来帮助最贫困

的儿童，补偿公共资源中学前教育比例低的问

题。在智利，学前教育由公立机构和政府补贴

的私立机构来提供，2011年政府对所有入学儿
童的补贴增加了15%，以实现2014年对最贫困
五分之三人口的4岁和5岁儿童普及学前教育的

目标（OECD，2013b）。学前教育的公共支
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从1999
年的0.3%上升到2012年的0.6%。印度尼西亚
2002年修订宪法，要求国家预算中至少要有
20%用于教育。2008年，政府在3 000个贫困
村庄启动幼儿教育和发展项目，在3年内为每
个村庄拨款1.8万美元建立两所学前教育中心
（Jung and Hasan，2014）。2012年秘鲁启
动Cuna Más计划以改善学前教育，目前已惠
及贫困地区的6.2万名3岁以下儿童（Klaus， 
2013）。不过，在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学
前教育公共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仍

然很低。2012年，在27个有数据可查的撒哈拉

图8.3：只有少数国家的教育支出至少占到预算的五分之一 
1999年和2012年，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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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非洲国家中，学前教育的公共支出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平均只有0.01%。

初等教育资金趋势差异巨大

全民教育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教育目标强调

有必要扩大免费的高质量初等教育，这要求增

加投资并确立初等教育在预算中的优先地位。

对初等教育支出的重视正反映了这一点。1999
年和2012年初等教育支出占整个公共教育支
出比重都有数据可查的56个国家中，只有16
个国家的比重增加。低收入国家表现更好：11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6个（孟加拉国、布

隆迪、乍得、尼泊尔、尼日尔和多哥）初等教

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6个国家
都确立了初等教育在整个教育预算中的优先地

位。在尼泊尔，政府强有力的承诺使初等教

育在整个公共教育支出中的比重从1999年的
近53%增加到2012年的60%，与此同时，净入
学率从69%增加到98%，表明这二者之间的联
系。6个国家中的5个，高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
育预算的比重下降，这反映了在重新分配上做

出的努力。

有5个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支出占整个教
育支出的比重下降，其中之一的马拉维2011年
初等教育支出占教育预算不到37%，比起1999

图8.4：37个国家学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加，但比重仍然不大 
1999年和2012年，学前教育经常性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学
前

教
育

公
共

支
出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
)

丹
麦

保
加

利
亚

古
巴

冰
岛

泰
国

西
班

牙

瑞
典

智
利

奥
地

利

新
西

兰

波
兰

阿
根

廷

捷
克

共
和

国
 

意
大

利

葡
萄

牙

巴
西

芬
兰

哥
斯

达
黎

加

塞
浦

路
斯

秘
鲁

玻
利

维
亚

坦
桑

尼
亚

瑞
士

韩
国

科
特

迪
瓦

爱
尔

兰

贝
宁

澳
大

利
亚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伯
利

兹

马
来

西
亚

圣
文

森
特

和
格

林
纳

丁
斯

南
非

圣
卢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斯
威

士
兰

约
旦

立
陶

宛

以
色

列

匈
牙

利

法
国

斯
洛

伐
克

罗
马

尼
亚

巴
拉

圭

牙
买

加

阿
塞

拜
疆

巴
拿

马

毛
里

求
斯

印
度

马
里

布
隆

迪

1999

2012

学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
学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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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将近61%大幅下降。马拉维的初等教育完
成率和学业成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均属于最差

之列。这一下降很大程度上使中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获益，2011年26%的教育预算分配给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生均支出金额高达11 129美
元。马拉维补贴高等教育的做法使本就存在

的巨大不平等进一步强化，超过90%的大学生
来自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World Bank， 
2010b）。

在22个低收入国家，2012年初等教育在
整个公共教育支出中所占比重平均为50%。虽
然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占据公共教

育支出中最大的份额，但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

之间差异却很大，埃塞俄比亚的初等教育支出

占整个教育预算的将近65%，而卢旺达还不到
36%。

1999年和2012年初等教育支出占国民收
入比重都有数据可查的61个国家中，33个国
家初等教育支出的比重增加。这33个国家包
括9个低收入国家和1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28
个支出维持原状、近来维持原状或下降的国家

中，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或中高收入国家。

不过，6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也有下降，
其中马拉维令人担忧，初等教育支出原本就很

低，1999—2011年又从2.5%下降到只有1.8%。

图8.4：37个国家学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加，但比重仍然不大 
1999年和2012年，学前教育经常性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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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贫困国家，教师工资占据
初等教育预算的最大份额

2012年全球数据显示，57个有数据可查的
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初等教育经常性预算中占

最大份额的是教师工资。对于分析涵盖的37个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剩

余的资源用于其他领域（图8.5）。在低收入和
中低收入国家，教师工资平均占到整个初等教

育经常性公共支出的82%。在高收入国家，这

一比例平均为64%。

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入学率的快速增

长导致教师需求量增加。但这发生在一个与

教师工资支出相对立的环境中。2003—200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对17个国家
结构调整计划的贷款标准，规定了工资的上

限（ActionAid，2007）。虽然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后来声称该标准已经取消，但政府在

幕后削减工资开支的压力仍旧很大（Oxfam 

图8.5：工资占据教育预算中大部分资金，尤其在初等教育中 
2012年工资在整个初等教育经常性预算中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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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2011）。2007/08年的全球金融
危机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类似条款的贷

款激增。在科特迪瓦，贷款条件之一是“更新

和实施中期战略来控制工资”（Griffiths and 
Todoulos，2014）。

为应对教师短缺和资源有限问题，很多南

亚和西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迅速聘用合

同制教师（见第6章），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和
偏远地区。这种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英国有相似之处，由于义务教育的年限增加导

致教师需求量上升，英国推出紧急培训计划，

将教师培训压缩为一年，在战后培养了大约3.5
万名教师（Crook，1997）。

在西非，据估计到2000年代中期合同制教师
构成师资力量的一半（Kingdon et al.，2013）。合
同制教师的工资通常低于公务员教师。一个经

常被引用的目标是教师工资应该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的3.5倍（Bermingham，2004；Bruns 

图8.5：工资占据教育预算中大部分资金，尤其在初等教育中 
2012年工资在整个初等教育经常性预算中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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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附录，统计表9（印刷版）和统计表11（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统计研究所数据库；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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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3）。在13个有数据可查的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公务员教师工资
能达到这一目标，但只有5个国家的合同制教
师工资能达到这一目标（IIEP-Pôle de Dakar 
database）。4使用公务员教师工资的一小部

分来招聘合同制教师，这一政策引起了对平等

的关注。合同制教师往往被分配到偏远地区，

往往要面对更多弱势学生（Kingdon et al.， 
2013），这表明这些地区儿童的人均教育支出
量少。

几乎没有资源用于工资以外的其他
领域实现质量和效率的目标

为了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中质量和效率的目

标，2003年为世界银行做的一份研究和2004年
快车道倡议（FTI）的纲领建议，为了达到质量
和效率的可接受水平，初等教育经常性支出的

三分之一（包括教学材料的支出）应该单独拿

出来作为非工资的支出（Bermingham，2004； 
Bruns et al.，2003）。可获得的有限数据
清楚地表明，国内公共投资未能实现这个目

标。2012年36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初等教
育经常性预算中用于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的

平均份额还不到2%。16个国家的支出还不到
1%。只有科威特和马拉维支出接近5%甚至更
多。

工资以外的支出对于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非常重要。《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尽一切

努力减少或消除教学材料等成本。多数人认为

这些材料对学习质量有帮助。在低收入国家，

由于班容量大，不合格教师的比例很大，因

此减少了师生之间的接触时间，教材尤其重

要（Read and Bontoux，2014）。在某些情况
下，这方面的投资比培训教师性价比更高（见

第6章）。

捐助方曾想通过帮助政府融资或提高当

地出版能力的办法，尝试改善教学材料供应，

4. 数据参考2006—2011年的最近年份。

然而教学材料资金缺乏的状况依然存在。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学校课本供应不足也就意味

着家长经常要自掏腰包购买课本（Read and 
Bontoux，2014）。对12个非洲国家进行的一项
研究表明，文具占全部家庭教育支出的34%。
对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来说，文具和学习

材料占家庭教育支出的56%，在毛里塔尼亚和
尼日尔占到将近75%（Pôle de Dakar，2012）。

教学材料的另一个惊人的方面是课本成本

的巨大差异。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每本课本成本是2—4美元（Fredriksen and 
Tan，2008），而在越南只有0.33—0.66美元，
在国内印刷以及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

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与运输等因素有关的

额外成本造成了巨大的差异。肯尼亚和卢旺达

都使用商业配送将课本运到学校，但卢旺达的

出版商直接为学校供货，而肯尼亚要通过书商

供货，结果肯尼亚每本一年级课本的价格比卢

旺达高出50%（Read and Bontoux，2014）。

大多数国家中等教育支出增加

虽然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是关注重点，

因为它们在全民教育目标中的重要性，但中等

教育的公共支出也值得一提。大量儿童升入中

等教育也是这一阶段需要增加资源的正当理

由。1999年和2012年中等教育公共支出占国民
收入比重都有数据可查的61个国家中，38个国
家的中等教育支出增加，这其中有15个低收入
和中低收入国家。其中卢旺达政府确立了普及

中等教育且到2012年开始实现免费中等教育的
目标，以应对政府对于从基础教育5升入高中阶

段的升学率的担忧（World Bank，2013f）。

教育预算高效治理和非政府行动
者的作用

在过去的10年，公众对预算和支出程序

5. 卢旺达的基础教育包括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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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增加了。原因包括民间组织增多、影响

扩大以及对高效管理原则更加重视。这种趋

势有助于保证有效定位到需求最迫切的地区

（Khagram et al.，2013）。与此同时，倡
导“开放数据”6的合作关系出现了，同时公

共支出调查通过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力图实

现资源浪费最小化。达喀尔论坛以来，政府和

民间组织合作达到这种结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IBP，n.d.；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n.d.）。

民间组织协助反腐败，但腐败仍然消
耗资金

《达喀尔行动纲领》指出：“教育资源得

不到有效利用，主要的消耗来自腐败，应该彻底

打击这种行为。”在尼日利亚，2年中至少2 100
万美元的教育资金流失。在肯尼亚，5年中流
失的教育资金达4 800万美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无数的研究表明腐败和
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呈负相关。比如腐败严重

国家的学生辍学率比腐败少或没有腐败的国家

的辍学率高出5倍（Rose-Ackerman，2006）。

腐败对教育预算的影响尚未查明，是因

为很多国家的监督体制不完善，大量资源通

过复杂的行政层级往下分配（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预算程序不够透明，
资源分配信息不为人知也就得不到审查。资金

分配和最终的预算执行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偏

差（Simson and Welham，2014）。

民间组织在打击腐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孟加拉国的一个社区里，社区审计小组利

用预算跟踪发现建筑物的质量和状况与声称

的每所学校146美元的基建支出不符（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et al.，2013）。乌干达
的民间组织授权包括学童在内的普通公民在

学校日常生活中发现可能的腐败，这也提高

了反腐意识和民众归属感（Global Campaign 

6. 该术语指任何人可以免费且不受专利或版权等限制地使用、再分配或
再版数据。

for Education et al.，2013）。英联邦教育基
金（Commonwealth Education Fund）介入
的16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教育预算基金滥
用情况已经向媒体披露（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et al.，2008）。

教学材料的获得与贿赂、定价过高、无法

正常使用以及拖延分发等行为密切相关。有关

教学材料的合同涉及巨额资金（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国际图书出版机构麦
克米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和2010年
分别被发现在东非教学材料的投标中试图贿赂

官员（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
在马拉维，民间社会教育联合会发现教学材

料在预算中出现过，但是一连4个预算年度都
没有取得，这些资源被用于支付一笔1.28亿美
元的债务（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et 
al.，2013）。在菲律宾，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
作有效应对了教学材料获得中的腐败问题（框

注8.1）。

框注8.1：菲律宾教材部门的反腐行动

1990年代末期，有些学生根本得不到课
本，发下去的那些质量又很差。约有40%的课
本发放不能兑现。非法支付给政府官员的资金

占到课本专项公共教育预算的20%—65%。腐败
和滥用职权在当地普遍盛行。2003年全国课本
供应计划推出，改善了课本供给和分发的透明

度，旨在改进从投标到生产到最终运送整个流

程的问责制。该计划被要求保证在分发前，私

人出版商提供的教材保质保量。民间组织的作

用是确保按照规定日期将足量的课本运送和分

发到学校。

经与8个民间组织的合作，该计划能够监
督价值3 000万美元的教科书投标过程以及课本
分发到60个省的5 500个地点的分发过程。每本
课本的成本从2.02美元降至0.80美元，分发拖延
的现象大大减少。民间组织参与质量控制环节

的检查工作，检查出不合格课本10万册。这一
改革节省的资金高达184万美元。

资料来源：Arugay（2012）。

民间组织在反
腐行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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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影”（Ghosts）现象是另一个问题：
教师和学校只存在于官方记录里。“鬼影教

师”或是离职或是去世，但是教师或学校继续

领取政府发放的工资；“鬼影教师”也可以指

一开始就不存在的教师。在巴基斯坦，2010
年教育被视为第四大腐败部门，“鬼影”现象

普遍存在。政府估计信德省有6 480所“鬼影
学校”，俾路支省有5 000所（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在塞拉利昂，2008年教
育部调查发现大量的“鬼影教师”，之后政府开

始收集教师照片，确认教学地点，从其他教师

那里进行证实，逐一核查工资情况（Turrent， 
2012）。2012年塞拉利昂在反腐败委员会的协助
下挖出了1 000名“鬼影教师”，教育部、青年
及体育部报告2010年从腐败学校那里收回的资金
超过19.5万美元（Turrent，2012）。

尽管在过去的10年采取了反腐败的行动，
但教育中的腐败仍然存在，其成本大部分由穷

人承担，穷人在获得公共部门以外的服务方

面选择余地往往较小（OECD，2014j）。如此
造成的不利后果多半由女孩承担，享受基本

的服务需要贿赂，女性更容易被拒，因为她

们对金钱的控制权不如男性（ICAI，2014）。
一个结果是女孩就学机会比男孩少，或者在

公立教育质量低下时通过私人补习接受高质

量教育的可能性也小于男孩（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0）。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
（见第5章）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供应中
腐败现象的一个策略。在墨西哥，性别平等预

算措施揭示了用于妇女医疗卫生部门的流失资

金都流向了哪里（Nawaz，2009）。

公共教育支出的效率依然是个挑战

支出的效率可以指资金是否按计划支

出，也可以指资金是否用在了收效最高的地

方。《达喀尔行动纲领》声称：“必须更加高

效、更加透明（正当）地使用资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篇文章计算得出：发展中

国家如果提高中等教育支出的效率，平均入学

率可增加36%。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的政策干预
包括降低生师比、提高学校机构的质量和降低

收入不平等（Grigoli，2014）。由于公共教育
支出的大多数都是支付教师工资，有些教师行

为妨碍了支出的效率。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有些

非洲国家的小学教师缺勤时间达15%—25%，即
使是不缺勤的教师，很多时候也并没有上课，

学生参与学习和完成任务的时间减少（World 
Bank，2010a）。在乌干达，如果教师的缺勤
现象能减少20%，则相当于多聘用5 000名教师
（Winkler and Sondergaard，2008）。

目前关于教育财政方面的文献表明，计

划预算和实际支出之间的偏差可能是学校投入

得不到应有收效的一个原因（World Bank， 
2013g），这也意味着应该在教育上投入多少
资金，应该投资到什么教育领域的问题上，预

算对国外捐助方和私立教育部门等利益相关方

不具有可靠的参考价值（Addison，2012）。
这种偏差可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收

支预测不准、执行人员不遵守制度以及对主要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的国际误解等（Simson and 
Welham，2014）。利比里亚2012年的教育支出
超出预算8%（图8.6）。不过更多的偏差发生在
对各项支出的分类研究：用于中等教育的预算

只落实了27%，而行政管理的开支却比最初预
算高出3.3倍（Simson and Welham，2014）。

时间安排不当也意味着支出的低效。由

于资金落实延迟导致的课本分发拖延会阻碍学

习，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因为学年

开始时缺乏资金（World Bank，2013g）。

资金发放时间和资金数量的不可预见性

持续阻碍着学校管理委员会和教师进行有效的

规划。印度从2007—2008年到2012—2013年

教育中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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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预算增加了两倍多（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2013）。虽然通过Sarva Shiksha 
Abhiyan（即全民教育）项目，最贫困地区
学生的人均支出有所增加，这确实值得称

道，但最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是不具备支出时

间规划和确定支出用于哪些急需事项的能力

（UNESCO，2014c）。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
的邦之一，2011—2012年度和2012—2013年度
生均支出增加了27%，而同期全国的平均增长
率是5%。然而比哈尔邦2011—2012年度只使
用了预算的38%，而全国平均水平是62%。

无效规划意味着支出未必总能满足需求，

严苛的专款专用使学校不能将资金用于对学习

效果最明显的事项（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 
2013）。墨西哥2001年推出的Programa 

Escuelas de Calidad项目给学校更大的自主
权，并连续5年给每所学校1.5万美元的拨款，
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给学校更大支出自主权

以及其他措施的结果是，辍学率、学业失败和

留级率下降。尼泊尔的情况与此类似，学校管

理的责任转交给了社区公众。学校得到联合拨

款，使管理委员会在资金支配上有更大的自由

度，结果入学率和公平都有了改善（Bruns et 
al.，2011）。

无效支出通常意味着儿童未完成初等教育

就辍学，进而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2013/14年
度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称在2.5亿名未学到基
本阅读和计算技能的儿童中，有1.3亿名至少读
过4年小学而未达到最低学习标准（UNESCO， 
2014c）。这种情况对资源来说是个严峻问

图8.6：有些国家预算和支出的差距接近或超过10% 
最近年份批准教育预算和修订/实际教育预算之间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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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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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果学生留级，与没有留级的情况相比，

政府要多花一倍的钱甚至更多。儿童在小学辍

学而没有学到基本技能，但依然利用了有限的

政府资源。在马拉维，2007年初等教育的公共
资源有65%用于留级学生或没读完小学就辍学
的学生（World Bank，2010b）。原本培养一
个小学毕业生的理想年份是8年，结果政府相
当于用了23年，比起2000年的20年还上升了
（图8.7）。

很多研究证明学前教育项目通过改善初等

教育的内部效率，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很有效

力（见第1章）。参与这些项目的儿童不太可
能留级，升级表现也比没参与过的同学好。一

个正在成长中的评价组织表明，学前教育在政

府节约开支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对社会的回报

远远超过公共投入。学前教育的高效益吸引喀

麦隆、智利、哥伦比亚、加纳和肯尼亚的政府

扩大了多个部门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预算（The 
Consultative Group o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2008）。

民间组织协助公共教育支出更加透明

预算框架和支出的决策传统上由财政部负

责，其他部委、企业、民间组织和更广泛的民

众无权参与或权限很小。这导致对透明、参与

和问责的要求，尤其在目睹了腐败现象、教育

系统低效以及增加投资仍然不能提供基本服务

之后。

扩大知情权可以说是“给公共行动注射了

一针兴奋剂，堪称推动变化的催化剂，推动其

他改革工作的开展”（World Bank，2004）。
《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民间组织参与教育

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达喀尔论坛以来，民间组织数量增多，影

响力扩大，积极寻求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1997
年，只有6个民间组织从事预算相关议题，作为
它们扶助政策的一部分，参与国际倡导的提高

财政透明度的努力；到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近100个（Khagram et al.，2013）。成立于1997
年的国际预算伙伴关系发起开放预算调查，每

两年开展一次，预算透明要开放到精确计算的水

平，2012年的调查涉及100个国家。更近期的组
织是成立于2011年的开放政府合作关系，其目标
是保证政府强有力的承诺，促进更加开放、灵活

应对和民主的管理，包括增加预算透明度。超过

6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参与该组织，做出了2 000
多个承诺来增强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n.d.）。在16个最难

图8.7：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很大份额的资源浪费
在留级生和辍学生身上 
培养一名小学毕业生所需年数，有辍学生和留级生与无辍
学生和留级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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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教育和性别目标的国家，

英联邦教育基金和民间组织有合作。合作的成

果是教育预算的复印件被分发给600多万人，将
近50万人接受了从事教育预算的培训（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et al.，2008）。

不管是提高预算相关决策过程的参与度，

还是利用公共领域的数据分析教育部门的预

算，民间组织的影响不容忽视。达喀尔论坛以

来的成功包括：在利比里亚和马拉维游说增加

教育投入占国家预算的份额，在布基纳法索将

民间组织参与预算过程正规化，在赞比亚施加

影响改善了公共支出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在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施加影响促进政策重视原住民

的权利以及影响埃塞俄比亚对幼儿保育和教育

提起重视（CIDA，2012；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2b，2012c）。

民间组织的影响不仅限于倡导增加教育资

源，而是开始支持政府负起责任。在印度，“问

责计划”通过年度出版物表明，尽管初等教育资

源投入增加，但印度最贫困地区的学业成绩没有

改善（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2014）。虽然可
用资源增加，但政府应该认识到学业成绩没有

提高并为此负责。在第12个五年规划中，提高
学业成绩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这需要政府

确保供给系统（包括预算资源的执行）以学业

成绩为中心（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2013）。

为边缘群体争取更多资源，民间组织也

是首当其冲。性别平等预算（见第5章）是深
入理解预算对男孩和女孩影响差别的重要途径

（Unterhalter，2007）。加纳的全国教育联
合会将性别相关问题整合进预算工作规划，并

有所成效（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2012a）。2001年成立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的HakiElimu关注与教师培训、住房和人
均补贴支出相关的问题。该组织培训议员对

2012/13年度预算进行预算分析，之后指导教育
部采纳HakiElimu的预算修订意见（Carlitz and 
McGee，2013）。阿根廷的Asociación Civil por 
la Igualdad y la Justicia推断2002—2005年用于
教育的资源有32%没有支出，调动立法行动来
提高公共教育支出的效率（Basch，2011）。

教育支出中的公平和包容

仅仅给教育配置更多的国内资源还不够，

资金必须得到正当公平地使用。这需要公共支

出界定和瞄准那些与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相去最

远的群体，避免将大量资源使用在只有精英阶

层才有可能进入的教育层次上。

运用资金分配方案瞄准边缘人群
成败参半

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要求增加国内教育

资源，同时确保支出有助于教育普及至最边缘

人口和最难惠及人口（比如最贫困人口、残疾

人、偏远地区人口和少数族裔）。多数情况

下，为了消除他们的弱势，这些群体的儿童所

需的资源可能远远高于生均成本。因此国内资

源应该重新分配（UNESCO，2014c）。

将公共资源瞄准边缘人口，其长期社会和

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其成本。在孟加拉国，由于

残疾人受教育水平较低，工资收入也较低，估

计每年会带来2 6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儿
童弃学照顾残疾人又会带来2 800万美元的经
济损失（World Bank，2008a）。

为边缘群体争
取更多资源，
民间组织首当
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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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表明，在14个发展中国家学
校教育如何缩小残疾人和正常人之间的贫富差

距：成年残疾人多接受一年学校教育，其处于

最贫困五分之二人口的可能性就下降2%—5%
（Filmer，2008）。

然而，很多国家还是按照每个学生投入均

等的方式分配资金。因此未能考虑到学校、地

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弱势群体的需求。不过，有

些国家对这个问题采取了补救措施，支出有针

对性地支持弱势群体，取得了更加公平的学业

成果，包括为边缘群体使用有条件的现金转移

（见第2章）。其他政府采用资金分配方案使
公共资源惠及处境最不利的人群，解决对弱势

群体的资源投入问题（Levacic et al.，2000； 
OECD，2012f）。

针对最弱势群体调配资源，巴西首当其

冲。该国通过初等教育管理与教师专业发展

基金（FUNDEF）改善了北部和东北部较贫
困地区的公平配置问题。该项基金是为了确

保最低生均支出（UNESCO，2014c）。在荷
兰，弱势学生得到确认后，可以享受拨款以支

持学业。结果是弱势学生比例最高的小学的教

职工平均增加了58%（Ladd and Fiske，2009）。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测试表明荷兰不仅学业

成绩好，同时教育机会均等方面也非常突出

（OECD，2014g）。越南强调学校教育质量
达到最低标准，关注弱势社区并为相对贫困

地区提供额外的政府资源，结果最弱势地区

儿童正确回答一个四年级问题的比例开学时

只有18%，到该学年结束时已经提升到了47%
（Rolleston et al.，2013）。

由于教师工资占据公共支出的大部分份

额，所以在促进公平的资金分配方案中，需要

考虑到教师工资的问题，但很多国家还没有。

在南非，86%的初等教育预算都是为了支付工资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2014），

不过南非实施的国家学校资金规则与标准只动

用经常性预算的非工资部分，重新分配公共资

源给最贫困的学校。因此重新分配也是很有限

的。同时，贫困校的生师比依然很高。在传统

上黑人、印度人和混血人种比例高的学校，财

政资源短缺、课本缺乏以及班级规模大依然构

成学校成绩差的因素（Mestry，2014）。2004
年，马达加斯加启动有效分配和公平安置教师的

机制，首先确定哪些学校教师短缺最为严重，然

后在安置新教师时优先考虑这些学校。该政策实

施仅一年，根据需要委派的教师百分比从72%增
加到81%（Majgaard and Mingat，2012）。

要改善女孩的学业成绩，学校的基础设

施状况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布基纳法

索，为设施缺乏的贫困偏僻地区提供足够的资

源，给女孩带来的收益更大。女孩入学率增

加，比男孩高出5%，所有孩子考试成绩都提
高了，分数上升了0.41个标准差（Kazianga et 
al.，2013）。

教育支出递减但有所改善

《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政府增加“教育

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以及分配给教育的预算，

其中尤其要增加基础教育预算”。资金分配额

度要能反映国家教育体系目前的真实情况和特

点。对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来说，增加初等教育

支出有充分理由，因为这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最

有可能进入的教育水平。相反，如果政府将多

数资源用于高中和大学教育，最有可能惠及来

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表现出的是自上而下支

出递减。

利益发生率分析是确定公共支出分配从

而评价哪些群体受惠最多的工具。举例来说，

分析发现，虽然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大部分人

口在农村地区，但教育资源仍旧向城市地区倾

很多国家未
能考虑到学
校、地区之
间的差异以
及弱势群体
的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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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在卢旺达，8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然
而只接收到全部教育资源的51%（World Bank et 
al.，2011a）。在冈比亚，这个数字分别是62%
和36%（World Bank et al.，2011b）。这个工具
也可以用来确定不同教育阶段支出的不平等情

况，比如小学与大学相比。一项研究发现在有

数据可查的国家中，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的教

育支出更倾向于穷人（Davoodi et al.，2010）。

刚果和尼泊尔等国家的支出变化已经被

引证过。刚果是世界上不平等状况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公共教育支出中初等教育支出对最贫

困人口的惠及从2005年的24%下降到2011年的
21%。在高等教育中，2011年入学人口的57%
来自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而2005年这一比
例是38%，高等教育支出对于最贫困人口的惠
及从2005年的4%（已经很低）下降到2011年
的0.5%，然而2011年高等教育资金占教育预
算的22%（World Bank，2014f）。尼泊尔教
育支出收益分析披露，2005/06财政年度的情
况与刚果类似，但初等教育支出增加且更加有

利于穷人，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则下

降（PRAD，2010）。与刚果不同的是，支出
在惠及最顶端五分之一家庭孩子的同时，差距

在缩小（图8.8）。尼泊尔全民教育国家行动
2001—2015年规划将全民教育6个目标中每个
目标的政策指示与平等理念相结合，瞄准特定

的弱势群体（Karki，2014）以确保分配给他们
的资金在整个教育支出中的份额不断增加。

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高等教育生均
支出平均比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高12倍，南亚和
西亚平均高出5倍。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均
支出的极端不平等在贫困国家最为明显。低收

入国家每位大学生的支出比每位小学生的支出

高11倍，而高收入国家只高出1.3倍。在人们最
期望通过公共支出惠及穷人的国家，教育的利

益，尤其在主要是富人才能获得的教育阶段，

受惠者仍然是富人。

不过，在达喀尔期间初等教育生均支出

和高等教育生均支出均有数据可查的36个国家
中，30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支出差距
缩小，其中7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99
年卢旺达每位大学生的公共支出几乎是每位小

学生支出的161倍，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下
降到12倍。在秘鲁，1999年每位大学生的支出
几乎是每位小学生的3倍，但到2012年，支出
已经相等。

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在教育各分部

门间依然存在。但撒哈拉以南非洲，教育支出

集中于高等教育的现象30年间在持续缓解。虽
然公共支出仍然不平等，不过已经有所好转，

部分上由于很多政府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
初实行了初等教育免费政策（见第2章）。公

图8.8：教育公共支出对最贫困人口的惠及情况，刚果
恶化，尼泊尔改善 
各教育阶段在公共支出中所占份额，最贫困五分之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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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出惠及受教育水平最高的10%人群的百分
比在1975年是63%，1992年是56%，2003年是
43%（Majgaard and Mingat，2012）。

家庭支撑起国家的教育工作，特
别是当政府忽视支出时

从全球范围看，政府是教育资金的最大

来源，无论是政府自己出资还是通过境外的拨

款和贷款。不过，很容易忽视的是它们并不是

教育融资的唯一来源，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最

贫困的国家，政府甚至不是教育资金的最大来

源。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分析显示，2005—
2012年均有数据可查的位于世界各地的50个低
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家庭教育支

出平均占教育总支出的31%。在几乎四分之一

的国家里，家庭教育支出高于公共支出。

家庭出资通常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现实，

即有些政府的教育资源支出不足，或者虽然

免费的公立初等教育已经在135个国家写进了
法律，但仍有110个国家收取某种形式的费用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在25
个公共教育资金额度最低的国家，家庭支出占

教育总支出的42%，而在25个资金额度最高的
国家，家庭所占份额是27%。

家庭因而发挥着巨大作用。18个国家公共
教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到4%，
如果将家庭资金考虑在内，只有柬埔寨和刚果

这两个国家未达到这个数值（图8.9）。在报告
国家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时，不能不考虑家庭

的付出。很多国家的问题是国家在教育支出上

力度不够，结果很大部分由家庭来承担。其结

果往往是教育系统重新分配的能力不足。一般

图8.9：家庭支出在教育总支出中占很大份额，尤其在相对贫困国家 
2005—2012年，部分国家教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按来源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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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国家越穷，家庭的负担就越重。样本所

含的10个高收入国家中，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
总教育支出的13%，而在14个低收入国家，家
庭支出占到49%。

目前为止南亚国家的家庭支出份额最高。

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公共教育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家庭支出约是
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意味着家庭支出约占教
育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在5个北美
和西欧国家，家庭支出约占10%。

虽然可以获取到这类信息，但决策者并未

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对教育支出进行全面规划。

这对前节中讨论的教育融资系统的公平问题有

重要影响。

国际发展援助

教育援助趋势

《达喀尔行动纲领》声明：“只要国家认

真致力于实现全民教育，就不会因为缺少资源

而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人们热切期望捐助

方会增加对教育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要符合全

民教育6大目标下面的子目标。达喀尔论坛以
来的这些年，全球捐助方承诺提高援助水平，

尤其对非洲，并且对提高援助效力更加关注，

这些承诺是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八国
集团峰会和在罗马、巴黎、阿克拉和釜山举行

的关于援助效力的高层论坛上做出的。

2000年国际社会做出千年发展目标的承
诺之前，社会部门的援助在整个援助中所占份

额迅速上升，更多的捐助方面向千年发展目标

相关部门进行援助规划。面向这些部门的援助

在全部援助中所占份额从1996年的31%增加到
2005年的45%（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医疗
卫生部门援助资源增加的刺激），然后到2011
年下降到40%。72002—2012年，援助金额平
均每年增加9%，面向生殖健康的援助资源每
年增加16%，面向饮水和卫生的每年增加12%
（OECD-DAC，2014）。

然而，面向教育的援助在整个社会部门援

助中所占份额在达喀尔论坛前后基本没有变化

（OECD-DAC，2014）。8对基础教育的援助平

均每年增长6%。教育援助在整个援助中所占
比例在达喀尔论坛以后的10年保持不变，没有
超过10%，而相比之下健康援助在整个援助中
的份额从9%增加到了14%。达喀尔论坛以来，
截至2010年，教育援助资金的总量确实稳步上
升，但自2010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0—2012
年，援助资金总量下降了10%，相当于减少了
13亿美元（OECD-DAC，2014）。

7. 由于援助承诺不断变化，此处引用的年份代表三年滚动平均数。

8.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关于援助趋势的讨论指支付款。

图8.9：家庭支出在教育总支出中占很大份额，尤其在相对贫困国家 
2005—2012年，部分国家教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按来源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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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依据：（1）国际住户调查网络数据库中家庭预算调查报告中教育在全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2）经合组织                                           《教育概览》，（3）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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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观点认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教育目标

与健康目标相比，似乎有点平淡，所以虽然

10年间援助资金的总量一直呈上升势态，但
教育没能吸引到更大的份额（Burnett and 
Felsman，2012）。尽管达喀尔论坛呼吁投资
机构将更大比例的教育资源投入初等教育和其

他基础教育，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发

展程度最低的国家和刚刚经历过战乱冲突的国

家（UNESCO，2000）。

按照教育等级分配的援助

和国内支出一样，国际发展援助关注初

等教育，但对中等后教育也支出了大量资金。

基础教育9（尤其是初等教育）之所以吸引捐

助方支持，是因为这与减少贫困直接相关，自

然也就与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相关。援助不断

增加，但中等教育受惠很少，虽然更多孩子

升入中学，而且为了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

标，需要更多有中等教育学历的经过训练的小

学教师（Lewin and Little，2011）。一项关
于捐助方战略的分析表明只有德国、日本和亚

洲开发银行将高中作为援助计划的优先子项目

（Mercer，2014）。高等教育的援助款增加仍
与捐助方的战略兴趣保持一致，这被视为与国

家未来的领导层建立联系。

在全民教育的6大目标中，基础教育占了5
个，对基础教育的援助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
峰值，2010—2012年，援助额下降了15%，相
当于9.21亿美元（表8.3）。这一降幅超过了中
等后教育援助的降幅，后者是6%。2012年中
等后教育援助的绝对金额高于基础教育。这些

比例与2002年基础教育和中等后教育在总援助
中所占份额的情况类似，所以10年来变化很小
（OECD-DAC，2014）。

另外，中等后教育援助中的一大份额，是

9. 这里指的是经合组织贷方报告制度所定义的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
育、初等教育以及青年和成人的基本生活技能。

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去捐助方国家留学，而

不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2012年
高等教育的直接援助约有72%属于前者，相对
于这10年间最初几年的59%还上升了（OECD-
DAC，2014）。在捐助方国家留学的学生学
成之后是否会回来报效祖国，这一点没有保

证。在法国，三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完成学

业后会继续留下来工作（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2013）。在2000年代初期，28个捐
助国中有20个对中等后教育的捐助高于中等教
育；在2000年代末，这对数字分别是39和27，
再次表明变化不大（OECD-DAC，2014）。

在15个最大的教育捐助方中，有7个在10
年中实际上增加了教育援助中中等后教育的份

额，减少了基础教育的份额。达喀尔论坛之

后，欧盟教育援助中基础教育的份额从50%下
降到43%，中等后教育份额从27%增加到36%。
不过，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其他捐助方

针对基础教育重新分配资金，做出了巨大努力

（图8.10）。在一些捐助方中，中等后教育援
助在变化：奥地利、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现

在拓宽了援助方式，把奖学金作为增强伙伴国

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Mercer，2014）。

不仅教育援助中中等后教育的份额上升，

从达喀尔之前的30%增加到达喀尔之后的40%，
而且基础教育援助中增加的资金几乎全部流向

了初等教育。全民教育目标中初等教育之外的

目标长期投资不足的状况持续（图8.11）。

为什么国际教育援助资金对初等教育如

此关注，而忽视全民教育的其他目标？因为千

年发展目标狭隘地关注普及初等教育，这是一

个最常见的解释。青年和成人基本生活技能以

及幼儿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援助中的份额下

降。2002—2004年其平均所占份额分别为10%
和3%。但2010—2012年其平均份额分别为6%
和2%（图8.12）。2012年，相当于每当为幼儿
教育直接援助1美元10，就要支付58美元资助接

10. 本节中关于幼儿保育和教育援助的分析指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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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15个最大的教育捐助方中，7个以减少基础教育援助为代价增加了对中等后教育的援助 
2002—2004年和2010—2012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援助中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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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DAC (2014)。

表8.3：2002—2012年，教育援助总额和基础教育援助金额，按地区和收入水平分列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2012年不变价格百万美元 2012年不变价格百万美元 生均美元

2002 2011 2012 2002 2011 2012 2012

世界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8

低收入国家 2 044 3 386 3 453 1 192 1 838 1 859 16

中低收入国家 2 824 5 090 4 459 1 219 2 512 1 751 6

中高收入国家 1 692 2 667 2 725 347 599 664 4

高收入国家 42 50 48 8 14 15 3

未按收入分组 907 1 835 1 900 275 743 790 …

阿拉伯国家 1 003 1 919 2 048 216 860 686 17

中欧/东欧 290 500 519 86 70 71 6

中亚 126 333 348 42 99 99 17

东亚/太平洋 1 125 1 998 2 008 249 540 644 5

拉丁美洲/加勒比 534 902 868 218 364 330 7

南亚和西亚 940 2 359 1 843 582 1 414 947 5

撒哈拉以南非洲 2 714 3 522 3 486 1 447 1 704 1 615 12

海外领土 239 70 70 119 25 25 …

未按地区分组 539 1 423 1 394 83 631 661 …

注：2002年的数据是2002—2003年的平均值。人均援助是2012年小学适龄儿童人均获得的初等教育援助金额。 
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OECD-DA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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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的学生来捐助国接受高等教育。

捐助方的战略很少关注全民教育的其他主要

领域，包括成人教育、远程学习、非正规教育和

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Mercer，2014）。虽然
德国、日本、英国、欧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明确强调幼儿保育和教育（Mercer，2014），
幼儿保育和教育的援助金额却反映出其中有些

捐助方言行并不一致。虽然英国在过去10年教
育援助平均增加了两倍，但2010—2012年幼儿
保育和教育的援助金额平均只有440万美元，
相当于这一时期教育援助总额的0.4%（OECD-
DAC，2014）。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承认
有力的证据证明幼儿保育和教育的影响，但是

对于其能否持续惠及最贫困人口及其成本效力

表示担心（DfID，2013）。相似的是，1999年
和2006年世界银行战略大力支持幼儿保育和教
育（World Bank，1999，2006），可10年中该
机构基础教育援助中只有6%投向幼儿保育和

教育。荷兰对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资金援助额最

大，在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则完全停止了对
教育的支助（OECD-DAC，2014）。

按地区分配的援助

《达喀尔行动纲领》特别强调要为撒哈

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的基础教育分配更

大额度的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全世界一

半以上的失学儿童，对这一地区的基础教育援

助在2002年之后稳步上升，到2009年又开始下
降。2002—2004年，整个基础教育援助中平均
有47%投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但到2010—2012
年，这一比率降至31%。11南亚和西亚在基础

教育援助中所占份额比较稳定，从21%上升到
22%（OECD-DAC，2014）。

11. 部分原因是未按地理位置分配的资源有大幅增长。

图8.11：针对全民教育中初等教育之外的目标的援助没有增加 
1995—2012年，整个教育援助承诺，三年滚动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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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的援助资金每

年平均增长6%，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增
长率仅为1%，仅超过中欧和东欧，排倒数第
二（图8.13），尽管这一地区学校教育的平均
回报率最高（Psacharopoulos，2014）。

援助分配惠及穷人

援助背后的预设是帮助贫困国家，其隐含

的意思包括帮助贫困人口（Tomasi，2014）。
不过达喀尔论坛以来，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

之间的联系减弱了。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从

2000年的64个下降到2013年的37个12（World 
Bank，n.d.）。其结果是，虽然1990年代初
期全世界9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但2012年72%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Kanbur and Sumner，2011）。此外，更大

12. 世界银行名单，再加上托克劳。

图8.13：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教育援助增长率排倒数
第二位 
2002—2012年，按地区分配的援助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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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幼儿保育和教育及基本生活技能在基础教育中所占份额极少 
2002—2004年和2010—2012年，按教育阶段分配的所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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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贫困人口可能集中在局势动荡的国家，

它们并不都是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与千年发

展目标和2015年的全民教育目标相去最远，虽
然35个局势动荡国家到规定期限能实现至少一
个目标（OECD，2014e）。有些预测项目认为
到2018年，全世界过半的贫困人口会生活在局
势动荡国家，不过还有预测认为大多数贫困人

口会生活在局势稳定的中等收入国家（Kanbur 
and Sumner，2011；OECD，2014e）。2012
年，超过半数的失学儿童（59%）集中在中等
收入国家。另外，36%的失学儿童生活在遭受
战争冲突影响的国家。

捐助方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贫困地区不

断变化这一现象。英国减少了由其提供援助

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数量，最明显的是到2015
年逐步停止对印度的援助。澳大利亚和西班

牙正好相反，增加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援助

（Herbert，2013）。虽然对中等收入国家的
援助在整体融资发展的公共资源中占很小份

额，但其多种形式中的某些形式有可能间接助

长教育支出不平等恶化。据估计官方发展援助

为建立税收管理能力支出1美元，就能产生350
美元的税收收入（Okojo-Iweala，2013），然
而所有援助资金中只有0.1%直接指向税收制度
（IMF et al.，2011）。援助可以支持民间组
织发挥作用，授权它们推动变化以实现全纳发

展。

图8.14：低收入国家学龄儿童人均援助差异很大 
2002—2004年和2010—2012年，小学适龄儿童人均基础教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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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基础服务最需要援助的国家

（低收入国家和局势动荡国家）不应该被忽

略，而应该得到优先考虑。不过在过去10年
中，基础教育援助中低收入国家所占份额实际

是下降了，从40%下降到了34%。虽然流向中
高收入国家的基础教育资金量在绝对金额上相

对较低，但年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的两倍：分

别是10%和5%（OECD-DAC，2014）。不仅如
此，对低收入国家每个小学适龄儿童的援助水

平极大地取决于国家本身。2002—2004年阿富
汗和乍得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基础教育援助

水平类似，但2010—2012年，乍得平均每名儿
童获取的援助是4美元，而阿富汗是44美元（图
8.14）。在这10年中，乍得平均到每个孩子身

上的基础教育援助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下降，
而阿富汗却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

教育援助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层面上，过去几年援助的重要性

下降了，因为达喀尔论坛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国

内资源增长迅速。但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依

然很关键，虽然这些国家的国力增强，经济

发展了，政府收入也增加了。其中很多国家

的公共支出还不足以应付全民享受基础公共

服务（包括教育在内）的需求（Development 
Initiatives，2013）。很多最贫困的国家在达喀
尔论坛10年后，全部公共教育支出的10%甚至
更多依然依靠境外援助（图8.15）。

分析这一领域时要谨慎。援助依赖可能是

受国内教育支出增加的影响，也可能是受援助

水平下降的影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以乍得为

例，2012年国内初等教育生均支出达到53美元，
而援助是生均5美元（OECD-DAC，2014）。虽
然乍得貌似对援助的依赖下降了，但这主要是

因为其获得的援助水平低。

2000年以来不断变化的援助图景

提供援助曾经是经合组织捐助方的特权，

但自达喀尔论坛以来，新兴经济体通过创建援

助机构使发展合作正规化。2013年巴西宣布创
建一个关于合作、贸易和投资的机构。印度于

2012年成立发展合作局。与其他捐助方一样，
他们发展援助的承诺似乎与推动合作的战略捆

绑在一起，比如贸易、区域影响等合作。在过

去10年巴西和印度的援助金额上升了（World 
Bank，2014h）。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新兴的
非传统的全球机制，比如2004年印度、巴西和
南非建立的减轻贫困和饥饿组织，该组织每年

预算300万美元帮助最落后的和战后国家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Leite et al.，2014）。更新近成立

图8.14：低收入国家学龄儿童人均援助差异很大 
2002—2004年和2010—2012年，小学适龄儿童人均基础教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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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开发银行资本达1 000亿美元，由巴西、中
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发起，资助基础设施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Spratt，2014）。

虽然还没多少公开信息表明新兴捐助方

为教育做出了什么，但他们以多种方式支助了

教育。巴西为伙伴国家的学生提供很多奖学金

和国际交流项目，2005—2010年这方面的支出
达1.74亿美元（Milani，2014），同时还通过
其高等教育合作机构的CAPES项目支持高等教
育系统弱的伙伴国家，2010年这方面的支出为
530万美元（Leite et al.，2014）。中国最近
发表外国援助白皮书，表示2010—2012年在教
育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建设与维护学校建筑

和培训教师，同时为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提

供7.7万份奖学金（Xiahuanet，2014）。授予外
国学生的奖学金从2009年的1.19亿美元增加到
2012年的4.16亿美元，增加了两倍多。2012年
中国对职业培训的援助款总额达到6 800万美
元。近年来援助的规模迅速扩大，而这一趋势

还在持续（Reilly，2014）。

债务减免

教育的资金来源并不仅限于国际援助和

国内资源。《达喀尔行动纲领》呼吁“为减少

贫困，提供更早、更多样和更广泛的债务减

图8.15：大多数国家教育援助的重要性在下降 
2004年和2012年，部分国家援助占公共教育支出总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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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或债务免除，尤其对基础教育做出强有力承

诺。”1996年以来，重债穷国（HIPC）债务
倡议面向外债负担重、难以应付，但声称债务

将用于公共支出的贫困国家。2005年启动的多
边债务减免倡议（MDRI）旨在促进摆脱重债
穷国处境的国家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

（Cuaresma and Vincelette，n.d）。

自达喀尔论坛以来，债务减免在一些最贫

困的国家有所推进。2012年年底，参与多边债
务减免倡议的4个多边债权国减免的债务据估
计达到397亿美元，而重债穷国债务倡议的减
免债务据估计达到743亿美元（IMF，2013）。
重债穷国债务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受惠国

家用于归还债务的金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

额下降了一半多，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11年
的1.4%（Prizzon and Mustapha，2014）。2000
年，30个重债穷国超过10%的政府收入用于归
还外债；到2010年，只有冈比亚和多哥还延续
这种情况（Jubilee Debt Campaign，2012）。

虽然债务免除和社会支出增加之间尚未

建立起强有力的直接联系，但社会支出明显

增加。不过，有资格享受债务减免的国家在

2001—2012年用于减少贫困的开支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增加了将近3.5个百分点
（IMF，2013）。埃塞俄比亚2004年成为债务免
除的合格国家，归还外债的支出从1998—2000
年平均占政府收入的10%下降到2007—2009年
的4%。同时，用于教育和健康的支出从政府收
入的22%增加到32%（Jubilee Debt Campaign， 
2012）。

不过，未来令人担忧。2018年之前，毛
里塔尼亚（60%）和尼日尔（53%）增加偿还
的债务相当于教育预算的一半还多（Prizzon 
and Mustapha，2014）。另一个令人担忧的
问题是贷款形式的发展援助呈上升趋势。大部

分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直接援助是拨款形式，但

2009年以来针对教育的非优惠贷款金额显著上
升，2013年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拨款的增长速
度，自2012年发展援助委员会债务形式的双
边援助增加了27.4%，而同期的拨款只增长了

8.4%（OECD-DAC，2014）。如果这一趋势继
续，对未来的债务水平将带来严重后果。

捐助方没有兑现提高教育援助发
放效力的承诺

达喀尔论坛以来的这段时期，不仅增加

援助金额的承诺增多了，而且国际援助的治理

也有改善。《达喀尔行动纲领》交给捐助方的

任务是提高援助的效力。2005年《巴黎援助
效力宣言》标志着史无前例的转变，该宣言

涉及援助如何分配，推进国有议程，将国家

规划和捐助方的优先选择相结合，协调各捐

助方的努力，关注结果与捐助方和接受方之

间共担的责任（UNESCO，2011a）。不过在
2010年，13个援助效力目标中，只有捐助方
和国家规划结合以及协调技术支持达到目标

（OECD，2011a），这表明要改变捐助方的机
构行为困难重重。

最近，援助效力议程更加强调旨在促进发

展合作的新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有效发

展合作”第一次高层论坛于2014年4月在墨西
哥召开，表明向更加包容的议程的转型，“进

一步调动国内资源，凝聚各级公共和私人发展

利益相关方的力量”（Global Partnership， 
2014）。

缺少全球援助构架阻碍了捐助方
之间有效协调

全球教育援助的协调工作必不可少。《达

喀尔行动纲领》呼吁促进“更高效地对捐助方

进行协调”。这将使得捐助方战略性地分配援

助，使之发挥最大效果，尤其是对最需要它们

的地区。这也能简化捐助方政府、援助机构和

援助接受国的程序，确定捐助初衷是加速教育

的发展，而不是国家战略利益（Fredriksen， 
2012）。但目前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似
乎帮助不大（Rose et al.，2013）。

埃塞俄比亚接
受债务减免，
使得用于教育
和健康的支出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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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府利用仅有的少量资源维持几十

个机构和几千个项目。一项研究估计改善援助

协调工作每年可为欧盟节省84亿欧元，另一
项研究估计每年可节省3.4亿欧元（Mackie， 
2013）。

过去10年中，要求改善协调机制的呼声越
来越高。2007年《欧盟劳动力补充和分化实施
法案》等倡议能通过改善协调和融合（比如集

中资源）推动协调连贯的发展政策。2011年，
《动荡国家参与新协议》致力于进一步协调资

源，减少重复、零散和项目激增，以保证更有

效地分配国际资源。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

荷兰、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很多捐助方开始减少

捐助国家和优先部门的数目。

无效的全球和国家协调机制意味着最需

要教育资源的国家得不到援助。在布基纳法

索、柬埔寨和尼加拉瓜，5个占据基础教育援
助重大份额的捐助方撤出教育部门（Abetti et 
al.，2011）。2011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援助
效力第四次高层论坛强调利用多边机构和全球

基金减少零散援助碎片，加强捐助方协调的努

力。不过，双边捐助方提供的大部分基础教育

援助继续针对特定的地区和部门。达喀尔论坛

以来的10年，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捐
助方的基础教育援助份额从63%增加到68%，
而不是通过多边渠道的援助减少了（OECD-
DAC，2014）。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能更好地瞄准
有需求的国家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PE）成立于2002
年，前身是快车道倡议，是第一个关注发展中

国家教育的全球伙伴关系，填补了这一问题的

国际领导者空白。它对通过国际援助的教育资

源全球协调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缺少资金支持

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其力量和潜力在于瞄准

有需求的国家。

相对于其他捐助方，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

援助金额很大，在一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已经成了教育外来资金的重要来源。2004年，
它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基础教育捐助方中

排名第22位；到2007年已经跃居为第9大捐助
方；2011年和2012年它跃居第4位，仅次于英
国、美国和世界银行（GPE，2014a；OECD-
DAC，2014）。然而其所占的援助比例很
小。2004—2012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资
助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基础教育的金额接

近20亿美元，而经合组织捐助方是320亿美
元。2010—2012年，它在低收入国家所有教育
外来援助中占12%，在动荡国家中占6%。

虽然这些份额相对较小，但10年中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部分上是

支付率提高的结果。在2010年中期评估中，
支付率过低过慢曾是对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最

大指责之一，严重影响了其效力（Cambridge 
Education et al.，2010；UNESCO，2010a）。
世界银行监督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掌管的大部分

基金，要求符合条件申请世界银行全部项目

程序的国家才能进入他们的信托基金程序，

包括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拨款。这被视为一

个弱点，目前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已经分化成

多个，世界银行负责监督73%的主动赠款，比
之前监督92%的封闭项目实施拨款有所减弱
（GPE，2013a）。

惠及最需要的国家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最初的名称是全民教育

快车道倡议，最初是援助少数精选的表现好的

国家，提供额外的资金。2003年遭受批评后，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放宽标准，面向所有低收入

国家和其他符合世界银行出资条件、政策强有

力和规划可靠的国家。然后又被指出最没有能

力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有可能是最需要帮助的

国家。2005年，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动荡国家
任务组成立，筹划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如何增强

无效的全球
和国家协调
机制意味着
最需要教育
资源的国家
得不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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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荡国家教育的支持力度（Brannelly et al.， 
2009）。

2010年中期评估以来，全球教育伙伴关
系的优先关注点发生了决定性转变。援助动

荡国家成为其五个主要目标之一。它通过更

加灵活地出资实施这些援助，审核监督管理

机构的资格，调动外来资金，对紧急情况提

供最高达25%的象征性拨款，并与人道主义
机构合作以衔接紧急应变和教育发展活动之

间的缺口（GPE，2012c）。到2013年年底，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超过40%的拨款（8亿多美
元）支付给了动荡国家和遭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GPE，2013b）。13

在分配资源给最需要的国家这个问题上，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目前的表现不仅超过其他

捐助方，而且在10年中做出的进步也是最大
的。2010—2012年，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全部
支付款中平均有81%的去向是低收入国家，而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只有42%。同
样，其对动荡国家的资助份额从2004—2006年的
16%增加到2010—2012年的35%（图8.16）。全
球教育伙伴关系现在还要求各国寻求支持以提供

弱势群体的教育指标，这样可以确定和瞄准最贫

困儿童（Australian Aid，2012）。比如2014年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30份拨款中就包含与资助
残疾儿童有关的组成部分。在有些情况下，该

做法帮助国家协调来自其他合作伙伴的援助，

将残疾儿童纳入主流教育（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2014d）。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对于全民教育
初等教育目标之外的承诺依然没
有兑现

在全球教育伙伴关系2004年的纲领中，其
4个目标之一是强化为初等教育高效提供援助

13. 应该指出的是：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对动荡国家和遭受冲突影响的国
家的定义不同于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定义。

图8.16：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在过去10年中更好地瞄准最
需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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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FTI Secretariat，2004）。该倡议主
要被视为实现普及完成初等教育，而不是在达

喀尔论坛上确定的更广泛的全民教育目标。2010
年中期评估指出这一狭隘的关注目标继续不变

（Cambridge Education et al.，2010）。

性别未得到重视。2005年联合国女童教育
倡议的一份分析批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除了增

加女童入学率外根本不重视性别平等的国家规

划（Unterhalter，2007）。其支持的规划中只
有4个里面包含性别平等的概念。不过，2005
年年底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明确做出一个“性

别”承诺，声明这个问题不会被“边缘化”，

并保证密切监督国家规划是否整合了性别相

关问题（Oxfam，2007）。2012—2015年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战略的5个主要要素之一是保证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支持国家的所有女孩能在

安全的学习环境中成功完成初等教育（GPE， 
2012c）。

一项更新近的分析表明了利用资金上存

在缓慢变化的趋势。带有改善教育质量这种干

涉条件的拨款数量增加了一倍，虽然在总金

额上变化不大。幼儿保育和教育以及扫盲的

资金大幅增加，金额分别增加了9倍和10倍，
但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对这些领域的拨款所占份

额依然比较小，分别是1.9%和1.0%（GPE， 
2013a）。

2011年，接受援助的政府、国际捐助方
和私人机构在第一次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追加援

助大会上做出60项承诺，2014年召开第二次大
会时，做出了85项承诺。政府、捐助方和私人
机构又承诺将在2015—2018年提供285亿美元
援助。接受援助的政府2014年保证提供260亿
美元，这表示2015—2018年教育国内投入与
2011年在第一次大会时做出的保证相比，增加
了25%（GPE，2014b）。14不过，目前尚不明

确承诺的这些资源是否是原定国内教育投入之

14. 2011年和2014年的两轮追加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原因是每轮参与的
国家不同。

外另加的，需要2015年之后的纲领进行密切监
督。

一般预算支助会资助教育资金

在依赖援助的国家，一般预算支助带来

发展支出和基础服务所需资源的巨大增长。在

卢旺达，来自所有捐助方的一般预算支助在全

国2010/11财政年度预算中所占比例达14%。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一比例从2003/04
年度的20%降至8%（ICAI，2012c）。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用于基本发展项目的支出大幅

增长，从2004/05年度占预算的27%到2008/09
年度的46%，使得教育、健康、饮水和公共卫
生、基础设施和农业的资金供给有大幅进展

（ICAI，2012c）。有关一般预算支助的积极
发现得到了确证，即接受支助的政府比起未接

受支助的政府，更愿意报告社会服务改善情

况，前者报告的几率是后者的两倍（National 
Audit Office，2008）。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捐
助方通过利用一般预算支助，减少了他们对国

家预算的支助。双边捐助方对一般预算支助的

平均支付额降低，从2007—2009年32亿美元
的峰值降至2010—2012年的21亿美元（OECD-
DAC，2014）。

教育部门范围内的措施有成有败

部门内措施（SWAps）涉及捐赠的资金不
是用于自足的项目，而是由政府当局和外国合

作伙伴领导明确界定的部门政策。《达喀尔行

动纲领》呼吁“捐助方协同努力在部门内的改

革框架内提供灵活的发展援助并支持部门的首

要任务”，同时“做出更长期和更可预期的承

诺”。这是项目导向的援助方式的一个转变，

过去的援助方式造成几百个单独项目给接受国

有限的经济和人力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接受支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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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乌干达教育部门有147个独立的捐
助方项目，有来自30多个捐助方的45个捐助方
任务。2002年实施了一个教育部门内措施后，
项目数下降到7个，捐助方任务数也下降到2个
（Boak and Ndaruhutse，2011）。迄今部门
内措施已经在25个低收入国家实施，其中5个
部门内措施是子部门的，关注初等教育和基础

教育。一些成功的证据包括提高效率和节省成

本，这得益于更好的协调和更加灵活。在乌干

达，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学习材料投标程序意味

着初等教育课本单册成本降低了60%（Boak 
and Ndaruhutse，2011）。

不过，教育部门内措施的效力可能很有

限，因为它们除了政府和捐助方，很大程度上

将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排除在外，如非政府组

织（NGOs），就没被包括在这些措施中。可
是，正如孟加拉国的例子显示的，这些组织

在缺乏服务的部门是重要的服务提供方。从

前的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BRAC）是政
府之外最大的教育服务提供者，在政府供给不

足的地区有4万所非正规学校（Asadullah and 
Chaudhur，2008）。另外，有些捐助方不情愿
或不能够通过部门内措施支付捐款，意味着对

很多接受方政府来说交易成本很高，虽然最初

以部门内措施安排（Boak and Ndaruhutse， 
2011），但有些最后以项目形式发放平行援
助。2012年，所有教育援助中只有7%是以部
门内预算支助的形式发放的（OECD-DAC， 
2014）。

教育援助并不总能到达接受方国家

用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援助比其他部门的

援助少，主要因为资助的学生在捐助方国家的

大学留学。奖学金占据了教育直接援助的四分

之一。2012年，国家定项援助15也就是到达接

受方国家的援助占教育部门所得所有援助款的

68%，相比之下，健康和农业部门占86%，饮
水和环境卫生则占93%（图8.17）。

援助更加注重结果

自达喀尔论坛以来，要求得知援助结果

（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数额）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个基于结果的方法增强了援助干预和结果之

15. 国家定项援助是衡量援助真正到达伙伴国家的更精确的方法，与官
方发展援助的概念相比。

图8.17：实际到达接受方国家的教育援助款项所占份额低于其他部门  
2004—2012年，部门国家定项援助在全部援助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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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包括捐助方和接受方签订协议，根

据可测量目标的实现情况发放援助。虽然这

是一个相对新型的支付援助的方式，但2010年
以这种方式支付的援助达50亿美元（Pereira 
and Villota，2012），包括通过货到付款等形
式。2012年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的伙伴关系是
教育部门第一次试用货到付款的方法。在卢旺

达，英国教育援助的10%是以基于结果的形式
支付的，始于2013年，第一阶段为3年（ICAI， 
2012a）。

评估措施的效力还为时过早。不过，一

个关键危险是捐助方将自己的目标置于受益国

的目标之前，以便朝着有时间限制的目标进

步。教育部门的投资不像其他部门，不能在短

期内转化成直接效果。捐助方没有关注那些被

证明有益的教育领域，比如在过去10年中几乎
没有用于幼儿保育和教育以及妇女扫盲的援助

（Fredriksen，2012）。

援助战略需要扩展，不仅是实现
入学率

教育援助最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是入学

机会扩大，尤其在基础教育方面。教育援助

的增加量如果相当于接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

值的1%，相应的该国初等教育完成率每年增
加1.6%，初等教育净入学率增加2.5%—5%
（Michaelowa and Weber，2007）。

性别均等方面的外国援助的影响力据观察

很小，可能是因为很多国家已经在初等教育阶

段实现了性别均等的目标，或者正在努力实现

（Maiga，2014）。女孩入读小学比男孩面临
更大的障碍，但一旦进入学校，她们和男孩完

成学业的机会平等（UNESCO，2012b）。虽
然捐助方教育政策通常针对入学和续读来解决

性别不平等问题，但通常没有提及不太容易测

量的性别平等问题（Mercer，2014）。另外，
最初阻碍女孩入学的挑战因素越多（比如贫困

相关问题、距离学校远、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成

本以及文化信仰），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捐助方

援助来解决（Maiga，2014）。

更有效的援助也有利于实现全民教育的第

6大目标：提高教育质量。英国国际开发部在3
个东非国家的教育援助分析指出，这些援助很

大程度上并没有处理学习相关问题。不过，英

国国际开发部在印度的教育项目有一个目标是

让读过两年小学的孩子足够熟练流利地阅读和

学习的比例提高2%（ICAI，2012b）。为了应
对目标6的缓慢进展，捐助方战略开始不仅仅
关注入学机会，而且开始强调质量的重要性，

包括投放大量资金开展区域和国际学业评估

（Riddell，2012）。

教育部门人道主义援助的作用

对人道主义援助最通常的看法是它在危机

结束后的短期内使用。而证据表明它却是另一回

事：大多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流向长期的接受

国。2012年，经合组织捐助方提供的66%的人道
主义援助流向的国家至少接受了8年人道主义形
式的援助，且人道主义援助所占比重超过了平均

份额（Development Initiatives，2014）。

由于旷日持久的紧急状况更加频繁地发

生，教育部门在过去10年里试图说服人道主义援
助部门相信，对教育投资就是挽救生命。《达喀

尔行动纲领》希望世界能够“适应遭受冲突、自

然灾害和动荡的教育系统的需求，通过促进互

相理解、和平和包容，并有助于防止暴力冲突

的方式开展教育项目”。

不过，人道主义教育援助的定义依然狭

窄。中央紧急事件应对基金（CERF）是一个
备用资金筹集机制，旨在一旦有需求出现，就

立刻为救济工作提供资金，其对教育基金有

别的标准，包括提供学校帐篷、教育和娱乐器

材、教育设施的紧急维修、紧急情况的教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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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提供救生技能（CERF，2010）。教育在
这样狭窄的定义里被视为救生技能，意味着它

在一个原本就资源不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系统里

将继续被忽视（UNESCO，2011b）。

在人道主义援助呼吁中，教育仍
被忽视

2010年，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号召成
员对教育增加人道主义基金，并且支持多样化

的融资渠道（United Nations，2010）。2012
年，联合国承认教育部门对于20多个利益相关
部门（政府、联合国机构、私人机构和民间组

织）具有救生的重要意义，呼吁将指定用于教

育的人道主义援助总额所占百分比提高一倍，

至少达到人道主义呼吁所筹全部资金的4%。
（United Nations，2012）。

尽管如此，教育部门还是没能接近这一目

标。2013年只得到人道主义呼吁资金的2%（图
8.18）。它依然是人道主义援助要求中实现比
例最小的之一（2013年是要求的40%，而相比
之下食品部门是86%，健康部门是57%）。

非但如此，虽然4%就倡议来说是个实际
的目标，但并没有满足所有受益方的需求。以

2013年为例，900万教育项目受益人16通过了

联合国联合呼吁程序（CAP）。17而联合呼吁

程序的资金要求得不到满足，意味着大约只

有300万受益人获得了人道主义资金。除此之
外，即使捐助方分配4%的人道主义资金给教
育，那么联合呼吁程序包含的195万儿童也得
不到资助（Education Cannot Wait，2014）。

人道主义援助也必须突破紧急情况优先

这一局限。怎样对不同危机呼吁的国家提供资

金，使它们不致落后？2013年南苏丹得到联合

16. 包括儿童、青年和需要教育支持的教师。

17. 联合呼吁程序是一个人道主义融资和长期发展的倡导工具，联合
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管理的项目通过这一程序召集捐助
方，为国际发展活动寻求资金。

图8.18：2010年人道主义教育资金达到峰值 
2000—2013年，人道主义教育资金数额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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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程序总量的四分之三，而吉布提获得的数

额是三分之一（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2014）。短期内造成重
大灾难影响的危机一般比长期的紧急情况更容

易获取资助。自达喀尔论坛以来，在全部260
个教育呼吁中，7个重大事件18收到了44%的
人道主义教育援助资金（Dolan，2011）。

人道主义援助对灾后重建的国家
至关重要

全世界约有36%的失学儿童生活在受冲
突影响的国家，这一数字比起1999年的30%
又上升了。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属于距离全民

教育目标最远的国家，需要国外捐助方的支

持来帮助他们取得进展。很多受冲突影响的

国家与动荡国家一样，是联合呼吁程序多年

来募集资源的主题，以期引起有效的人道主

义反应。

在很多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构成了这

些国家外来资源的很大份额。2012年，在一
个涉及21国的联合呼吁程序中，人道主义援
助占据所有资源的23%。19索马里内战持续了

20多年，该国得到的人道主义援助占所有外
来资源的60%以上。20不过，人道主义援助在

教育部门所有外来援助中占27%，对所有21
个国家来说，面向教育的人道主义援助占所

有外来资源的8%（图8.19）。

2012年面向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道主义
教育资金是1.05亿美元，比起发展援助的教
育资金（11亿美元）少得多。这种不同反映
了人道主义资金并不把教育视为优先事项，

18. 入侵阿富汗（2001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南亚地震（2005
年），缅甸的纳尔吉斯台风（2008年），苏丹（2008年、2010年）和海
地地震（2010年）。

19. 这包括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这里的发展援助指按部门分配的
援助。

20. 外来资源是指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这在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多于发展援助的国家尤

其是个问题。在马里，基础教育的发展援助从

2008年的1.36亿美元迅速下降至2012年的4 000
万美元（OECD-DAC，2014），然而自2010年
冲突伊始，教育部门一直是从人道主义援助中

图8.19：人道主义援助是很多受冲突影响国家援助的主要形
式，但教育的份额不足 
2012年，外来援助中人道主义援助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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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钱最少的部门之一，人道主义援助没能弥补

发展资金减少的资金空白。另外，人道主义和

发展援助拥有不同的管理框架，必须合作才能

应对教育部门的困境。

联合基金对局势不稳国家有影
响，但仍需增加

捐助方可以选择多种机制，向局势不稳

国家提供教育资金，比如发展（重建）资金，

人道主义呼吁和多捐助方信托基金。但机构间

紧急教育网建议为局势不稳国家的教育集资，

来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协调一致。塞拉利昂的

冲突结束2年后，多捐助方集资提供10年的一
般预算支助，每年提供1 000万英镑。这对于
支持经常性支出起关键作用，同时也为建设治

理补充资金。千年发展目标相关领域增加的开

支对教育部门的服务有直接影响（Manuel et 
al.，2012）。

人道主义资金采用三种集资机制：中央紧

急事件应对基金、普通人道主义基金和紧急应

对基金。中央紧急事件应对基金包括所有受紧

急情况影响的国家。普通人道主义基金和紧急

应对基金是特定国家为实施机构当场提供基于

国家筹集的可预期的基金。 

虽然建议扩大集资机制，但经由中央紧急

事件应对基金、紧急应对基金和普通人道主义

基金的人道主义教育援助的金额自2010年以来
还没有变化。从资金量上看，普通人道主义基

金在来自集资机制的人道主义教育资源援助中

占据巨大份额。中央紧急事件应对基金的备用

基金在教育基金中占据份额很小，2006—2014
年平均只有1.37%（United Nations，2014c）。
2010—2012年，通过这三个机制分配的资金
在全部人道主义教育资金中所占份额陡然上

升，从6.7%上升至22.1%，然后下降，到2013
年降至11.7%（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2014）。

其他形式的国际融资

对全民教育中被忽视的目标，非
政府组织具备更好的资源分配
能力

《达喀尔行动纲领》声明：“政府、非

政府组织、公众和家庭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

确保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保育和教育，尤其

是那些处境最不利的儿童。”随着非政府组

织资金对正规教育的作用提升，这一点得到

完全证实。1990年代前，北半球几乎没什么
非政府组织参与，因为一般观点认为提供基础

教育应该是政府的责任。随着大范围的结构

调整以及伴随的私有化和简约化，非政府组

织开始进入教育领域。自2000年代起，政府
和民间组织重视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经济发

展，这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一个转变，

因为非政府组织采取聚焦人本身的草根方法

（Banks and Hulme，2012）。虽然这方面的
数据不够全面，但据估计非政府组织对教育的

资助总额在26亿—52亿美元之间（Naylor and 
Ndaruhutse，2014）。

在有些国家，非政府组织成了基础服务

的重要提供方。对于教育最难惠及的群体，尤

其是没有公立教育或教育质量低下的地方，它

们发挥着关键作用。孟加拉国在2011年12月
之前根本就没有幼儿教育战略，据估计孟加拉

国农村进步委员会（BRAC）幼儿园中的儿童
数量与妇女儿童事务部所辖项目的儿童数量

差不多相等（Dundar et al.，2014）。在肯尼
亚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非政府组织提供商

品和服务（包括教育），成效比政府更显著

（Brass，2012）。在索马里，缺少有效的政
府机构意味着捐助方经常通过非政府组织输送

援助资源。另外，非政府组织在全民教育被忽

视领域的表现也更加积极活跃。

非政府组织的教育支出表明它们的目标与

全民教育中那些一直以来被政府和捐助方忽视

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非正规教育、幼儿保育

据估计孟加拉
国农村进步委
员会幼儿园中
的儿童数量与
妇女儿童事务
部所辖项目的
儿童数量差不
多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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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2012年，规划国际大部分教育支出（来
自4个子部门）用于幼儿保育和教育。2010—
2013年该组织的很大部分战略关注入学机会、教
育质量和治理，这与全民教育的目标十分契合

（Naylor and Ndaruhutse，2014）。孟加拉国农
村进步委员会对辍学儿童和其他失学儿童提供

援助，通过该途径让弱势儿童重返正规教育。

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每年在孟加拉国的教

育项目支出约5 000万美元。自2002年以来，孟
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开始向境外扩展，目前

其项目分布在11个发展中国家，其中7个国家
的项目中包含教育（Naylor and Ndaruhutse， 
2014）。

不过，非政府组织教育资金可能存在问

题。由于很多非政府组织日益依赖国际援助机

构提供资金，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而且，非

政府组织提供服务可能会使政府推卸掉其提供

教育（尤其是非正规教育）的责任。“国际行

动援助”经过多年发现在其设立非正规教育中

心的地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似乎下降了；而

且，政府不愿意承担运营这些非政府教育中心

的费用，部分上因为它们不太符合政府的规定

（Rose，2010）。另一个问题是，很难在国
家层面上追踪非政府组织的支出。2012年，通
过非政府组织渠道输送的直接教育援助是12亿
美元，或11%（OECD-DAC，2014），但很多
接受方政府不能当场追踪这些资源，导致很难

评估分配到教育部门的援助总额到底有多少。

少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向国际援助透明倡议

（一个为改善援助资源透明度而由利益相关方

组成的志愿组织）汇报，以便提高援助效力

（IATI，n.d.）。

非传统融资未来将更为重要

非传统融资这个概念始于2002年的蒙特
雷发展融资大会（Monterrey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其定义是“产
生可预期、额外或可持续资金的新型或不寻常

的途径”（Bellinger and Fletcher，2014），
它呈指数增加，已达到500多亿美元（Burnett 
and Bermingham，2010）。2010年，发展融资
创新领导组成立了一个教育专门小组。它建议

利用9种机制来扩大教育部门的资金：财政交
易税、当地货币教育债券、风险基金、海外债

券、移民志愿捐助、债务转换、体育税收、公私

合作和个人银行交易的小额捐助。健康部门自

2002年采用类似机制后产生了70多亿美元的资金
（Innovative Finance Foundation，2013）。

这些创新机制还没怎么运用在教育部

门。然而倡议者看到其潜力是有很多原因的

（Bellinger and Fletcher，2014）。比如社会
和发展影响债券，将私营部门的资金调控到资

源匮乏的欠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第一个教

育发展影响债券是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发行的

（框注8.2），是为2015年之后教育目标另外催
生资源的一个可能模式。

框注8.2：教育发展影响债券

2014年6月，瑞士联合银行Optimns基金
会、儿童投资基金会、“教育女童”和Instiglio
发行了第一个教育发展影响债券。其目标是提

高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教育成果。作为3年的试行
办法，它旨在解决高辍学率和学业成绩低下，

瑞士联合银行先投入23.8万美元，通过“教育
女童”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公立和私立学校里输

送资源，应对续读和学习质量这两个问题。

“教育女童”制定了目标，以便对进展进

行评估，包括在拉贾斯坦邦的150所成绩最差的
学校提高3门学科的成绩。如果成功了，儿童投
资基金会会把钱还给投资人，并根据成功率支

付7%—13%的利息。

鉴于健康部门的积极回报，教育领域内的

发展或社会影响债券具有很大潜力。

资料来源：Bellinger and Fletcher (2014); Perakis (2014); UBS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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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诊断性工具对教育
融资进行评估

要为教育吸引更多融资、更高效地利用资

源，需要全面的数据和诊断性工具来收集与分

析数据。这些工具有助于政府和捐助方充分利

用有限的资源，并且在复杂的教育世界里，了

解哪些利益相关方往哪些方面分配资源，为哪

些人分配资源。

自达喀尔论坛以来，一些实用的工具建

立并壮大起来。国家教育账户在一些国家有

了试点。在尼日利亚，国际开发署管理的负责

4个州的国家教育账户组织发现包奇州42%的
教育融资来自私人。这导致教育预算从占整

个预算的17%增加到26%（Oleksy-Ojikutu and 
Forbes，2013）。在健康部门，国家健康账户
惠及范围更大（超过190个国家），成果也更
卓著。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国家健康账

户发现，在公共健康支出对健康基金和基础设

施重新分配之后，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高出3.6
倍（Van Der Gaag and Abetti，2011）。

其他诊断工具有助于表明资金额度、效率

和教育公共资源公平的变化，比如公共支出审核

和公共支出跟踪调查。从达喀尔论坛之前到目前

的15年，他们主要由捐助方引领，其频率和地域
覆盖面积都增加了。公共支出审核回答了很多有

关公共支出的问题，比如教育公共基金数量、流

向和惠及群体（World Bank，2009）。公共支出
跟踪调查的用处在于能够发现计划支出和受益方

实际接受数量的差距（World Bank，2009）。全
球教育伙伴关系资助的国家状况报告提供教育

部门及其融资和效率的最全面的分析。迄今为

止它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过，经证明它能

够有效调动财政资源并为政策改革构建共识。

利益发生率分析应该升级，以便发现不平等，

改善数据可得性、规律性和及时性。

这些工具的使用取决于强大的数据收集

能力，包括关于资金来源和接受方的经常性的

全面信息。挑战包括从不同类型的学校（公立

和私立）和各级政府（地区、州和国家）收集

可比较的信息。成本也是一个问题：开设一

个国家教育账户的试点需要50万—150万美元
（Van Der Gaag and Abetti，2011）。尽管如
此，2015年之后任何教育融资监督框架将越来
越依赖这种工具来追踪本章提出的这些问题的

进展情况。

结论

达喀尔论坛做出的承诺是没有一个国家会

因为缺少资源而无法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这

成了全民教育时期最大的败笔。捐助方没能兑

现承诺。为了实现普及免费初等教育的目标，

资源是增加了，但仍然无法满足长期的短缺：

要保证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还需要更多。

很多低收入政府将初等教育的预算重新确立为

优先事项，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将教

育支出视为重中之重，仍需要付出更多。政府

和捐助方对全民教育其他目标的资金支持寥

寥，这方面的进展微乎其微。仍需要对教育领

域内全民教育之外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比如

高等教育），投入惠及弱势人群的领域。家庭

不得不承担教育支出以补充国家资源的不足。

教育援助在整个援助中的份额停滞不前，

而在教育援助中，基础教育的份额变化微乎其

微。而且，基础教育援助没能首先考虑最需要

的国家。2015年之后任何教育目标的实现，都
需要避免这些错误。需要政府、捐助方和其他

出资方做出坚定的教育融资承诺，而民间组织

必须让他们负起责任。另外，正如达喀尔论坛

以来的情况显示的，承受这些代价的恰恰是需

要基础教育的孩子，即边缘群体和很难惠及的

群体。在更大范围内，整个社会将错失教育带

来的长期、广泛的变革性影响。

达喀尔论坛做
出的承诺是没
有一个国家会
因为缺少资源
而无法实现全
民 教 育 的 目
标，这成了全
民教育时期最
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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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2015年后的教育目标更加切实地反映了全民教育运动的全局视野，承认教育的所有阶段是相
互关联的。

 ■ 几项建议的新教育目标在如何定义目标上和预期结果上缺乏具体性和明确性。这会降低到

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 为了实现新议程的公平导向，所有国家都需要改进它们的政策和资源指向，并对不平等指标

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国家的情况。

 ■ 到2030年使所有国家都普及高中教育这一新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本报告的预测认为，按
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这一目标在本世纪都无法实现。

 ■ 国家资源不足以支持到2030年实现基础教育目标。2015—2030年的外部融资缺口总额预计将
达到每年22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一半，或者说106亿美元的缺口来自低收入国家。

 ■ 预测显示教育援助在今后几年将出现停滞。为了到2030年实现基础教育目标，对低收入国家
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资助水平将需增加至少4倍。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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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教育目标不足在何处？ .....285

实施新议程的教训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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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所处的政治环境与

目标本身同样重要。本章考察

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能够且必

须改进教育发展的国际环境以

支持新议程的推进。本章包括

一个新的成本预测，显示为了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目

标所必要的资金增量，这也许

是奠定新议程成败的最重要因

素。

十多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在帮助世界监测和跟踪

每个儿童（无论男女）实现其接受高质量教育权利的进展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如今我们迈入了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一年，也制定了今后几年全球教育的议程，

这份报告告诉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的工作远未完成。我们必须而且能

够做得更好。”

霍恩·朱莉亚·杰拉德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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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 9 章    2015年后的教育目标：现状与前景

引言

全民教育运动在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
领》制定之初就克服了严峻挑战。一些全球性进

展已经实现，而且变革的步伐也已经在加快。一

些明显的不足，比如数以百万计的成人（特别是

妇女），仍然无法拥有读写和计算的权利。其他

一些全民教育目标也受困于缺乏参数和预期结果

上的明确性。随着一个崭新的2015年后议程的确
立，国际教育界如何借鉴过去、开创未来？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从2002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对全民教育目标，以及两个与教育有

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度开展监测。展望2015年
限期之后的下一个教育与发展议程，利用过去15
年的经验来提高未来15年取得成就的可能性是非
常有裨益的。

本章吸取《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经

验来对建议的2015年后目标进行批判性评估并给
出重要建议。在提供与全球教育议程相关的2015
年后发展概览之后，本章还提供了对现行目标规

划的一般性批评。为了得到更好的运用，这些目

标必须具体、可测、实际且相关。公平问题必须

得到清楚的阐释以确保没有人掉队。基于上述评

估，本章将对10条与教育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每一条提出具体的要点。

目标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目标本身同样重

要。本章考察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能够且必须改

进教育发展的国际环境以支持新议程的推进。这

章包括一个新的成本预测，显示为了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教育目标所必需的资金增量，这也许

是奠定新议程成败的最重要因素。

2015年后发展概览

在即将于2015年9月末举行的第70届联合
国大会上，成员国将采纳一个以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核心的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确立包括教育在内的未来15年的优先发展
战略。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代替千年发展目标和

全民教育目标，而后两者都在2015年到期。

自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召
开以来，2012年启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取
得重大进展。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都在2014
年中期实现，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开放工

作小组（OWG），通过长期的政府间协商提出
了一套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牵涉到公

共协商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有来自民

间组织的贡献。在教育部门内部，《2014年5
月马斯喀特协定》——由成员国、国际组织以

及民间组织代表共同研制——构成一道合力来

影响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内容（UNESCO， 
2014c）。

2014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份与
2015年后发展议程相关的主要文件和进程的综
合报告。这份报告为未来即将于2015年9月开
展的政府间协商提供资料，到时明确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与实现新议程所要求的融资框架将

被最终确定（United Nations， 2014b）。

目标必须具
体、可测、
实际且相关



284

第 2部分

第9章

2015年5月，也就是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
的15年后，国际社会将在韩国仁川再次集会，
发表有关2015年后教育优先战略的声明，以及
一个试图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目标最终形

成有所贡献的行动框架。

开放工作小组已经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其中一项致力于教育（框注9.1），以及
169个子目标。提案将有可能扩大千年发展目
标的对象，这些目标坚定地面向南半球国家的

减贫，以及援助的必要动员。这些目标在高收

入国家的应用存在局限，因此也不能被认为是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目标。

相比之下，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反映出

了一个拓宽的全球议程，来应对2000年以来世
界范围内出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

和环境退化带来的威胁，以及不平等加剧带来

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

旨在加强和平、有效治理和人权三者之间的联

系，通过减轻武装冲突、犯罪、恐怖主义、迫

害、腐败和逃责等对个人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

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程反映出各国投资

和实施各自发展战略（包括教育方面）的能力

在增加，部分地通过与民间组织、有责任感的

企业和高效的地方当局建立新型创新伙伴关系

（United Nations， 2014b）。

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试图通过产生协

同作用和建立对全球挑战更有效回应的方式，

将发展优先权与一个综合性政策议程联系起

来。贫困、健康、卫生、能源、就业、经济增

长和环境保护在这一框架中紧密交织在一起。

对于教育部门来说也是如此，它也被牢固地整

合到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基于一些理由，教育

被认为对众多广泛的结果有积极影响，这些

结果包括收入、就业、农业生产力、经济增

长、健康、生育率、性别平等、社会和经济平

等和公平、公民参与，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

（UNESCO， 2014e， 2014h）。

建议的目标
更加以结果
为导向

框注9.1：开放工作小组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提案

1.  终结所有地方任何形式的贫困。
2.  终结饥饿，实现食品安全和营养改进，促进
可持续农业。

3. 确保健康生活和改善所有年龄人群的福利。
4.  确保包容和质量公平的教育，提高所有人终
身学习的机会。

5. 实现性别平等，赋权于所有妇女和女童。
6.  确保面向所有人的供水和卫生设施的可及性
和可持续管理。

7.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可负担的、可靠的、
可持续的和现代化的能源。

8.  促进持续的、包容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以及人人拥有体面的工

作。

9.  建造有弹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可持续
的工业化，培育创新。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1.  营造包容、安全、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
人类定居点。

12. 确保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3. 采取紧急行动对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4.  为了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可持续地使用各类
海洋和水产资源。

15.  保护、修复和改善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使
用，可持续地管理森林、对抗沙漠化，终止

和逆转土地退化，终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16.  为了可持续发展宣扬和平、包容的社会，保
障所有人的司法权利，在所有层面构建有效

的、可问责的和包容的制度。

17.  加强实施手段，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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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教育目标不足在何处？

建议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注9.2）
比相应的千年发展目标要宽泛得多，千年发展

目标有限地聚焦在完成初等教育和性别均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密切地反映全民教育运动

的整体视野，认识到所有阶段的教育是彼此关

联的。全民教育目标寻求确保高质量基础教育

的入学公平，而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以

结果为导向。不仅如此，这些目标雄心勃勃地

将重点转移到教育的更高阶段，涉及普及完成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公平。这些目标还

针对从事体面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提升，包括培

养创业精神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尽管教

育优先重视全球公民、人权、和平、文化多样

性和性别平等。总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

目标与一个明确的终身学习框架有着更加紧密

的联系。

建议的教育目标不足在
何处？

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纲领中的扩展版

全球教育议程被设计得宏大且具有变革性。但

是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对于各国和国际社会来

说，采取一整套不切实际、过度自负和成本高

昂的教育目标的意义何在？还有值得担忧的

是，如何提高教育目标的清晰度，以便识别出

一致的指标用来监测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

层面的进展，并且帮助各国设计有效的实施战

略和决定如何分配资源。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综合报告提出，需要“可测的目标和技术

严格的指标”，并且要求每个目标都“嵌入具

体的、可测的、可及的语言中”。该报告接着

建议，随着关于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协商的
开展，应该对目标进行技术检验，这将涉及联

合国系统之外的技术专家的贡献。本节简要地

总结《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对于建议的教

框注9.2：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
目标

目标

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童和男童完成免
费、公平和有质量的初等、中等教育，取得有

意义和有效的学习成果。

4.2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童和男童都可以接
受有质量的幼儿发展、保育和学前教育，使他

们为初等教育做好准备。

4.3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性和男性都平等
地接受可负担、有质量的职业技术和高等教育

（包括大学）。

4.4　到2030年，将拥有相关技能的青少年和成
年人的数量增加x%，包括为了就业、体面工作
和创业的技术和专业技能。

4.5　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不均等，
确保脆弱人群（包括残疾人、原住民和脆弱环

境中的儿童）平等地接受各阶段教育和职业培

训。

4.6　到2030年，确保所有青少年和至少x%的
成年人，无论男女都能够读写和计算。

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促进可持
续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其中包括通过

教育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人

权、性别平等、推广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全球

公民、赞同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

实施途径

4.a　建设和升级适应儿童、残疾人和性别敏感
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

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4.b　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将面向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小岛国和

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提高x%，包
括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培训、信

通技术、工艺、工程和科学项目。

4.c　到2030年，将合格教师的供给量提高x%，
包括通过国际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教师培训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小岛国）。

当一个目标内
含有许多子目
标时，就妨碍
了按其重要性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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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标的主要批评，然后作为对相关争论的贡

献，呈现对其缺点的细致讨论。

目标需要具体而明确

几条建议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在概念运

用和预期结果上缺乏具体性和清晰性。具体性

也与优先次序相关。当一个目标内有多个子目

标但没有一个子目标获得优先地位，那么实现

任何目标所需要的排序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就会

受到妨碍。让目标更加具体能够简化指标的选

择和目标与行动的匹配。华丽的辞藻和多元的

目标有碍于目标的达成。比如，全民教育的目

标3希望确保“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的
公平入口”就可能毫无指导性，因为它没有明

确地定义所涉及的具体技能或教育形式。

一些目标并不可测

如果目标在现在或者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

被恰当地测量，问责就受到威胁。实际上，“目

标”暗含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强调量化的测

量。但是，一些目标涉及目前并不可得的数据

结果，或者至少依据常理来说不可量化。

与和平、可持续社会所需要的态度和价

值观相联系的目标可以用各种资料充足、定义

清晰的调查结果来测量，包括住户调查。其他

目标呈现出相当大的挑战。将教育设施升级成

为“有效的学习环境”，尽管值得赞赏，却会

成为测量上的一大挑战。建设“包容性”学

校的挑战回避了其相反观念的现实。“体面工

作”所需技能的全球测量也遭遇类似的困难，

因为不同国家的“体面”含义不同。“技术和

职业技能”的想法引起了几个测量问题。这些

通常针对不同职业。所需技能的定义可能随着

雇主的需求或者技术革新而发生变化。这会造

成一个逻辑上的“梦魇”，即试图测量比如木

匠、技工或电脑技术员等在达到职业资格要求

之外是否拥有充分的技术能力。

目标现实且相关的重要性

那些在15年时间期限内几乎没有机会达到
的目标不可能受到来自政府、捐助方、非政府

组织和地方社区的政治承诺、支持和合作。提

出的目标越是野心勃勃，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就

越小。例如，在下一个15年确保高中教育的普
及是大多数国家无法企及的。按照现行的进展

速度，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预计即便到

21世纪的后半叶也无法实现普及完成初中教育
（参见后文）。

目标也必须相关。对于全民教育目标的一

个常见批评，或者至少是对这些目标被量化和监

测的手段的批评，就是这些目标缺乏与高收入国

家面临的教育挑战的关联。对于建议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就无法给予如此评论。确保儿童和青少年

带着充分的学习成果离开学校，为青年和成年人

提供体面就业所需要的技能，这些关乎所有国

家，包括高收入国家。但是，为了适用于每个国

家，目标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制定，即考虑来

自边缘或脆弱人群的青年所面临的条件，以及不

同经济体所需要的技能的多样性。

没有明确地表达公平问题

目标的本质是实现有质量的、包容而公平

的教育。但是一些目标的夸大其词可能导致边

缘群体被遗落。没有提及免费和强制的基础教

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会

产生令人担忧的影响。家庭教育负担是贫困儿

童和青少年参与教育的最大障碍之一。一些建

议的目标要推动那些使得最具优势的学生尤

为受益的教育形式或阶段，这可能导致不公平

的公共支出。不仅如此，虽然学前教育已经

被证明对所有儿童（特别是那些弱势儿童）

的教育和生活结果都会产生强烈的积极影响

（UNESCO，2012c），但免费和强制的学前
教育并没有被提及，而完成高中教育却被赋予

高度优先权。

如果目标不
能够被恰当
地测量，那
么问责就受
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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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教育目标不足在何处？

在一些目标中，平等入学的概念要么缺

位，要么定义不恰当。它可以被解释为所有儿

童都平等地进入高质量学校，无论父母收入和

家庭背景：一个值得赞赏却极为宏大的目标。

或者更简单地来说，它可以意味着平等地进入

所有学校。无论何种定义，平等入学并不必然

导致缩小结果不平等这一更加重要的目标。弱

势群体可能被遗落，而最具特权的群体能够维

持和提高他们的相对地位。对于这些群体来

说，需要结果的量化指标，特别是学习结果。

还有一点不明确的是，这些目标是否覆盖到了

最严重的弱势群体。目标中提到的不同类别的

脆弱性并不包括贫困，尽管最大的不平等存在

于最富裕和最贫困家庭之间。

需要在每个教育目标中得到处理
的关键问题

鉴于这些一般性观点，每个建议的教育目

标都有欠缺的具体问题。下文中的批判性讨论

可用来作为重构目标的一个可能起点，如果政

府间协商提供这样的机会的话。

目标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童和男
童完成免费、公平和有质量的初等、中等
教育，取得有意义和有效的学习成果。

第一个目标试图确保所有儿童完成中等

教育并且获得相关的学习结果。该目标的缺点

值得特别关注。主要问题在于它没有将中等教

育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所有国家到2030
年实现普及高中教育是不切实际的。全球范

围内，2012年的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62%，但
这一数值隐藏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不均等。比

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毛入学率为32%。没有
国家曾经在15年内，从这一水平起步达到高
中教育的普及。如果该目标导致高中教育的优

先化（典型的做法是将学生分流入不同轨道和

项目，而每个学生花费更高），可能有损于整

个阶段的高质量基础教育的权利，包括初中教

育。

一个依然宏大但更加可行的15年期目标
是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国际基准是至少9年1的

免费、公平、强制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受教育权利数据库中的资料分

析表明，各国有广泛的意愿提供免费的初中

教育：107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有94个
已经立法规定初中教育免费，其中66个国家
有宪法保障，28个国家通过其他法律措施保
障。在立法保障之外，“免费”的概念要求对

直接（或间接）向家长收取的教育服务费用做

出确切说明。

目标4.1没有说初等和中等教育应当是强
制性的。把这一概念加入小学和初中教育能够

帮助确保公平的入学和完成，也能够反映现

状。2012年，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法律来保证
小学阶段就读率，而且仅有25个国家没有在初
中阶段实施此种做法。

目标4.2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童和男
童都可以接受有质量的幼儿发展、保育和
学前教育，使他们为初等教育做好准备。

这一目标强调普及高质量的幼儿发展和学

前教育项目，并且设想这样能够等同于为所有

儿童提供入学准备。鉴于世界范围内营养不良

儿童的比例较高，据估计到2025年仍会有1亿
儿童遭受发育迟缓的影响，因此前面的设想是

有问题的。确保儿童接受幼儿发展教育并不必

然能够应对数千万儿童所面临的复杂的饮食和

健康挑战。

1. 如果加上1年强制性学前教育就是10年。

优先发展高
中教育将对
高质量基础
教育造成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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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幼儿教育的毛入学率为54%，
但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不均等：比如，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率是20%。1年的免费强制
学前教育将有助于弥合参与率上的差距，特别

是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和边缘社区的儿童。

各国对于幼儿发展和学前教育项目的目

标、年限和质量的定义有显著区别。在政策规

范上也是如此，比如保育员和教师的最低资

质、每名合格教育工作者对应的最大儿童数，

以及护理者懂得多少幼儿发展的专业知识。现

行的目标强调接受“有质量”的幼儿发展或学

前教育项目，虽然对于该阶段高质量的项目必

须包含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跨国比较都还很少有

国际共识。

目标4.3 到2030年，确保所有女性和男
性都平等地接受可负担、有质量的职业技
术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

这一目标设定了一项非常不切实际的议

程。如果到2030年普及高中教育难以达到，那
么人人都接受高等教育更是遥不可及。2012年
全球的高等教育参与率为32%，撒哈拉以南非
洲仅为8%。在2030年不可能普及中等教育的情
况下，实现人人都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将要耗

费更多时间。不仅如此，因为许多国家在中等

或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提供职业技术教育，测

量和监测这些项目的平等入学将会存在困难。

与此同时，该目标可以更加具体、更加

公平，最终也更加宏大。这类可监测的目标将

聚焦于为所有愿意参与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合

格学习者提供机会（无论大学或者职业技术项

目），同时关注公平和无歧视。

“可负担”高等教育的构想在全球和国家

层面都缺乏清晰度。在许多国家，大部分高等教

育都是非公立的，通常向学生和其家庭收取更高

的费用。国际社会如何按实质来计算职业技术教

育和高等教育是更可负担还是更不可负担？

成人学习和教育的概念缺位，而这一概念

对于任何终身学习的纲领来说都至关重要。此

概念被纳入全民教育纲领中，因此也应当被纳

入到这一目标中。没有这个概念，建议的目标

就比现有的国际协议更加缺乏野心和变革性。

与其他教育目标不同，这一目标只关注入

口，并没有说明想要的结果。获得技能作为可

能的结果之一，在目标4.4中得到说明。将两者
结合起来能够弥补这一弱点，而且减少了需要

实现的目标的个数。

目标4.4 到2030年，将拥有相关技能的
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数量增加x%，包括为了
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的技术和专业技能。

这一结果导向的目标关注改进一定比例的

青年和成人与工作相关的技能的获得。这个目

标到底有多大野心和变革性是很难度量的。青

年和成人目前究竟掌握多少相关工作技能是难

以知晓的。例如，一些国家失业率偏高的事实

并不必然反映出这些国家工人的技能水平。一

个更具野心的目标应该去确保所有的青年和成

人都掌握一套可测量的界定清晰的技能。

理论上来说，目标应当涵盖较大范围的技

能、知识和能力：基本技能，如读写和计算；可

迁移技能，如问题解决、创造性和批判性思

维、想法的有效交流、“磨砺”和决心；以及

其他与具体工作或职业相关的具体技术、实践

或工艺技能。“相关”技能需要更加明确地被

定义。一个可能的焦点是技能的具体类型，比

如数码或者信通技术，这些在全球经济中都有

较高需求。

在实践中，读写和计算是目前唯一被测量

成人学习和
教育的概念
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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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教育目标不足在何处？

的技能（并且被目标4.6捕捉到），主要在高收
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两项技能都与工作

和生活相关；但是每项技能的测量策略可能由

于焦点是就业还是终身学习而有所不同。特别

具有挑战性的是识别具体指标，这些指标要能

够捕获与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相关的技能，

并且能够用于跨国比较。

目标现行的规划在技能获得的途径上显

得模糊，是正规学校教育、非正规项目还是非

正式学习？这类信息在开发、实施和测量国家

层面的政策时都非常重要。更为具体的规划应

考虑在不同教育环境中获得技能的学习者的比

例。

目标4.5 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
不均等，确保弱势人群（包括残疾人、原
住民和脆弱环境中的儿童）平等地接受各
阶段教育和职业培训。

这一目标意在强调教育公平至高无上的重

要性。有这样一个单独目标聚焦于公平和性别

是否会更好？或者，是否在各个目标中明确提

及公平和性别会更加有效？这个问题与其他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也相关，不仅是教育目标。无

论做何决定，关键是要将分解的、具有教育公

平导向的指标应用到所有目标中，以便公平问

题得到全面的承认和一致的处理。不仅如此，

公平的考量不应当止步于确保最弱势群体达

到“平等入学”的最低或者宽口径标准，而应

当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结果平等。

这一目标仅仅提及性别不均等，并没有提

到教育的性别不平等。一些人提出，规定一个

单独的性别平等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5），

与教育目标相分离，会分散对教育性别不平等

的监测。

现行目标中对于弱势群体的筛选似乎没有

做出澄清，这个目标应当得到扩展。脆弱性的

概念可以包括，例如，冲突地区的儿童、居住

于贫困家庭的儿童、人口稀疏地区的儿童、街

头流浪的儿童、移民家庭的儿童、原住民或游

牧民群体中的儿童、说少数语言的儿童等等。

目标4.6 到2030年，确保所有青少年和
至少x%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能够读写和
计算。

所有成人在读写和计算上的基本权利包含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它提及了教育的“基

础性”阶段。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追

求和全球基准的设定困难，这一目标应该定位

于所有成年人到2030年都能够读写和计算，与
之前的承诺保持一致。

同样重要的是承认读写作为一个多维度技

能而不是一个二元现象，它存在于一个连续统

之上。因此，这一目标应当通过明确地将其置

于功能性读写和计算（即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所

需的最低熟练程度）的概念之上来得到巩固。

这会确保目标能应对那些改变生活的基本技能

和能力。

目标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学习者获
得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其中包括通过教育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性别平等、推广
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赞同文化
多样性和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公平的考量
在某种程度
上应当包括
结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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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方面，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显性

关联，捕捉到了宽泛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
变革性意愿。许多被列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如果不是全部）都深深嵌入既有国际纲领

和公约所设定的原则中。2这一目标具有结果导

向性和普遍适用性。与其他目标不同，它提及

了教育的社会、人文和道德目的。事实上，如

果得到实施，这一目标将会成为为数不多的承

认文化角色和教育的文化维度的目标。

另一方面，现行的规划反映出许多组织

和机构的利益。概念需要得到澄清，因为几

个概念相互重合。清晰度也是必要的，用来

构建一个有限集合的有效、可测指标。需要

大量工作来开发对各国国情都敏感的定性指

标。目标也需要阐明其概念应用所对应的教

育阶段和（或）年龄群体。

实施途径4.a 建设和升级适应儿童、
残疾人和性别敏感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
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
境。

这是一个重要目标，它应对许多教育系统

中缺乏充足硬件基础设施的问题，以及对培养所

有儿童学习的安全与包容性环境的需要（无论

儿童的背景和残疾状况）。它是普遍适用的，

而且强调了学习结果之外的多个教育维度。可以

在很多地方发现安全与包容性学习环境的概念，

例如机构间紧急教育网最低标准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的“儿童友好学校检核表”。不过，尽管

目标的一些方面是具体、相关且可测的，但是

对于学校如何成为“有效”学习环境，以及这

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课程、教学材料、教学法和

2.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966年）；联合国大会59/113 A号决议（2004年12月10日）宣布的世界
人权教育计划；全民教育（2000年）目标5，关于实现性别平等；联合国
女童教育计划（UNGEI）；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2年）上通过的第21项议程第36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
约》（1994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规划（2005—2014），2002
年通过；约翰内斯堡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世界大会《波恩宣言》；“我们想要的未来”（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
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2003年）；《文化表达的保护和促进公约》（2005年）；联
合国大会关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68/223号决议（2013年12月）。

学校治理的改革，该目标还不太明确。

实施途径4.b  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
内将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中的小岛国和非洲国家）的高等
教育奖学金数量提高x%，包括发达国家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培训、信通技术、
工艺、工程和科学项目。

这种针对部分具体国家的目标是否应当

被包含在一个普遍性的发展议程中是值得商榷

的。尽管它旨在缩小国家间的不平等，但是这

也可能由于受益的主要是那些最有特权和政治

背景的人而加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尚没

有证据显示奖学金建设了受益国的知识和教学

能力，通常奖学金被用作将援助返还给捐助国

的一种途径。

这一目标假定学生流动是在资源受约束的

教育系统中促进专家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佳途径

之一。不过，尽管跨国高等教育奖学金的数据

是可得的，但还缺乏收益方面的信息，比如奖

学金资助的结果和学生是否学成归国。在技术

和工程项目中，有关学生国籍的数据也是缺乏

的。

由于聚焦于传统的奖学金，考虑到进入

专门知识机构的途径正在发生变革，通过网络

学习、远程和在线课程（比如大型开放在线课

程，即MOOCs）的扩张，以及跨境高等教育的
形式，该目标可能已经过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整体性融资目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没
有 整 体 性
融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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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或者至少是一个融资公平性目标，去跟踪

国内和国际融资如何被用于服务所有国家的弱

势群体。

实施途径4.c 到2030年，将合格教师的
供给量提高x%，包括通过国际合作在发展
中国家开展教师培训（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的小岛国）

如果教学的质量和效能不位于目标主菜

单的前列和中心，那么迈向2015年后教育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将受到阻碍。教学可能会被

认为是一种“实施途径”，但是将教师与改进

的基础设施和增加的奖学金相提并论，忽略并

且削弱了教师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成长过

程中的关键作用。现行的目标规划狭隘地关注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这些

国家在供给方面的量化差距被很好地记录在案

（UNESCO，2014c）。但是对所有国家都至
关重要的是合格和受过训练教师的充足供给，

以及确保有效教学的方法。

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应当聚焦所有学习者

的教学需求。为了更具可迁移性，目标应当通

过描述那些受过专业化培训的、积极的（通过

适当的报酬、工作条件和认可）和受到良好支

持的（通过在职培训）教师来强调一种需求，

即确保为所有学生提供有质量的教学。

实施新议程的教训

建议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将会于2015年
5月在仁川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上进行讨论，
届时国际教育界的代表们也会聚集一堂来评估

自达喀尔以来已经实现了什么。在2015年9月

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国际社会将通过一项新的

发展议程，其中包括教育目标。无论最终在纽

约达成的具体规划为何，也不管世界教育论坛

会扮演什么角色，2015年后教育目标的最终话
语不太可能比现行提案更加保守。

本报告对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

析和预测表明，如果保持近期的趋势，世界将可

能仍然与关键目标相距较远。例如，这些国家

在2030年可能仍然离建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目标
有距离。特别是，如果保持近期的趋势，初中教

育普及率在低收入国家预计将达到50%，在中低
收入国家为80%，而在中高收入国家为92%。3

即便是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这个宗滴恩和达喀尔

的核心目标，就目前的迹象来看似乎也无法达

到。

普及高中教育这个开放工作小组目标，将

无法在本世纪实现。它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即便是高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缓

慢。例如，在28个欧盟国家，20—24岁人口中
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从2002年的77%增加
到2013年的81%（Eurostat， 2014）。

基于此类证据，为了实现这些宏大目标，

需要保证国家当局、国际伙伴和民间组织之间

的持续承诺，并将其付诸行动。在世界教育论

坛上考虑过去15年中所应记取的教训将会富
有启发性。一个新的行动纲领如何在全球协作

和问责上提出比达喀尔论坛所设想的更有效的

机制？如何识别出成功的实践来推荐给各国政

府？在全球和国家层面，达喀尔战略在多大程

度上真正得到通过和实施？这些战略有多成

功？它们应该如何被修正以在未来取得更大成

功？

3. 进一步信息参见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的技术说明。

如果保持近期
的趋势，世界
将可能仍然与
关键目标相距
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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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泛地评论“后达喀尔架构”（参见概

要）并且借鉴了监测全民教育优先战略的15年
经验之后，本节将提出2015年后议程的教训和
建议。

寻找新方法来维持政治承诺

2000年以后国际机构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
范围已经扩大。通信和信息流的发达促进了同

行之间学习的进程。增加援助的绝对量和对援

助项目实施的更加精密的监测已经对政府决策

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尽管通常要符合国家主权

的原则。

无论如何，许多干预措施在5个机构于达
喀尔商定的纲领之外运转。实践中，正式的全

民教育协作机制在帮助维持政治承诺上显得较

弱，因为每个机构都遵循分散且最低协作的路

径。仁川全球教育论坛的联合召集人之间通过

联合机制开展密切合作，这应当被视作修正

2015年以后部署的必要部分。

两项新的发展表明会有更好的合作来支持

新议程。首先，受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达喀

尔纲领的一个弱点就在于教育目标被认为仅仅

与南半球国家相关。将于2015年达成的更宽泛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则定位于全世界。世界

性的原则加强了这样的概念，即包容与公平的

高质量教育是每个国家的必要目标。确保一项

世界性教育议程的政治承诺将会增加成功的几

率。

其次，正如读者即将在本节中看到的那

样，2015年后议程呼吁清晰明确的问责机制，
这将在教育部门产生反响。过去，此类结构的

缺位无疑弱化了政治承诺，希望在2015年后能
够出现真正的逆转。

进一步使知识、证据和专长多样化

在过去15年里，全球和国家教育决策中所
使用的证据的可及性和多样性已经得到相当大

的扩展。但是，国家决策并不总是反映稳定的

证据和数据。为了改进，2015年后教育进程将
需要利用多样的知识、证据和专长。

在知识上的明显差距与教育和其他部门之

间的联系有关。跨部门办法已经出现，特别是

在幼儿保育和教育领域，但是决策者很少聚焦

部门之间的潜在协同。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提

出了纠正这一盲点的期望。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已经强调了

教育能够在推进其他发展目标上起到的作用

（UNESCO，2014e）。重要证据表明其反面
依然成立：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加快教育

进程。一种跨部门的办法应当成为新教育议程

和干预规划的主要特征。

实现许多2015年后议程目标的关键系于教
育，尤其是那些与可持续消费、全民公正、和

平社会相联系的目标。教育和这些目标之间的

联系需要进一步探索，教育项目和方法需要进

行变革以实现这些目标。

更多样专长的利用（包括来自其他部门

的专长），将会对改进的教育结果有贡献。教

育发展可以通过消除贫困而得以加快，比如通

过在最贫困国家实施有针对性的项目来改进那

些无法让孩子留在学校的家庭的生活条件。这

类计划需要更多努力，与基础设施投资一起考

虑，设计教育干预——包括供水、卫生、道路

和能源——以及社会政策。与此同时，早期营

养不良对后期认知发展的重要影响的知识应当

激励教育界提倡在尽可能早的年龄实施干预。

实现2015年
后发展议程
重要目标的
关键系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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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心理学领域的洞见也能够在多个方面带来

益处，从改进教师培训项目和课堂实践（尤其

是在贫困环境中），到激励弱势青年和成人获

得技能。

教育界对于其他部门需求的主动回应，以

及参与和外界专家的对话，将会成为积极的一

步，有助于帮助这一领域摒弃在相对孤立中工

作的不利处境。

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和实践

议程的成功最终将由国家层面来决定。

建议目标的范围和重点指向三个关键方向，这

与过去15年的教训相吻合。国家规划需要利用
对教育阶段间关系和部门间关系的深入认识来

得到更好的阐述；决策者需要更直接地应对公

平；提升质量的方法需要更加清晰地阐释。议

程使一个全面的、整合的教育观点得以恢复，

许多人认为当发展范式被千年发展目标和一个

几乎全然为初等教育的焦点所主导时，这一观

点被遗忘了。

全国性全民教育规划的经验，重蹈了其

他全国性努力的覆辙，这表明国际社会应当放

弃此种方法。取而代之，重心应该放在改进现

有教育，或者与教育相关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进

程上。政府和发展合作者应当明辨差距并继续

建设能力以确保这些进程覆盖到教育议程的全

部。

两个差距与新议程的基石相关，即公平和

质量，也显示出需要全球和国家层面更好的协

调。本报告综述的教育规划中很少体现对公平

的分析——而且通常那些确实包含了公平的规

划也仅仅是由于开发合作者的坚持才这样做。

然而，新的数据来源从2000年以后开始可用，
它通过个体特征来分解关键教育指标，也因此

能够促进公平分析。

政府在采取推进公平的措施上行动缓慢。

边缘人群缺乏话语权和代表；决策者没有在教

育规划中对这些人群的需求做出回应。官僚作

风有可能隐身于管理信息系统背后，他们自己

控制和驳回了可能有损其权威的证据。

本报告已经描述过教育政策歧视贫困人群

的各种案例。政府扩大学前教育的承诺已经很

微弱，结果是最需要的人负担不起的私人学前

机构从2000年开始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教
学语言改革由于太过浮于表面而无法使得来自

少数民族的学生从小学教育中充分受益。成人

教育项目，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更可能触及

有一定教育资质的成人而非那些缺少基本技能

的人。总体来看，几乎没有重视非正规、远程

和基于社区的项目。政策几乎不承认家庭承受

的教育支出负担。

与此同时，为诸如偏远和服务匮乏地区

人群或者残障人士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是相对

较高的。而且尽管相关信息可能已经被规划者

掌握，但却没有被用来设定针对边缘群体的目

标，以及寻求必要的政策。联合国秘书长曾经

说过，除非所有群体（比如“脱离大众社会

和经济的群体”）都已经实现了目标，没有

目标能够被认为是实现了（United Nations， 
2014b）。新议程为各国提供机会去改进各自
的政策和资源定位，以及调整相关指标以适应

各自国情。

政府在采取促
进公平的政策
上行动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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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报告发现被综述的所有国家

规划都扣准了质量方面。这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试

图通过参与区域和国际评估来测量学生学习结果

的有关发现一致。但是，规划中对教育质量的处

理仍然显得不够充分，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都

挣扎于获得即便是最低水平的基本技能。《全

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已经在近几年传达这一发

现，使得2015年后议程聚焦学习结果。

尽管改善基本技能是优先事项，但是对学

习的聚焦不应当是狭隘的。在未来几年，各国

需要辨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领域中，

通过达到不同的教育水平，学生应当获得什么

样的技能。同时，期望有更多证据来支持非认

知技能的重要性和教育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

学生获得这些技能。

如果教育规划要反映对质量的真正关注，

那么经常性预算中一个更高的份额将需要分配

到除教师工资之外的其他项目上。本报告已经

记录了教育质量的核心方面还没有得到处理的

几个例子。幼儿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和地位被

忽略了，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们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他们需要一套复杂的能力。基础教育的教

师已经发现他们自己在讲授儿童阅读、采用新

课程或实施学习者中心、性别敏感的教学法等

方面准备不够充分。学校领导和管理者通常没

有准备针对提高质量而实行权力下放和基于学

校的管理改革。

可持续发展目标号召政府重新看待教育的

内容。教育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该议程的成功要依靠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不断地

获得相关知识和发展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态

度。然而尽管这一主张已被提出，以及在“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规划”期间取得了进

展，许多国家仍需要更多指导和支持来做出课

程和教师教育上的有效选择。

有效地调动更多融资来源

2000年之后低水平的资源调动成为全民教
育目标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1999—2012年，
低收入国家国内支出的增加额为国民生产总值

的0.8%，而中低收入国家为0.5%。但是，《全
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在2010年估计，若要到
2015年在46个低收入国家实现学前教育、小学
教育和扫盲目标，将需要增加额外的160亿美
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中大部
分都来自外部渠道。另外，预计实现普及初中

教育的年度成本为额外的250亿美元（以2007
年的不变价格计）（UNESCO， 2010a）。

在2015年7月即将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发展融资大会之前，同时也是为了对可持续发

展议程成本的全球讨论有所贡献，本报告更新

了早期的成本演算，来了解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需要的资金水平（框注9.3）。

以下是成本演算的主要发现（表9.2）：

 ■ 到2030年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普及高
质量的学前、小学和初中教育将需要非常高水

平的支出。年度总支出将会超过现有水平的两

倍，而且部分国家需要增加的支出比这一数额

还要大得多。在学前教育阶段，年度总成本将

会翻两倍，而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的年度总成

本大约翻一倍。

 ■ 成本增加的部分原因是更高的入学率。到

2030年学前教育学生的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
（低收入国家增加5倍）。初中入学率提高超
过50%。小学入学率只会有小幅提高。

在学前教育
阶段，年度
总成本将需
要翻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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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9.3: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本分析

此成本演算主要关注2015年后议程的7项目标中
的前2个。学前教育的目标是平均毛入学率100%。
小学和初中教育目标以普及完成率而非入学率来表

示。但是，此成本演算也考虑到了其他2015年后目
标中出现的质量和公平主题（表9.1）。

提高教育质量是新议程的核心部分。此成

本演算做了几条规定以便教学质量达到最低标准

并最终达到期望的学习结果：学生与教师之比和

学生与班级之比的上限；教室的适当维护；有竞

争力的教师工资来支持招募有才能、有干劲的教

师；学习材料和行政支持上的充足的非工资支

出。

关于教师工资，这通常是单项最大成本，其

假设主要基于生师比，而生师比在不同国家呈现

出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低收入国家的生师比

和工资（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倍数表示）倾向

于偏高，反映出技能的稀缺性。在成本演算中，

假设在每个国家，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生师比到2030年接近国际平均值，而教师工资接
近位于教师工资分布上半部分的国家的国际平均

值。

此规划也考虑了这样的事实，即教育普及

只有在对边缘的失学儿童有额外支持的情况下才

能够实现，这种支持可以是免费的校服、学费支

持、母语教学、为难以惠及的儿童建设偏远或移

动学校、为残障儿童提供支持。据估计这些儿童

的额外成本是学前和小学教育生均成本的20%，是
初中教育生均成本的30%。在低收入国家，这些成
本占总成本的7%，而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国家，比
如布隆迪、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尼日尔，这些成

本上升到10%—12%。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从两方面更新

了2010年的成本演算。首先，覆盖面扩大到所有
84个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预计可能会
增加成本，但由于新纳入的国家更接近普及初中

教育，所以会以较低的比例增长。其次，实现议

程的时间范围在之前是2015年年末，后被推迟到
2030年实现普及完成初中教育，这有望减少年度
融资差额的估算值，因为成本在比前期估算更长

的时间段上散布。还应当考虑到各国在过去5年中
已经朝着目标慢慢靠近，这是本次估算不同于以

前的又一因素。

支出和教育结果之间并不能简单联结。同样

的支出水平由于公平、效率和效能的原因而可能

在不同国家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这种国家间的

重要差异，加上较大的数据鸿沟，意味着任何成

本演算都存在相当大的局限，因此估算应当被认

为是象征性的。即便如此，考虑到建议议程的远

大抱负，分析表明缺乏充足的资金将是较贫困国

家的最大障碍。

表9.1：目标和部分成本参数上的主要假设

指标 初始值 目标值

1. 学前教育 a. 学前教育毛入学率 37% 100%

2.  小学和初中教育 a. 小学教育普及率 70% 100%

b. 初中教育普及率 50% 100%

3. 质量 a.  生师比 学前 27
小学 35
初中 27

学前 18 
小学 31 
初中 28

b.  教师工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倍数） 例如：低收入国家
学前/小学 3.6
初中 5.3

例如：低收入国家
学前/小学 4.5
初中 5.9

4. 公平 a.  边缘儿童（每天开支低于2美元）项目拓展到支持所有需求学生
的生均成本百分比

可变的 学前 20% 
小学 20% 
初中 30%

资料来源：Wil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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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的经费增加是因为大多数国家需要大幅提

高生均支出，以降低生师比、提高工资性和非

工资性支出和增加对边缘儿童的支持。学前教

育阶段增加生均支出的需求更高。

 ■ 国内资源将不足以在2030年实现这些基础教育
目标，即便假设有很可观的支出增加。总的外

部融资年均差额——估算的实现基础教育目标

的成本和估算的可用国内资源之间的差值——

在2015年到2030年之间预计将达到220亿美元
（按2012年的不变价格）。

 ■ 几乎一半的年度外部融资差额，或者说106亿
美元，主要是在低收入国家。与之相比，2012
年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的总援

助金额是23亿美元。为了实现目标，外部支持

的水平至少需要翻两倍。

 ■ 由于数据缺失，此成本演算没有包括成人扫盲

项目。之前的成本演算估计成人普遍脱盲的成

本占实现基础教育目标成本的1.3%，这一数
值明显偏低。目前的成本演算假设教育质量提

高，意味着所有小学毕业生都将能够阅读，预

示着青年普遍脱盲将在2030年达成。

总体的外部融资差额预计将会随着时间推

移而增长（图9.1）。低收入国家的增幅最显
著。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差额保持在相对较平

稳的水平。以实现初等教育目标总成本的比例来

看，低收入国家的融资差额更大，它相当于平均

年度成本的29%，而中低收入国家为6%。

表9.2: 到2030年的预计成本

低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平均年度总成本（十亿美元）

2012 2015—2030 年均值 2012 2015—2030 年均值 2012 2015—2030 年均值

学前教育 0.7 5.2 7.1 29.3 7.9 34.5

小学教育 7.1 20.6 52.0 110.0 59.2 130.6

初中教育 2.4 10.5 30.6 63.6 33.0 74.1

所有 10.3 36.3 89.7 202.9 100.0 239.2

学生数（百万）

  2012 2030 2012 2030 2012 2030

学前教育 4 25 26 53 30 78

小学教育 127 162 289 314 416 477

初中教育 29 69 123 171 153 240

加权的生均支出（美元/年）

  2012 2030 2012 2030 2012 2030

学前教育 123 353 242 842 225 684

小学教育 65 199 208 508 164 403

初中教育 130 291 292 573 261 492

资料来源：Wil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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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案对国内公共教育支出增加做了合

理的宏大假设。4到2030年，在低收入国家和中
低收入国家，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的预期公共支出水平将需要增加到国内生产总

值的3.4%。

如果公共教育支出没有按计划增加，融资

差额将大幅扩大。如果教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保持在现有水平，差额将扩大一倍，

达到525亿美元的年度平均值。

援助将是填补差额的关键。在大多数低收

入国家，外部融资将被要求占到2012—2030年
所需要增加支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便在中低

收入国家，也需要融资和技术支持。

然而对教育的总援助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有

所下降。许多捐助方都报告它们的教育援助水平

在未来会减少。最贫困国家可能受到最大的影响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2013）。估
计显示对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援助支出在2014—
2017年将停滞在37亿美元（图9.2）。大多数援
助的增加将面向中等收入国家，大多以软贷款

的方式（OECD， 2014a）。

考虑到外部教育援助目前较低的水平和未

来惨淡的前景，让捐助方将援助量提高到新的

水平的挑战令人望而生畏。所需要的增加幅度

已经引起一些呼吁，可能需要新的融资机制来

进行有效管理。考虑到充分建设全球教育伙伴

关系的结构需要一个长期酝酿过程，那么在教

育援助领域提议进行一次全面制度检修可能是

不明智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希望实施

新议程，一些事情必须有所改变。

4. 对于那些目前教育支出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国家，假设维持在
这一水平。对于那些支出少于这一比例的国家（或者由于税收较低，
或者由于预算中教育的优先度较低），假设税收和预算中的教育份额
逐渐增加。在每个国家，教育总预算中的基础教育份额被设定在现有
水平不变。

图9.1：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2015年后议
程关键部分的平均年度融资差额是220亿美元 
2013—2030年，实现普及完成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
教育的融资差额，按国家收入组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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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ls (2015)。

图9.2：对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援助将会停滞 
2005—2012年和2013—2017年（估计的），对低收入国家
的教育援助（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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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使用OECD-DAC (2014)，根据各国定

项援助水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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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进展的监测和报告达到新的水平

改进的数据来源和创新的监测方式已经

成为2000年之后国际教育议程的成功之处。但
是，在采集教育发展的关键数据之前，仍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数据革命开启了能够利用部门

优势的机会。此外，需要仔细地考虑未来报告

的安排和在问责机制框架内对报告的使用。

未来的数据收集将面临挑战

2015年后议程是宽泛而宏大的。为了解世
界是否朝着目标更进一步，需要存在于传统数

据收集体系范围之外的领域中的数据。为了迎

接国家层面的监测挑战，不仅需要在测量上有

所进步，而且需要在制度建设上有所进步。

在幼儿教育领域，新议程的关键预想结果

是儿童到小学的入学年龄时达到他们的发展潜

能，也因此准备好从学校教育中全面受益。儿

童发展的测量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而且已

经开发了各种指标，尽管涉及国家的数量相对

有限，目前还没有在一个对不同国家、文化都

适用的合适指标上达成共识。

就读于高质量幼儿园项目是与改进儿童

学习结果相关的几个因素之一。除了幼儿园之

外，也有为儿童开设的各式各样的项目，这些

项目都有一个组织好的学习环节。但是，这些

项目的供给被分割到了不同类型的机构中，所

以很难知道哪些儿童在受益。需要更好的体系

和调研来处理这一问题。

在小学和中学教育阶段，关键结果应当和

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成就相关。教育体系让儿

童获得多种能力，对每一种都应当进行监测。

考虑到语言和数学基本能力作为后续学习基础

的重要性，对于它们的监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

起点。在新议程实施的初期，开发一个与全国

学业评估相链接的共同标准是可取的做法。这

样的开发将提高各国朝向目标迈进的意识，也

能够刺激国家机构的能力建设。

技能领域的关键结果是青年和成人拥有

充分的读写和计算熟练程度，从而全面参与社

会生活。目前，仅有读写能力的自我报告测量

是对所有国家都可用的，但这种方法不仅有很

大缺陷而且过度简化。本报告显示，随着世界

逐渐认识到读写和计算是技能的连续统，更精

确地评估这些技能的方法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改

进。各种机构都已经在此领域开展工作，而且

将吸取到的教训转化为具有成本效益的工具去

支持对于如何获得、维持和丧失这些核心技能

的理解的时机已到来。

新议程对终身学习的强调突出了在成人获

得技能的渠道上缺乏证据。终身学习机会的一

个指标已经在一些较富裕国家得到成功运用：

在给定时期内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成人比例。其

他国家将需要认同，这样的测量不仅与它们有

关，而且能够被用来搜集个体层面的信息。

当面对全球公民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时

候，关键结果更难被定义。国际社会需要在与促

进和平、可持续社会相关的知识、态度和（特

别是）可观测的行为上开放对话。达成共识和

修正教育体系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许能够成为

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成就。确定已有的关于态
度和价值观的国际调查是否捕捉到宽容和环境

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可能是一个入手点。

开发一个与
全国学业评
估相链接的
共同标准是
可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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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有的目标，给予公平和质量更大关

注度的需要构成了主要的测量挑战。在公平方

面，国际社会将需要依靠儿童、学生、工人调

查来提供教育的个人受益者的背景信息。需要

改进协调机制以使得此类调查标准化、符合目

的且可用于分析。

在质量方面依然有更大的挑战，因为对于

教育质量的哪些方面能够从研究转换为广泛实

施，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如何才能提高

质量？课堂过程和学习环境如何帮助儿童、青

年和成人学习？

与教师的专业化和地位相关的两个方面需

要进行监测。首先，比较少的国家注意到接受

过培训的教师比例，以及他们培训的内容。其

次，尽管教师的激励不同，但他们与其他职业

的相对工资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通过劳动

力调查得到。教师相对低位的变动能够成为他

们在不同时期地位的良好预测。

最后，在经费方面，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巨大差距阻碍了对于如何资助教育发展的清晰

理解。此方面受到的重视还很少。数据需要精

确、要覆盖许多国家，而且要得到及时报告。

应当注意的是公共教育支出的标准指标无法追

踪国家对于教育的全部投入，不管是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还是占全部教育支出的百分

比。非常需要效仿卫生部门建立国家教育账

户，精确地反映政府、捐助方和家庭各自在总

体教育融资中的比例。

数据收集的进展不会自动发生。国际社会

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使其数据议程优先化，并且

为研究和监测分配资金。“可持续发展的数据

革命”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些

对教育部门有用的指导。

各国政府也需要铭记2015年后议程对于公
平和学习的强调，这对它们搜集和在决策中使

用信息的类型有重要启示。国际和国家机构的

能力都需要加强，以应对这些挑战。

将报告与问责相联系

数据改进本身并不会带来教育的进步。更

好的数据只有在其触发了提高最脆弱群体受教

育机会的行动时才有所帮助。为了使其发生，

需要高水平专家用决策者最易懂的方式来监测

趋势和总结关键证据，以及通过明晰的机制，

利用报告对政府和捐助方的行动进行问责，并

且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

随着《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授权

在2015年结束，一个关键节点已经来到。有些
人呼吁一份覆盖新发展议程所有目标的独立报

告。但是，这有可能削弱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

或发展部门之间的联系。一份对整个2015年后
议程所做的全球报告不可能做到充分深入，而

且会需要在全球层面更广泛的、更有部门针对

性的报告，比如《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以便分享决策中的最佳实践和赋权于地方行动

者。

全球的（或者说区域的和国家的）监测报

告应当被视作政府和国际捐助方记录（相较于既

定目标和承诺）已采取的新行动和已实现结果的

一种方式。全民教育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缺乏

一个问责机制（Janus and Keijzer， 2014），这
至少部分是因为在明确描述伙伴角色和责任上

的挑战。政府和国际捐助方自然不太愿意对自

认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负责。结果是，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无法充分发挥其作

用。

全民教育和千
年发展目标进
程缺乏一个问
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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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第9章

2015年后议程正在重启有关问责的讨论。
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在一些基本架构上达成一

致。可持续发展高层政治论坛将对2016年开始
执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常规评估。评估由

国家主导而且是自愿参与的，但是将包括联合

国有关单位，并且为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提供一个平台。成员国也已经同意，论坛应

当提倡和促进分享最佳实践，以及各国在实施

议程中的成功、挑战和教训（UNGA，2013）。
联合国大会已经同意，评估机制将包括一份全

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但也接受其他评估（无论

官方还是非官方）提供信息（UNGA，2014）。

2014年12月的《联合国秘书长综合报告》
申明，评估机制应当包括所有行动者——政

府、国际组织、私人部门和民间组织——以推

动双边问责。全面的评估过程将在国家层面先

行启动，而且将信息告知国家的、区域的和全

球的评估。建议的评估构成包括针对问责的

由各国主导的国家部分、针对同行评议的区域

部分、针对知识分享的全球部分、定期记录全

球进展的专题部分（这将是适合《全民教育全

球监测报告》的未来形式），还有一个部分来

评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支持和全球伙伴关系

（United Nations， 2014b）。

这些机制应当不止于追踪迈向目标的进

展，而是服务于检验和分享在制定决策和资源

分配上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

已经倡导建立区域性同行评议机制。由于各区

域在教育上有许多共同的挑战，通过同行评议

来分享各国经验能够使得政策制定更加有效。

建议的问责机制应当与已建立的国家性和

国际性机构整合在一起。在国家层面，这些机

构包括议会监督委员会，审计组织、司法和立

法体系、行政听审和服务交付的申诉程序。在

教育部门内，各国可能有其他推动问责制的机

构，比如家长教师联盟、学术和研究网络，以

及教师工会。

在全球层面，国际人权机构、跨国管理网

络、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政治机构都

将起到作用（OHCHR，2013）。教育部门有它
自己的国际机构和联盟，其中有些也许需要加

强，才能实现2015年后议程的期望。

结论

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让所
有国际社会成员都投身于一个宏大的世界性憧

憬，即高度的人类尊严和性别平等、缩小不平

等、安全而和平的社会，以及对地球的保护。

提案中的教育目标确保包容又公平的高质量教

育，并且促进面向所有人的终身学习机会——

以及它的具体目标——都嵌入在这个广阔的憧

憬之中，并与全民教育运动的抱负紧密相连。

但是，正如本章所示，教育目标的规划可能要

做出相当的改进，才能使这些目标具体、可

测、现实且相关。

崇高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设置了一个

实际的计划，去跟踪各国和发展伙伴的前行道

路，并且帮助调动适当的途径去实现那些已取

得共识的目标。在教育领域，我们能够从过去

全民教育战略的实施中吸取教训，来帮助加快

未来几年的进展。国际教育界将需要寻找解决

政治承诺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增加融资和加

强问责机制的需求。政府和捐助方一样，将

需要在他们的政策和项目中应对公平和质量

问题——并且为了迈向一个成功的2015年后议
程，建立和使用教育与其他发展部门之间的联

系。

国际教育界
将需要寻找
解决政治承
诺问题的方
法，以及解
决增加融资
和加强问责
机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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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国和各地区的全国学业评估

导言
以下表格是对1995—2013年各国开展的全

国学业评估的全球性回顾。全国学业评估根据

国家教育当局的标准和期望，评价了各国的学

习成果。这些评估旨在向教育决策者提供有关

于学生学习情况，以及学生达到预先设定的标

准或者熟练水平的情况的系统性信息。由于各

国评估的科学信度和效度的差距较大，因此应

谨慎开展跨国比较。不过，全国评估根据国家

规定的标准，以及政府和政策干预所重点关注

的领域，提供了一系列全国的学习成果信息。

此外，全国评估明白地阐释了全民教育质量目

标，即“既可识别又可测量的学习成果”，并

进行了“扩充讨论”，探讨了“精确评估课程

知识与技能”的必要性。

表中的信息汇编自多个来源（例如，印

刷资料、网站、专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各地办事处的直接接触等），其中部分信息有

失片面，或彼此矛盾。报告小组付出了巨大努

力，来求证或者交叉检验所报告信息的真实

性，但是仍会留下错漏。更多有关对全国学

业评估数据库的分析细节，请见Benavot and 
Köseleci（2015）。无法评价下述评估的科学
严谨性或者技术可靠性，但这是未来几年的努

力方向。

附录中使用的缩略语

 CP 小学一年级

 CM1 小学四年级

 IDB 美洲开发银行

 MoE 教育部或各国对等机构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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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各国和各地区的全国学业评估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贝宁 Evaluation sur les acquis des élèves du CP et du CM1 Ministère des Enseignements Maternel et Primaire 二、五年级 法语、数学 2011

博茨瓦纳
Standard 4 Attainment Test

Botswana Examinations Council 四年级
茨瓦纳语、英语、数学 2007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茨瓦纳语、英语、算术、生活技能 1999

布基纳法索 Evaluation sur les Acquis Scolaires 
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de Base et de 
l’Alphabétisation

三年级 法语、数学
每年, 2001—2012

五年级 法语、数学、科学

喀麦隆 Evaluation des Acquis Scolaires des Elèves MoE 五年级 语言、数学 2011

科摩罗 Monitoring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法语、数学、生活技能 2001

刚果民主共和国 Enquête sur l’évaluation des acquis scolaires MoE 五年级 阅读、算术、生活技能 1994

厄立特里亚
Competence test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一年级 语言
1999

四年级 英语、数学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ICEF 三、五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1、2006

埃塞俄比亚 National Learning Assessment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Examinations Agency

四年级 英语、数学、环境科学 2000、2004、2008、2012 

八年级 英语、数学、生物、化学、物理 2000、2004、2008、2012

十、十二年级 英语、数学、生物、化学、综合研究 2010、2013

冈比亚 National Assessment Test Ministry of Basic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三年级 英语、数学、综合研究 每年, 2008—2012

五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社会与环境研究 每年, 2008—2013

八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社会与环境研究 2012

加纳

Criterion Referenced Test

Education Service

六年级

英语、数学

每年, 1992 —2002

Performance Monitoring Test 一至六年级 1998、2000

National Education Assessment  三、六年级 2005、2007、2009、2011、2013

School Education Assessment 二、四年级 2006、2008、2010 

圭亚那 Evaluation de l’apprentissage des élèves Cellule Nationale de l’Evaluation du Système Educatif 二、四、六年级 法语、数学 1999、2006

肯尼亚
National Assessment System for Monitoring Learner Achievement National Assessment Center 三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10

UWEZO UWEZO Center 六至十六岁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10—2014

莱索托

Primary Education Project USAID 三、六年级

英语、塞索托语、数学

1993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Survey Examinations Council 三、六年级
2003、2004、2006、2008、
2010、2012、2014

马达加斯加

Etude sur la Progression Scolaire et la Performance Académique MoE 二、五年级 语言、数学、生活技能 2005

Evaluation des Acquis des Elèves dans le Cadre de la Réforme MoE, UNICEF 一至三年级 马达加斯加语、法语、数学 2004—2006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8

马拉维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ICEF
四年级 齐切瓦语、英语、数学、生活技能 1994、2005

二、四、七年级 齐切瓦语、英语、数学 2012

Primary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Reform Baseline Study
MoE, Malaw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Examination Board 

二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06

Assessing Learner Achievement Malaw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二年级 齐切瓦语、英语、数学 2008

五年级 齐切瓦语、英语、数学 2005、2008

三、七年级 齐切瓦语、英语、数学、生活技能 2005、2009

马里

Beekungo – Programme d’Evaluation des Apprentissages Scolaires 
par la Société Civile 

Citizen-led assessment 六至十四年级 语言 2012

Evaluation du niveau d’acquisition en langue et communication, en 
science mathématiques et technologiques des élèves de la 2ème, 
4ème et 6ème année du Fondamental 1

Cellule Nationale de l’Evaluation 二、四、六年级
语言、沟通、数学、科学、计算
机学习

2007

毛里求斯 National Form III Assessment
MoE 九年级

英语、法语、数学、计算机学习、物
理、生物、化学

每年, 2010—2014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5

莫桑比克 National Assessment Institut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de Educação
三年级 母语、葡萄牙语、数学 2000、2006、2009

四、五年级 葡萄牙语、数学、科学 2000

纳米比亚
National Learner Baseline Assessment MoE 四、七年级 英语、数学 1992

National Standardized Achievement Test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五、七年级 英语、数学 2009、2011

尼日尔
Evaluation Nationale

MoE 二、四、六年级 法语、数学、科学
1999

Enquête de suivi des acquis scolaires 2005

尼日利亚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数学素养、阅读素养、生活技能 1996、2003

National Assessment of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Programme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四至六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生
活技能

2001、2003、2006、2011

卢旺达 Learning Assessment in Rwandan Schools Education Board, UNESCO, UNICEF 三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11

塞内加尔

Système national d’évaluation du rendement scolaire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 et d’Ac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Education

三、四、六年级 语言、数学 1996、2002

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6

Suivi permanent des acquis scolaires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法语、数学、生活技能 1998/1999

Jangandoo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sur les Transformation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六至十八岁 法语、沃洛夫语、皮拉尔语 2012、2013

塞舌尔 National Attainment Test MoE 六年级
英语、克里奥尔语、法语、数学、科
学、社会研究

2009

南非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e State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9

Systemic Evaluation Stud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Cent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三年级 语言、数学、生活技能 2001、2007

六年级 语言、数学、自然科学 2004、2007

National Assessment of Learner Achievement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8

Annual National Assess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一至六年级，
九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11—2014

乌干达
National Assessment of Progress in Education National Examinations Board

三、六年级 英语、数学
1996、1999、2003、2005、2006、
2007、2008、2009、2010

八年级 英语、数学、生物 每年, 2008—2013

UWEZO UWEZO Center 六至十六岁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10—2014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UWEZO UWEZO Center 六至十六岁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10—2014

赞比亚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me Examination Council 五年级 阅读素养、英语、数学、生活技能
1999、2001、2003、2006、2008、
2012

津巴布韦 Early Learning Assessment (ZELA)
Schools Examination Council,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

三年级 英语、数学 2012、2013/2014、2015

注：虽然PASEC研究严格遵守国家框架，旨在提供参与国国内的学生成绩信息，但是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认为这项研究属于地区性的学习评估，因此未将其列入本表。

表1: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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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安圭拉 Test of Standards MoE 三、五、六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2—2013

阿根廷 Operativo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ONE) 
Dirección Nacional de Información y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Educativa, MoE

三、六、八/九、十
一/十二 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1993—2003 (2001年
除外)；每两年, 2003—
2013

巴哈马 Grade Level Assessment Test (GLAT) MoE
三 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84—2014
六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巴巴多斯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MoE 二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5—2014

伯利兹 Junior Achievement Test (BJA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Unit, MoE 三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0—2014

多民族玻利
维亚国

Sistema de Medición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SIMECAL) MoE
一、二、三、六、
八年级

语言、数学 1997、1999、2000

巴西

Avaliação Nacional da Educação Básica (ANEB)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udos e Pesquisas

四/五、八/九、十
二年级

语言、数学 每半年, 1995—2005 

Avaliação Nacional do Rendimento Escolar – Anresc (Prova Brasil) 四/五、八/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每半年, 2005—2013

Provinha Brasil 二年级 阅读、数学 2012、2014 

智利 Sistema de Medición de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SIMCE) Agencia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二、四、六、八、
十、十一年级(可
变动)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
究、体育、信息和通信技术（可变
动）

每年, 1988—2014 

哥伦比亚

Pruebas SABER MoE

三 年级 语言、数学 2012

五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2、2003、2005、
2006、2009、2012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经济与金融教育

SABER 11 MoE 十一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生物、
化学、物理）、社会研究、哲学、
弹性部分

每年, 1980—2013

哥斯达黎加

Pruebas de Conocimientos MoE,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三、六、九、十/
十一年级(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1986、1987、1989/1990、
1996、1997

Pruebas nacionales diagnósticas III ciclo Educación General Básica MoE 九年级
语言、英语、法语、数学、科学、
社会研究

每年, 2008—2014

Pruebas nacionales diagnósticas de II ciclo Educación General Básica MoE 六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9—2013

古巴 Pruebas de Aprendizaje
Sistema de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MoE and Instituto de Ciencias Pedagógicas

三、四、六、九、
十二年级

语言、数学
1996、1997、1998、
2000、2002

多米尼加共
和国

Pruebas  Nacionales MoE 四、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1992—2014

Evaluación diagnóstica primer ciclo de educación básica Dirección de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MoE

三、四年级 阅读、数学 每年, 2010—2013

Evaluación diagnóstica primer ciclo de educación media 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13、2014

厄瓜多尔

APRENDO

MoE

三、七、十年级 语言、数学
1996、1997、1998、
2000、2007

Sistema de Evaluación y Rendición de la Educación (SER)
四、七、十年级,
中学三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8、2010、2013 

萨尔瓦多

Prueba de Aprendizaje y Aptitudes para Egresados de Educación 
Media (PAES)

MoE

十一年级 (通识教育)、
十二年级(技术教育)

语言与阅读、数学、科学、社会研
究与公民

每年, 1997—2014

Evaluación de Logros de Aprendizaje en Educación Básica (PAESITA) 三、六、九年级 语言、数学
2001、2003、2005、
2008、2012

Prueba de logros de aprendizaje de primer grado 一年级 语言、数学 2006

危地马拉

Sistema Nacional de Medición del Logro Académico (SINMELA) MoE, Universidad del Valle 三、六、九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7—2001

Programa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del Rendimiento Escolar (PRONERE) MoE, USAID 三、六年级 阅读、数学 每年, 1998—2005

Sistema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e Investigación Educativas 
(DIGEDUCA)

Dirección General de Evaluación e Investigación 
Educativa, MoE

一、三、六、十二
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6—2014

圭亚那 National Assessment MoE  

二、四年级 阅读、英语、数学 每年, 2003—2014

六年级 阅读、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6—2014

九年级 阅读、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7—2014

洪都拉斯

Proyecto de Eficiencia de la Educación Primaria MoE 一至五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1990、1991、1992、
1993、1994

Evaluación de Rendimiento Académico (ERA)
Dirección General de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Educativa, MoE

三至六年级(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可变动） 1997、1998、1999、2000

一至九年级 语言、写作、数学 每年, 2004—2014

牙买加

Grade One Individual Learning Profile (ex-Readiness Inventory)

MoE

一 年级 阅读、算术、概念、口语、写作、绘画 每年, 1999—2014

Grade Three Diagnostic Test 三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9—2014

Grade Four Literacy and Numeracy Tests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1999—2014

Grade Six Achievement Test (GSAT) 六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1999—2014

墨西哥

Factor Aprovechamiento Escolar de Carrera Magisterial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三至六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地理、公民

每年, 1994—2006

七至九年级 每年, 1994—2014

Instrumento para el Diagnostico de Alumnos de Nuevo Ingreso 
Secundari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六年级 阅读、表达、数学推理 每年, 1995—2006

Examen de la Calidad del Logro Educativo (EXCALE)
Instituto Nacional para la Evaluación de la Educación 
(INEE)

三、六、九年级 
 (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4—2014

Evaluacion Nacional del Logro Académico en Centros Escolares 
(ENLACE Educación Básic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三至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2008、2012）、
公民教育与伦理（2009）、历史
（2010）、地理（2011）

每年, 2006—2014

Evaluacion Nacional del Logro Académico en Centros Escolares 
(ENLACE Media Superior)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十二年级 阅读、数学、科学 每年, 2008—2014

表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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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和各地区的全国学业评估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尼加拉瓜

Evaluación del Currículo Transformado MoE 三至五年级 语言、数学 1996、1997

Evaluación Nacional del Rendimiento Académico MoE, USAID, UNESCO 三、六年级 语言与写作、数学 2002、2006

Evaluación Nacional MoE 四、六、九年级 语言与文学、数学 2009

巴拿马

Pruebas de Diagnóstico MoE 三、六、十二年级 语言、数学 1985—1988、1992 

Pruebas de Español y Matemática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六至十二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1995

Prueba Nacional MoE 三、六、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1

Sistema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de los Aprendizajes 
(SINECA)

Dirección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Educativa 三、六、十二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5、2006、2008

巴拉圭 Sistema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del Proceso Educativo (SNEPE)
Dirección de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Educativa, 
MoE, IDB

三、六、九、十一
年级(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可
变动）

1996、1998、2000、
2004、2006、2010

秘鲁
Evaluaciones Nacionales Unidad de Medición de Calidad Educativa, MoE

二、四、六、十一、
十三年级(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公民
（可变动）

1996、1998、2001、2004

Evaluación Censal de Estudiantes (ECE)  MoE 二/四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6—2014

圣基茨和尼
维斯

Test of Standard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Unit, MoE 三至六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和技术、社会研究 每年, 1999—2014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National Test MoE 一、四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0—2014

乌拉圭
Evaluaciones Nacionales

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Educación Pública, 
Unidad de Medición de Resultados Educativos

一、二、三、四、
六年级(可变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认知
动作（可变动）

1996、1999、2001、
2002、2003、2005

Sistema de Evaluación en Línea (SEA) Instituto Nacional de Evaluación Educativa 三至六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每年, 2009—2014

委内瑞拉玻
里瓦尔共
和国

Sistema Nacional de Medición y Evaluación del Aprendizaje (SINEA)
MoE, Centro Nacional para el Mejoramiento de la 
Enseñanza de la Ciencia and World Bank

三、六、九年级 语言、数学 1998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阿尔及利亚 Enquête sur les Acquis Scolaires II MoE, UNESCO, UNICEF 八年级 数学、科学 2002

巴林 National Examinations
Directorate of National Examinations, Quality 
Assurance Authority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ational Examinations Unit

三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9—2014

六、九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十二年级 语言、阿拉伯语、问题解决 2012、2013、2014

埃及 Critical Thinking, Achievement, and Problem Solving Test (CAPS)
National Center for Examinations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USAID

四、八、十
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6、2010

约旦

National Assessment for a Knowledge Economy (NAfKE)
MoE,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五、九、十一
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6、2008、2011

National Test for Quality Control of Education Directorate of Examination and Testing, MoE
四、八、十
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每年, 2000—2014

黎巴嫩 Measu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E

四年级 语言、法语、英语、数学
1994、1995、1997、
2003、2012

毛里塔尼亚
Evaluation des Programmes de l’Enseignement Fondamental

Institut Pédagogique National
四、六年级 语言、数学、环境科学 2001

Evaluation de l’effet de la formation continue en Multigrade 五年级 语言、数学 2006/2007

摩洛哥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生活技能 1999

Diagnostic des apprentissages MoE
三、五、八
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 2000

Evaluations des pré-requis MoE, UNICEF 四、六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生活技能 2001

Evaluation des acquis des élèves MoE, European Union 六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生活技能 2006

Programme National d’Evaluation des Acquis (PNEA) Conseil Supérieur de l’Enseignement
四、六、八、
九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科学 2008

阿曼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生活技能

1994

六年级 1998

九年级 1999

十年级 语言、数学、化学、物理、生物 2001

Evalu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Cycle One MoE, Canedcom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四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2003/2004

National assessments MoE

四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8/2009

七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2006/2007

十年级 2007/2008

巴勒斯坦 National normative tests MoE 四、十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9、2011、2013

卡塔尔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Assessment Supreme Education Council 四至十一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穆斯林教育

每年, 2004—2013

苏丹 Learning Assessment
Sudanese Organization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World Bank

四、五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9

突尼斯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9

Test d’évaluation des acquis des élèves à l’entrée en 7ème année 
de base

Centre National d’Innovation Pédagogique et de 
Recherches en Education, Département d’Evaluation, 
MoE 

七年级 语言、法语、数学 2012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me
Mo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

三、五、七、
九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2010

也门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四、七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生活技能 2002、2005

表 2 （ 续 表 ）

表3: 阿拉伯国家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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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阿富汗 National Learning Assessment
Mo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

六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13

澳大利亚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me Literacy and Numeracy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三、五、七、
九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08—2014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六、十年级 信息和通信技术 2005、2008、2011、2014

Science Literacy 六、十年级 科学 2003、2006、2009、2012

Civics and Citizenship 六、十年级 公民知识 2004、2007、2010、2013

孟加拉国

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Directorate of Primary Education, MoE 三、五年级 语言、数学 2006、2008、2011

Intensive District Approach to Education for All Project (IDEAL) MoE, UNICEF 一、五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科学 2004

Second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Access Project (SEQAEP) Directorate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MoE 八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8、2012

不丹

Learning Quality Survey MoE, World Bank 二、四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7

Annual Status of Student Learning Royal Education Council,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四、六、八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 2008

National Education Assessment Board of Examinations, MoE
六年级 英语、数学 2003、2011

十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历史 2006、2013、2015

柬埔寨 National Assessment System MoE, World Bank

三年级

语言、数学

2005/2006、2009/2010

六年级 2006/2007

九年级 2008/2009、2009/2010

中国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ssessment Monitoring Center for Basic Education, MoE 四、八年级
汉语、英语、数学、科学、心理健康、
体育与健康

每年, 2007—2013

库克群岛

National Diagnostic Tests MoE 四、六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每年, 1999—2006

Stardardised Test of Achievement (STACI) MoE

五年级 英语

每年, 1994—1999六年级 语言

七年级 数学

Numeracy Achievement MoE 三年级 数学 每年, 2007—2014

Literacy Achievement MoE 四年级 语言、英语 每年, 2007—2014

斐济 Literacy and Numeracy Assessment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Unit, MoE 四、六、八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07—2014

印度
National Achievement Survey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三年级 语言、数学 2004、2007、2013

五年级 语言、数学、环境科学 2002、2006、2011

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科学 2003、2008、2012

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 (ASER) ASER Centre/Pratham 五至十六岁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05—2014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Assessment of Basic Competencies UNICEF 五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9

National assessment of literacy achievement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十至十五岁 语言 2000

日本 National Assessment of Academic Abilit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and Research, 
MoE

六、九年级
日语、数学

2007、2008、2009、
2010、2012、2013

科学 2012

基里巴斯 Standard Tests of Achievement (STAKI) MoE 四、六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素养 2004、2007、2009、2011

老挝人民
民主共
和国

Assess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SLO)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the Education Sciences, MoE
一、二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1996

五年级 1998、2006、2009

马尔代夫

National Assessments of Learning Outcomes MoE, World Bank 四、七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8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urriculum Reform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UNICEF
四、七年级 英语、数学、环境科学、社会研究 2013

九年级 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 2013

缅甸 Quality Basic Education Programme MoE, UNICEF, Multi-Donor Education Fund 三、五年级 语言、数学 2007、2009、2011

尼泊尔 National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NAS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五年级 尼泊尔语、数学、社会研究 1999、2001、2013

六年级 尼泊尔语、英语、数学、科学 1999

三年级 尼泊尔语、数学、社会研究 2003、2013

八年级
尼泊尔语、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
究、健康与人口

1999、2008、2012

十年级 尼泊尔语、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11

新西兰

National Education Monitoring Project
MoE,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esearch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四、八年级

科学、视觉艺术、信息技术 1995、1999、2003、2007

语言、技术、音乐 1996、2000、2004、2008

数学、社会研究、信息技术 1997、2001、2005、2009

语言、健康与体育 1998、2002、2006、2010

National Monitoring Study of Student Achievement
MoE,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esearch Unit at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四、八年级

语言、科学 2012

数学、健康与体育 2013

阅读、社会研究 2014

巴基斯坦

National Education Assessment System MoE, World Bank, UNICEF 四、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3—2013

District-Wide Large Scale Assessment Government of the Punjab 四年级 语言、数学、社会研究 2011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Punjab Schools 
Survey (LEAPS)

MoE in Pubjab province, World Bank, Pomona College, 
Harvard University

三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03、2005、2007 

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 (ASER) ASER Centre/Pratham 五至十六岁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08—2014

菲律宾
National Achievement Test 

National Education Testing and Research Cent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三年级 英语、菲律宾语、数学、科学 每年, 2005—2014

六年级 英语、菲律宾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5—2014

十二年级
英语、菲律宾语、数学、科学、批判
性思维

每年, 2004—2014

Informal Reading Inventor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一至六年级 菲律宾语、英语 每年, 2005—2010

韩国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NAEA) Institute for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六年级 韩语、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0—2012 

九年级 韩语、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0—2014

十一年级 韩语、英语、数学 每年, 2000—2015

萨摩亚 Samoa Primary Education Literacy Level (SPELL)
Mo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四、六年级 萨摩亚语、英语、数学素养 每年, 1996—2014

表4: 亚洲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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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和各地区的全国学业评估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新加坡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Board, MoE 六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每年, 1960—2014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Normal (Technical, Academic, 
Ordinary, Advances) Level Examination

Mo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十、十二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目 每年, 1960—2014

所罗门
群岛

Standardised Test of Achievement (SISTA)
Mo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四、六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05/2006、2010

斯里兰卡 National Assessment of Achievement
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mbo

四年级 锡兰语和泰米尔语、英语、数学 2003、2008、2013

八年级 锡兰语和泰米尔语、数学、科学和技术 2005、2008

十年级
锡兰语和泰米尔语、英语、数学、科学
和技术

2007、2012

泰国

Ordinary National Educational Te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六、九、十二
年级

泰国语、外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地区与文化、健康与体育、艺术、职业
生涯与技术

每年, 2006—2014

Effectiveness study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三、六、九年级 数学、科学 2003/2004、2006

Nationwide Assessment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三、六、十年级 数学、科学 2005

Local Assessment Study Educational Service Area, MoE
二、五、八、十
一年级

泰国语、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健康与体育、艺术、职业研究 2010

National Test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三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逻辑能力 2012

汤加 Standardised Tests of Achievements in Tonga (STAT)
Mo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四、六年级 汤加语、英语、数学素养 2011

图瓦卢 Standardised Test of Achievement (TUSTA)
Mo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四、六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达喀尔论坛后

瓦努阿图 Standardised Test of Achievement (VANSTA)
Mo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四、六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07、2009

越南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Achievement MoE, World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五年级 越南语、数学 2001、2007、2011

六年级 越南语、数学 2009

九年级 越南语、英语、数学、物理、生物 2009、2013

十一年级 越南语、英语、数学 2012

注：（1）表中所列新加坡和泰国的评估是高风险的。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办事处确认这些评估也被用于监测国家层面的教育成就。（2）以下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的
学习成就调查已从表中排除，因为它不是国家范围的，且本质上是试点调查：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东帝汶、瓦努阿图、越南。

表 4 （ 续 表 ）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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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阿尔巴尼亚 First National Assessment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National Assessment and Examination Center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2

亚美尼亚 National Large-Scale Assessment Assessment and Testing Center 八年级 语言与文学、历史 2010

阿塞拜疆 National Assessment Study MoE, World Bank 四、九年级 语言与文学、数学 2006、2011

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
维那

External Assessment of Pupils’ Achievements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Agency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3

保加利亚 National External Assessment
Center for Control and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in Education

四、七、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7—2014

五、六年级 2008、2014

克罗地亚 National Assessments National Centre for External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7、2008
八年级 语言、数学、地理、历史

爱沙尼亚 National Assessment Tests MoE
三 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7—2014
六年级

格鲁吉亚 National assessment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Center,  
Central Institute for Test Development (CITO),  
ETS Global Institute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4、2011

九年级 语言与文学、数学
2009

2010

匈牙利

Monitor Studies Educational Authority
四、六、八、
十、十二年级
(可变动)

阅读、数学、科学、信息和通信技术、
认知技能

1986; 
每半年, 1991—2005

National Assessment of Basic Competencies (NABC)
National Public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Examination Centre (OKEV), Educational Authority

五、九年级
阅读、数学

2001

四、六、八、十
年级(可变动)

每年, 2004—2013

System for 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DIFER) Educational Authority 一年级 阅读、写作 每年, 2002—2014

National Assess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Authority 六、十年级 英语、德语 2002/2003

哈萨克斯坦

Monitoring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1999

Interim State Control (ISC) MoE 四、九年级
语言、外语、数学、历史、地理、物理、
生物、化学（可变动）

每年, 2005—2011

External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MoE, National Testing Center 九年级 语言、代数、历史、化学 2011、2012

吉尔吉斯
斯坦

Monitoring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2001、2005

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MoE, World Bank 四、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 2007、2009

拉脱维亚 State Examination 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三、六、九年级 语言、外语、数学 每年, 2008—2014

立陶宛 Standardized Tests National Examination Center
四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9—2014
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蒙古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八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2000

National Assessment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Mo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enter 八年级 数学、公民教育 2004

National Assessment of Student Progress Mo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enter, World Bank 五年级 语言、数学 2008

National assessment on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Mo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enter 七、十年级 数学 2013

黑山 External Assessment Examinations Centre

三年级 语言、数学 2005

六年级 语言、外语、数学 2013

九年级 语言、数学 2013

波兰 External Test
Central Examination Commission, Regional 
Examination Boards

六年级 阅读、写作、推理、信息使用和知识应用 每年, 2002—2013

罗马尼亚 National Assessment National Service for Examinations and Evaluation 四年级
语言、数学 1995、1996、1998

语言、数学、科学 2000、2005、2007、2009

俄罗斯联邦 Diagnostics of Student Preparedness for Training
Federal Institute of Pedagogic Research, Russian 
Academy of Education

一年级
语言、数学 2007, 2009

五年级

塞尔维亚
National Assessment MoE

三年级
语言、数学

2004

四年级 2006

Criterion Referenced Test Institute for Quality Education 四、七年级 语言、数学、自然和社会 2009、2012、2014

斯洛伐克

Monitor MoE 九年级 数学 每年, 2000—2007

Testovani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ertifi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s

五年级
语言与文学、数学

每年, 2012—2014

九年级 每年, 2008—2014

斯洛文尼亚 National Assessment of Knowledgee National Examinations Centre, MoE

三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0—2005

六年级 语言、外语、数学
每年, 2000—2014

九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或社会研究类的第三
个科目

塔吉克斯坦 Monitor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MoE, UNESCO, UNICEF 四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生活技能 2002

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
和国

National assessment National Examinations Centre, MoE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1

八年级 2006

External Assessment National Examinations Centre, MoE

四年级 社会科学 2010

七年级 化学

2011
九年级 数学

十年级 语言

十一年级 商业

土耳其 Student Achievement Assessment Test (OBBS) MoE
四至八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2、2004、2005、2008

九、十年级
语言、外语、数学、历史、地理、物理、
生物、化学

2009

乌兹别克
斯坦

National assesment MoE, World Bank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08

八年级 2009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奥地利 Assessment of National Standards
Feder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IFIE)

四年级 语言、数学 2013、2014

八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2012、2013、2014

比利时

Evaluations externes non certificatives
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 de l’enseignement et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Fédération Wallonie-Bruxelles

三、五年级
阅读、外语、数学、科学 每年, 1994—2014

十年级

Periodical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me
Agency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Flemish Community

六、八年级 数学、环境研究（可变动） 每年, 2002—2014

表 6 :  北 美 和 西 欧

表5: 中亚/中欧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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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和各地区的全国学业评估

国家 评估研究的名称或描述 负责评估的组织或机构 目标人群 评估的课程学科 年份

加拿大
School Achievement Indicators Program (SAIP)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八年级 阅读、数学、科学（可变动）

1993、1996、1997、
1998、1999、2001、
2002、2004

Pan-Canadian Assessment Program (PCAP) 2007、2010、2013
塞浦路斯 Standardized Tests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三、六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7—2014

丹麦 Nationale Test MoE

二、四年级 丹麦语

每年, 2006—2014
三年级 数学
六年级 丹麦语、数学
七年级 英语
八年级 丹麦语、地理、生物、物理、化学

芬兰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ixth 
grades of basic education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一至六 年级 语言、数学 2001

Periodic National Assessments
六年级

语言、数学、体育（可变动） 每半年, 1998—2014
九年级

法国 Evaluations Nationales des Acquis des Elèves MoE
二、五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89—2014

八年级 2012、2013、2014

德国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s in German and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rogress
九年级 德语、英语 2003/04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Tests (VERA)
三年级 德语、数学

每年, 2007—2014
八年级 德语、外语、数学

冰岛 National tests MoE
四、七年级 冰岛、数学 每年, 1996—2014
十年级 冰岛、英国、丹麦语、科学、社会研究 每年, 2009—2014

爱尔兰

National Assessments of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Reading (NAME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re

一年级 阅读 2004

四年级 数学 1999、2004
五年级 阅读 1988、1993、1998、2004
二、六年级 阅读、数学 2009、2014

National Assessments in Irish Medium Schools (NAIMS) 二、六年级 阅读、数学 2010

Standardized Test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二、四、六
年级

阅读、数学 每年, 2012—2014

以色列

Meitzav
National Authority for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RAMA)

五、八年级
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数
学、科学和技术 每年, 2003—2014

二年级 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

Israeli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MoE

四、五年级 语言、数学 1990

三、四年级 语言、数学 1991

四、八年级 语言、数学、英语、科学和技术 1996、1998
六年级 科学和技术 1998

八年级 公民 1999

意大利
Servizio Rilevazioni di Sistema (SERIS)

Istituto Nazionale per la Valutazione del Sistema 
Educativo (INVALSI) 

四、六、八、 
十、十二年级

阅读、数学、科学 每年, 1998—2001

Servizio Nazionale di Valutazione (SNV)
二、五、六、 
八、十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2004—2014

卢森堡

Epreuves communes (EPCOM) MoE 十一年级 语言、英语、科学 每年, 2003—2014

Epreuves standardisées (EPSTAN)
Mo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Luxembourg Centre 
for Educational Testing 

一年级 理解力和早期阅读、数学
每年, 2000—2014三年级 德语、数学

九年级 德语、法语、数学

马耳他
National Literacy Survey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alta

二年级
马耳他语、英语

1999

五 年级 2002
National Mathematics Survey 一年级 数学 2004

荷兰

Primary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Cohort Studies (PRIMA) MoE,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二、四、六、 
八年级

语言、数学

1988; 每半年, 1995—2005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i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VOCL) Statistics Office,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八年级 1989、1993、1999

Cohort Survey School Careers (COOL) MoE,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二、五、八、 
十一年级

2008、2011、2014

Periodical Survey of Education (PPON) MoE, Central Institute for Test Development (Cito) 四、八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社会科学、历史、
地理、生物、视觉艺术、音乐、体育
（可变动）

每年, 1987—2014

挪威
National tests

MoE
五、八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每年, 2007—2014

Mapping test 二年级 阅读、数学 每年, 2006—2014
葡萄牙 Provas de Aferição MoE 四、六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9—2014

西班牙

Evaluación de la educación primari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valuation and Qualit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六年级
语言、数学

1995、1999、2001、
2003、2007

体育 1995

英语 1999

Evaluación de la Educación Secundaria Obligatoria 十年级
语言与文学、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地理、历史

1997、2000

Evaluación de la enseñanza y el aprendizaje de la lengua inglesa 八、十年级 英语 2001

Evaluación General de Diagnóstico
四年级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2009

八年级 2010

瑞典 National tests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三年级 语言、数学

每年, 1995—2014
六年级 (之前是
五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

九年级 语言、英语、数学、科学

英国（英格兰） National Curriculum Assessment (SAT) Standards and Testing Agency
二年级

英语、数学、科学
每年, 1991—2014

六年级 每年, 1995—2014
九年级 每年, 1998—2009

英国（威尔士） National Reading and Numeracy Test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二至九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2013、2014

英国（苏格兰）
Scottish Survey of Literacy and Numeracy (SSLN)

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四、七、九
年级

阅读素养 2012、2014
数学素养 2011、2013、2015

Scottish Survey of Achievement
三、五、七、
九年级

阅读、写作、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可变动）

每年, 2005—2009

英国（北爱尔
兰）

Assessment of literacy (NILA) and numeracy (NINA) MoE 四至七年级 阅读素养、数学素养 每年, 2007—2014

美国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MoE
四、八、十二
年级(可变动)

阅读 、写作、数学、科学、社会研究、
地理、历史、公民、艺术、技术与工程素
养（可变动）

每年, 1969—2014

表  6

表6（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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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统计表

统计表1

导言

下列统计表中提供的有关学生、教师和

教育支出的最新数据是2012年结束的学年的数
据。2这些统计表均以截至2014年3月底向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报告并由该研究所
处理的各种调查结果为依据。此后收集处理的

数据在统计研究所网站上公布，并将用于2016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有少数国家3提

供的是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在统计表内
用粗体标出。

这些统计数据涉及所有公立和私立正规学

校，按教育等级列出。同时补充了包括联合国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UNICEF）、联合国人口司（UNPD）、
世界银行（WB）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内的其他国际组织收集或编制的人口调查和经

济统计数据。

统计表内总共列出了207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是用统计研究所发布的标准

调查问卷向该所报告数据的。不过，有些国家

的教育数据是通过另外两条渠道收集的：有些

是在世界银行资助的世界教育指标（WEI）项
目下进行的调查活动收集的，有些则是由统计

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联盟统计

局（UOE）通过三方调查问卷共同收集的。在
本导言结尾处用相应符号标出了地区和国家分

组。

1.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www.efareport.unesco.org）上载有一整套
与本导言有关的统计数据和指标，采用Excel表格的格式。

2. 就一学年横跨两个日历年的国家而言，这是指2011/2012学年；而就学
年与日历年重合的国家而言，则是指2012学年。大多数世界教育指标/统
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收集的各国教育支出数据的最近参考年份是
2011年结束的学年。

3. 文莱达鲁萨兰国、吉布提、加纳、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尼泊尔、帕
劳、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泰国。

 人口

计算统计表中有关入学和参与学校教育

的指标使用了人口司编制的2012年版人口估计
数。由于各国的人口估计数与联合国的人口估

计数之间可能有出入，这些指标可能与个别国

家或其他组织所公布的数据有所不同。4对于总

人口不到5万人的国家，人口司未按单一年龄
提供数据。在人口司没有提供人口估计数的情

况下，就用现有的国家人口数据或统计研究所

的估计数来计算入学率。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的分类法

1998年后向统计研究所报告的教育数据
全都符合《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997年修订版
（ISCED-97）的要求。统计表12和统计表13
（网络版）中199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是按前
一版分类标准，即76版分类标准收集的。在可
能时，统计研究所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调整，以

符合97版分类标准的要求并尽量减少与1997年
以后各年数据的不符之处。《国际教育分类标

准》用于协调各种数据，使各国的教育系统具

有更强的国际可比性。有些国家可能有本国的

与《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并不对应的教育等级

定义。因此，某些国家报告的教育统计数据与

国际报告的数据之间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这

些国家采用了本国定义的教育等级，而没有采

用《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此外还存在上面提

到的人口问题。

4.当国家报告的入学人数与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然不符时，统计研究所可
能决定不计算或不公布相关国家的入学率。安道尔、巴西、埃塞俄比
亚、科威特和新加坡就属于这种情况，没有公布其各级教育入学率，或
者没有公布个别参考学年的入学率。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巴林、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曼群岛、牙买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马尔
代夫、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属于这种情况，没有公布个别教育
等级的入学率。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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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成人参与教育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并不按参与者的

年龄划分教育项目。例如，任何内容相当于初

等教育或《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级的项目，
即便是向成人提供的，也会被列入《国际教育

分类标准》1级。统计研究所为每年定期接受
教育调查的国家提供的指导要求各国排除“为

超出正常学龄者设计的项目的数据”。而有关

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和世界教育指标
调查问卷的指导，在2005年以前规定“应包括
列为‘继续教育’、‘成人教育’或‘非正规

教育’的活动”，前提是这些活动“涉及的科

目内容类似于正规教育项目”或“基础课程能

带来与正规项目类似的学历”。然而自2005年
起，要求参加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和
世界教育指标调查的国家另外报告这些项目的

数据，以便统计研究所在计算国际可比指标时

将其排除在外。尽管统计研究所发出了这些指

示，但是某些国家的年度调查数据仍包括那些

年龄早已超出正规基础教育年龄的学生（或参

与者）。

扫盲数据

教科文组织早就将读写能力定义为能够

读懂并写出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简单话语。但

是，随着1978年功能性读写能力概念的引入，
出现了一个平行定义，强调对读写能力的使

用。当年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将能够从事需要

读写能力的活动，以促进本群体和社区的有效

运作，以及使其以后能够继续为自身和本社区

的发展运用读写和计算能力的人定义为功能性

脱盲者。

在许多情况下，相应表格中的扫盲统计

数据是基于第一种定义，并在很大程度上依

据“自报”的方法或第三方申报的方法：要求

被调查者说明自己或家庭成员是否识字，而不

是向他们提问较复杂的问题或要求他们展示这

种技能。5部分国家假定完成特定教育等级的人

即为脱盲。6鉴于各国为收集数据而采用的定义

和方法不尽相同，所以使用数据时需要慎重。

本报告中的扫盲数据涵盖15岁以上的成
年人和15—24岁的青年人，涉及两个阶段，
即1985—1994年和2005—2012年，包括人口
普查和住户调查所得到的观察数据——用星号

（*）表示——和统计研究所的估计数。统计
研究所的估计数为1994年、2004年和2012年
的，系根据最新国家观察数据得出。它们是利

用全球各年龄扫盲预测模型（Global Agespec-
ific Literacy Projections Model）编制的。7各国

的参考年份和扫盲定义公布在全民教育全球监

测报告网站的扫盲统计元数据表中。

许多国家对评估人口的读写能力的兴趣日

益浓厚。为满足这种兴趣，统计研究所开发了

一种方法论和数据收集工具，称为扫盲评估和

监督计划（LAMP）。遵循经合组织国际成人
素养调查（IALS）的范例，扫盲评估和监督计
划是基于对实际的功能性读写能力的评估。扫

盲评估和监督计划旨在根据更为连续统一的读

写能力概念提供更高质量的扫盲数据，而摒弃

文盲/扫盲的二分法。

5. 统计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一部分识字率是基于直接评估计算
的，而非来自个人报告。贝宁、中非共和国、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
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圭亚那、海地、约旦、肯尼亚、
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尼
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属于这种情况。评估手段解释了其中许多国
家在部分年度识字率下降的原因。因此在分析趋势和解释计算结果时应
当慎重。

6.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统计研究所未公布基于教育参与指标
计算的识字率。统计表中只包含采用自我报告或家庭成员报告的方法收
集的各国数据。但是，在此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
家的教育参与指标被用来计算地区的加权平均数，或者用于计算全民教
育发展指数。

7. 对于方法论的解释，请参见UNESCO（2006b）和UI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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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数和缺失的数据

所有这些统计表所提供的数据既有观察

数据也有估计数据。如果没有使用标准调查问

卷向统计研究所报告数据，往往就得使用估计

数。只要有可能，统计研究所便鼓励各国自己

做出估计，这种估计数被称为国家估计数并注

有一个星号（*）。如果某个国家没有自行估
计，统计研究所可能在有充分的辅助信息可用

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估计数。统计研究所的估

计数注有两个星号（**）。此外，当发现某个
国家提供的数据前后不一致时，表格内也许会

出现空白。统计研究所尽一切努力与有关国家

磋商解决此类问题，但是保留忽略它认为有问

题的数据的最终决定权。为了填补统计表中的

空白，如果没有1999年和2012年结束的学年的
信息，就用前几学年的数据。这种情况均以脚

注说明。

地区及其他国家组的平均数

关于识字率，毛、净和经调整的净招生

率，毛、净和经调整的净入学率，预期受教育

年限以及生师比的地区数字都是加权平均数，

其中考虑到了各地区每个国家学龄人口的相对

规模。人口较多国家的数字对地区总数的影响

也相对较大。平均数是从公布的数据，以及没

有更新数据或者没有可靠的可公布数据的国家

的粗略估计数中得出的。表中注有两个星号

（**）的加权平均数是由于所涵盖的国家不全
（特定地区和国家组33%—60%的人口）而部
分由统计研究所估算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可靠

数据用以生成总加权平均数的话，则根据有现

成数据的国家的数据计算一个中位数。

附加上限的数字

有些情况下，从理论上讲指标不应超过

100%（例如净招生率和净入学率），但是数据
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指标超过理论上限。在这种

情况下，重新计算并用一个上限因子调低特定

指标的男女总值，以便使新的数值和不加上限

的数值的性别均等指数相同。理论上的最大值

是根据特定指标所归属的一组指标的原始数据

计算的。

例如，初等教育的净入学率用一个因数作

为上限，该因数考虑到男女两性小学适龄人口

以及接受学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学适龄儿

童。如果小学适龄儿童（无论男女）的入学总

人数多于相应人口数，则所有净入学指标（净

入学率、经调整的净入学率等）及其衍生指标

（失学率等）根据同一个上限因数赋以上限。在

这种情况下，上限因数的计算方法是，取男女两

性的最大入学人数，除以小学适龄人口数。

数据处理时间表

本报告收集与公布数据的时间表如下：

2012年6月，在学年与
日历年相吻合的国家为
2012年12月

数据收集阶段的截止学年

2013年1月和2013年6月

向由统计研究所或者通过世界教育指标项目或
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直接收集数据的国
家发放问卷，提交数据的截止日期分别是4月30
日和9月30日

2013年6月和8月
统计研究所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或信件
发送国家备忘录

2013年1—12月
统计研究所收到数据后即开始分析处理，对缺
失值进行估计，并计算指标值

2013年10—12月 形成临时统计表，起草供各成员国审核的指标

2014年2月中旬
形成统计表的初稿，提供给全民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小组

2014年4月
在4月17日之前，将统计表终稿发送给全民教育
全球监测报告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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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统计表所用的符号（印刷版和网
络版）

*  国家估计数  
**  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
… 无相关数据 
-  零或可忽略不计  
.   不适用或不存在的类别   

表格的脚注以及统计表后的词汇表为解

读数据和资料提供了更多帮助。

地区和其他国家组的构成

世界分类8

 ■ 转型期国家（18个）：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2个国家，包括中欧和东

欧的4个国家（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

斯联邦o和乌克兰）和中亚国家（不包括蒙古）；

原来属于发达国家组的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阿
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

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

 ■ 发达国家（38个）：
中欧和东欧（不包括阿尔巴尼亚、白俄罗

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共

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o、塞尔维

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o和乌克

兰）；北美和西欧（不包括塞浦路斯o）；澳大利

亚o、百慕大、日本o、新西兰o。

 ■ 发展中国家（151个）：
阿拉伯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澳

大利亚o、日本o和新西兰o）；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不包括百慕大）；南亚和西亚；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塞浦路斯o、蒙古、土耳其o。

8. 这是联合国统计司2013年9月修订的世界分类，分为三大国家组。

全民教育地区9

 ■ 阿拉伯国家（20个国家/地区）：
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及w、伊拉

克、约旦w、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

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苏丹10、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

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也门。

 ■ 中欧和东欧（21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保加利亚o、克罗地亚o、捷克共和国o、爱

沙尼亚o、匈牙利o、拉脱维亚o、立陶宛o、黑山共

和国、波兰o、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o、俄罗

斯联邦o、塞尔维亚、斯洛伐克o、斯洛文尼亚o、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o、土耳其o、乌克兰。

 ■ 中亚（9个国家）：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 东亚和太平洋（33个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o、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w、

库克群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印

度尼西亚w、日本o、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中国澳门、马来西亚w、马绍尔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缅甸、瑙鲁、新西兰o、纽埃、帕

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w、大韩民国o、萨

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泰国w、东帝汶、托

克劳、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越南。

 ● 东亚（16个国家/地区）：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w、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亚w、日本o、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澳门、马来西亚w、缅甸、

菲律宾w、大韩民国o、新加坡、泰国w、东帝汶、

越南。

9. 这是联合国统计司2013年9月修订的世界分类，分为三大国家组。

10. 统计表中出现的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出现这些数据仅
仅是因为苏丹和南苏丹这两个新政体的数据刚刚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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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洋（17个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o、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

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西兰o、

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

群岛、托克劳、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43个国家/地区）：
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w、阿鲁

巴、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多民

族玻利维亚国、巴西o、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

岛、智利o、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

索11、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

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

洪都拉斯、牙买加w、墨西哥o、蒙特塞拉特、尼

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w、秘鲁w、圣基茨和尼

维斯、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11、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荷属圣马丁11、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乌拉圭w、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

 ● 加勒比（24个国家/地区）：
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

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

岛、开曼群岛、库拉索11、多米尼克、格林纳达、

圭亚那、海地、牙买加w、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11、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荷属圣马丁11、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 拉丁美洲（19个国家）：
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o、智利o、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

斯、墨西哥o、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w、秘

鲁w、乌拉圭o、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北美和西欧（26个国家/地区）：
安道尔、奥地利o、比利时o、加拿大o、塞浦

路斯o、丹麦o、芬兰o、法国o、德国o、希腊o、冰

岛o、爱尔兰o、以色列o、意大利o、卢森堡o、马

耳他o、摩纳哥、荷兰o、挪威o、葡萄牙o、圣马力

诺、西班牙o、瑞典o、瑞士o、英国o、美国o。

11. 统计表中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这些数据仅供参考，这
是因为库拉索、法属圣马丁和荷属圣马丁这三个新政体的数据刚刚可
以获得。

 ■ 南亚和西亚（9个国家）：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w、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

兰卡w。

 ■ 撒哈拉以南非洲（46个国家）：
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

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

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

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

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

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

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

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

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南苏丹10、斯威

士兰、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

比亚、津巴布韦。

O：通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调查问
卷收集教育数据的国家。

W：世界教育指标项目国家。

收入组12

 ■ 低收入（37个国家）：
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

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

亚比绍、海地、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

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缅

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

里、南苏丹、塔吉克斯坦、多哥、托克劳、乌干

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

 ■ 中低收入（47个国家）：
亚美尼亚、不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喀麦

隆、佛得角、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

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圭亚

那、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基

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毛里塔

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尼加

12. 统计表中按收入水平列出的国家组由世界银行确定，不过只包括全
民教育国家。目前按收入组分列的这份国家名单为2013年7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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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布亚

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

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所罗门

群岛、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

努阿图、越南、也门、赞比亚。

 ■ 中高收入（58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

廷、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伯利兹、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中

国、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斐济、

加蓬、格林纳达、匈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黎巴嫩、

利比亚、立陶宛、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

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黑山共和国、蒙特塞

拉特、纳米比亚、瑙鲁、纽埃、帕劳、巴拿马、

秘鲁、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塞尔维亚、塞舌尔、南非、苏里南、泰

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汤加、突尼

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

 ■ 高收入（65个国家/地区）：
安道尔、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

巴、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巴巴多

斯、比利时、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文莱达

鲁萨兰国、加拿大、开曼群岛、智利、克罗地

亚、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赤

道几内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科威特、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中

国澳门、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新西兰、挪

威、阿曼、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

圣基茨和尼维斯、法属圣马丁、圣马力诺、沙特

阿拉伯、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美国、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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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1（续）
表 1

注A：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马
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名单
为依据。
注B：1998年和2012年的中位数不可比，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国家数不一定相同。
1. 本表的人口统计指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2. 世界银行数据库，2014年4月更新。
3. 经合组织官方发展援助数据库。
4. UNDP(2013)。
5. 数据是规定时期内所能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详情见开发计划署（UNDP，2013）。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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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2
成人和青年的识字率

苏丹（分裂前）

1995-20041 2005-20121 1995-20041 2005-201212015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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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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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苏丹（分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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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2
成人和青年的识字率

苏丹（分裂前）

1995-20041 2005-20121 1995-20041 2005-20121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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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2（续）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库拉索

法属圣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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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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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2

1995-20041 2005-20121 1995-20041 2005-201212015 2015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注A：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名
单为依据。
注B：标有（*）的国家使用国家观察的识字数据。所有其他国家则使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估计数据。这些估计数据通过运用统计研究所全球特定年龄识字率预测模型得出。
最近期内的数据是指2012年数据。其依据是各国最近期内观察所得的数据。
注C：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所载的人口数量计算文盲数量。数据基于中位变差。使用国家观察所得识字率的国家采用了人口普查或调查当
年的人口数量。采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估计数值的国家使用2004—2012年的人口数量。
1. 所用数据是规定时期内所能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有关国家识字定义、评估方法、数据来源和年份的更详细说明，见统计表和数据表。
（a）识字数据基于国家住户调查中的直接阅读测验。
（*）国家一级的数据：国家估计。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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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马
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名单
为依据。
1. 本表的儿童存活指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2. UNICEF (2014); WHO Global Database on Child Growth and Malnutrition (2014)。
3. 所用数据是规定时期内所能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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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3B
幼儿保育和教育（ECCE）：教育

科威特

苏丹（分裂前）

5

中亚

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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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B
幼儿保育和教育（ECCE）：教育

科威特

苏丹（分裂前）

5

中亚

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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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B（续）

库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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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29

49**

**

**

19

**

55

19

51

...

**

49

**

76
**

40

**

76

49

53

49

48

22

15 987

53

**

**

3

36 345 38

1.00

52

**

**

48

**

72

0.94

19

40

...

1 069

25 022

48

47

...

50

39

28

...

34

11

...

21

**

49

****

76

49

0.95

134 316

3320

**

...

36 907

47

**

**

48

**

0.99

40

48

30

12 381

......

55 38

0.96

75 959

**

33

76

7 453

23

**

183 604

54

452

49

19

47

49

...**

1.2 67

31

**

58

...

21

49

49

...

14 114

54...

1.00

7...

33

52 275

73

0.97

11

**

49

23

0.99

22 866

48

**

0.98

48

31

**

47

38

1.00

**

47

48

0.97

25

**

47

76

5 669

88

74

...

11 19

0.98...

**

1.01

38

67

69

46

0.1

20

**

0.98

1.01

**

...

...

...

...

1.00

50

49

1.00

**

11

72

**

48

**

1 886

**

68

28 855

55

45 361 48

23

79 693

88

**

3

48

**

67

**

55

45

47

69

1 272

28

0.99

**

25

75

89

17

...

75

32

43

0.99

68

54

...

46

0.97**

...

**

...

87

...

86

15 26

**

2 356

67

...

...

89

**

27

**

**

145 168

48

**

74

**

21 542

19

48

...

**

74

**

0.98

55

66

15 697

56

75
**

0.98

48

4 309

12 172

**

57

27

66

49

...

**

54

22

**

...

67

25

54 74

88

0.99

...

** **

57

48

**

1.02

75

21 130

**

48

74

**

86

9 439

67

**

80

0.79

54

19 105

1.01

**

46

2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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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3B（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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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3B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本表的入学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注A：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名
单为依据。
注B：1999年和2012年的中位数不可比，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国家数不一定相同。
1. 由于人口数不一致，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2. 入学率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
3. 入学和人口数据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
4. 入学和人口数据不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5. 由于数据来源和范围发生变化，2010—2012年的总入学率提高了47%。先前的数据来自国家学前普查，不包含全日托学前项目。新的数据来自国家幼儿教育与保育数据集，其中包
含此类项目。
6. 由于缺少按年龄分列的联合国人口数据，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7. 数据包括法国海外领土和地区（DOM-TOM）。
8. 学前教育入学人数从2011年的382 740人提高到2012年的1 429 012人，是因为2011/2012学年首次报告了“O”班儿童的数据，“O”班入学人数为1 031 151人。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零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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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 女(%) 总和 女(%) 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XIX 

XX 

XXI 

**

46

1.00

...

50

47

29

53 517

...

1.00

11

53 344

19

24

0.96

**

**

0.7

112 167

**

19

1.01
**

7548

1.01

30 598

**

88

93

0.94

10

31

47

1.00

50

75

0.99

30

1548

68

70 748

0.94

**

26

...

5 979

...

**

0.98

54

...

...

****

...

63 569

0.98

**

50

46

...

**

0.99 **

31

36 798

0.0

...

48

0.96

69

55

13

...

21 396

5433

...

87

**

49

38

71

**

25

...

24

**

33

**

9 581

20

30 229

49**

**

**

19

**

55

19

51

...

**

49

**

76
**

40

**

76

49

53

49

48

22

15 987

53

**

**

3

36 345 38

1.00

52

**

**

48

**

72

0.94

19

40

...

1 069

25 022

48

47

...

50

39

28

...

34

11

...

21

**

49

****

76

49

0.95

134 316

3320

**

...

36 907

47

**

**

48

**

0.99

40

48

30

12 381

......

55 38

0.96

75 959

**

33

76

7 453

23

**

183 604

54

452

49

19

47

49

...**

1.2 67

31

**

58

...

21

49

49

...

14 114

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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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2 275

73

0.97

11

**

49

23

0.99

22 866

48

**

0.98

4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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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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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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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0.9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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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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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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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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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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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0

50

49

1.00

**

11

72

**

48

**

1 886

**

68

28 855

55

45 361 48

23

79 693

88

**

3

48

**

67

**

55

45

47

69

1 272

28

0.99

**

25

75

89

17

...

75

32

43

0.99

68

54

...

46

0.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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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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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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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6

67

...

...

89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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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6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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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21 542

19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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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55

66

15 697

56

75
**

0.98

48

4 309

1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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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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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

54

22

**

...

67

25

54 74

88

0.99

...

** **

57

48

**

1.02

75

21 130

**

48

74

**

86

9 439

67

**

80

0.79

54

19 105

1.01

**

46

2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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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3B（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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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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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44

4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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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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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9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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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9

98

131

**

47

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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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222

...

*

6

0.97

6-15

z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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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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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7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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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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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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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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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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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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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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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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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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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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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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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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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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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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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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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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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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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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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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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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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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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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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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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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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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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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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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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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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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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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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4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计算预期受教育年限所用的招生率和入学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马
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名单
为依据。
1. 关于义务教育的资料有不同来源：国际教育局的教育数据库世界数据（第7版）；关于最低年龄的各国法律和政策；欧洲教育系统的各国概况（Eurydice，2012）等。
2. 由于人口数不一致，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招生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3. 招生率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
4. 新生和人口数据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
5. 新生和人口数据不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6. 6岁或7岁儿童可以上小学。
7. 由于缺少按年龄分列的联合国人口数据，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招生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8. 数据包括法国海外领土和地区（DOM-TOM）。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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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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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5

初等教育入学情况

苏丹（分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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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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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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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5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入学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注A：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注B：1999年和2012年的中位数不可比，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国家数不一定相同。
1. 数据是2012年数据，但学年与日历年相吻合的国家的数据为2011年数据。
2. 数据反映了未入学儿童的实际数字。此数据通过小学适龄儿童的特定年龄入学率或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计算得出，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衡量了入读小学或中学的特定年龄儿童比例。
3. 由于人口数不一致，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4. 入学率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
5. 入学率和人口数据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
6. 在俄罗斯联邦，过去存在两种从7岁开始的教育体制。最常见的一种是3年制，被用来计算指标；另一个是4年制，包含三分之一的小学生。2004年4年制推广至全国。
7. 入学率和人口数据不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8. 6岁或7岁儿童可以上小学。由于7岁是最常见的入学年龄，因此根据7—11岁人口计算入学率。
9. 由于缺少按年龄分列的联合国人口数据，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10. 数据包括法国海外领土和地区（DOM-TOM）。
11. 由于通过同年龄计算的入学率存在持续差异，因此运用2011年MICS数据的年龄分布计算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零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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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总和 总和 女(%) 总和 女(%) 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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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初等教育的内部效率：留级、辍学和完成情况

附录

率

初等教育留级

所有年级的留级生人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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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级的辍学人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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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初等教育的内部效率：留级、辍学和完成情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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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级的留级生人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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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6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1. 本表中的年限是根据《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997年修订版界定的，可能与各国报告的不同。
粗体数据为2012年结束的学年的续读率和完成率数据、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留级生（所有年级）和辍学生（所有年级）的人数和百分比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
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x）2009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估计数。
（-）零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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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等教育入学情况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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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入
学者占入学
总人数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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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入学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1. 指初中和高中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2级和3级）。
2. 数据为2012年数据，但学年与日历年相吻合的国家的数据为2011年数据。
3. 数据反映了未入学青少年的实际数字，此数据通过初中适龄青少年的特定年龄入学率或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计算得出，经调整的净入学率衡量了初中适龄青少年入读初等、中等、
中等后或高等教育的比例。
4. 由于人口数不一致，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5. 入学率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
6. 入学和人口数据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
7. 入学和人口数据不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8. 高中教育数据包括成人教育（25岁以上的学生），特别是职前/职业计划，其中男性占多数。这解释了毛入学率高和性别均等指数相对较低的现象。
9. 由于缺少按年龄分列的联合国人口数据，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10. 数据包括法国海外领土和地区。
粗体数据为2012年结束的学年的升级率数据、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入学率及本表内其他指标。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x）2009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零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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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师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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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分裂前）

统计表

表 8

生师比 中等教育总体师资情况 受过培训的教师(%)
生师比

初中 高中 中等教育共计

学生与受过
培训的教师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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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8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师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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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师比 中等教育总体师资情况 受过培训的教师(%)
生师比

初中 高中 中等教育共计

学生与受过
培训的教师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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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受过
培训的教师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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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表 8

加权平均数 中位数 总和 女(%) 总和 女(%) 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生师比为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小组计算得出。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1. 对于通过经合组织/欧统局和世界教育指标调查问卷收集教育统计数据的国家，未收集其受过培训的教师数据（根据各国的标准界定）。
2. 根据学生和教师总数。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零或可忽略不计。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无相关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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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全
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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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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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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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比 中等教育总体师资情况 受过培训的教师(%)
生师比

初中 高中 中等教育共计

学生与受过
培训的教师
之比

1

男

统计表

表 8

加权平均数 中位数 总和 女(%) 总和 女(%) 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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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9
对教育的融资承诺：公共支出

公共教育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

公共教育支出
占政府总支出
的百分比

初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占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的百分比

中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占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的百分比

按购买力平价以
2010年美元不变
价格计算的生均
中等教育经常性
公共支出（单位
成本）

初等教育课本及
其他教材占初等
教育经常性公共
支出的百分比

初等教育教师报
酬占初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出的
百分比

按购买力平价以
2010年美元不变
价格计算的生均
初等教育经常性
公共支出（单位
成本）

苏丹（分裂前）

毛绍尔群岛

1
0

2
5

全
民
教
育
全
球
监
测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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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

公共教育支出
占政府总支出
的百分比

初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占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的百分比

中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占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
出的百分比

按购买力平价以
2010年美元不变
价格计算的生均
中等教育经常性
公共支出（单位
成本）

初等教育课本及
其他教材占初等
教育经常性公共
支出的百分比

初等教育教师报
酬占初等教育经
常性公共支出的
百分比

按购买力平价以
2010年美元不变
价格计算的生均
初等教育经常性
公共支出（单位
成本）

统计表

表 9（续）

表 9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库拉索

法属圣马丁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荷属圣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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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1. 所有地区值为中位数。1999年和2012年的中位数不可比，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国家数不一定相同。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x）2009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估计数。
（-）零或可忽略不计。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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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计量全民教育目标的基本或代表指标趋势

经调整的初等
教育净入学率

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成人扫盲

及

苏丹（分裂前）

1

4

4

4

4

4

4

5,6

4

5,8

9

5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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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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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99

0.7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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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z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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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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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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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

**

90

…

…

*

…

1.00

0.80

*

**

84

*

0.91

…

...

…

0.87

103

*

96

*

…

92

**

...

93

95

*

**

93

70

**

…

384

附录

表 10
计量全民教育目标的基本或代表指标趋势

经调整的初等
教育净入学率

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成人扫盲

及

苏丹（分裂前）

1

4

4

4

4

4

4

5,6

4

5,8

9

5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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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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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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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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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95

z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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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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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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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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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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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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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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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1.08

...

92

y

19

32

...

...

...

99

94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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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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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1  

0.82

1.10

0.94

82

0.71

32

0.98

62

20

y

38

96

0.88

102

...

91

...

57

...

...

38

137

109

0.96

0.72

...

...

67

**, y

0.82

82

0.98

...

**, y

0.80

50

...

0.93

...

0.59

114

...

67

143

95

26

...

111

82

80

47

z

0.87

0.64

0.79

0.81

46

...

z

...

0.82

0.67

0.76

*

...

93

0.99

...

132

101

**, y

0.70

z

0.88

101

0.85

0.98

44

66

46

105

120

49

0.99

59

0.97

93

0.91

47

*

1.07

86

y

32

0.51

z

0.85

0.89

53

1.19

98

0.91

*

y

42

61

0.95

105

65

85

0.61

71

123

0.81

0.67

z

...

...

133

99

...

69

...

41

0.98

0.85

0.72

...

...

...

1.00

...

32

42

112

...

0.93

0.40

1.03

...

**

...

0.87

76

...

103

z

97

z

0.96

33

0.99

z

0.97

...

...

0.99

...

z

*, z

29

x

10

95

91

59

...

0.97

0.65

44

...

0.88

1.00

24

y

54

89

1.01

z

...

78 59

46

69

141

59

0.96

60

0.94

z

15

68

**

131

95

...

0.97

26

60

10

96

...

1.04

...

119

0.62

59

5

*

19

0.91

47

94

96

157

...

62

...

z

0.84

...

123

65

...

0.52

*, z

48

**

107

131

z

41

32

30

23

44

0.54

0.98

113

44

81

61

0.74

66

1.08

6

10

...

0.88

0.98

107

43

67

70

0.99

... 50

0.98

37

40

62

...

73

85

...

1.06

z

0.96

...

39

0.55

0.99

0.70

0.77

97

98

31

z

87

106

84

54

5

**

...

54

...

...

270.92

26

-

...

**

**

59

13

34

**

1.04

...

...

0.99

95

0.91

z

79

98

63

...

83

...

z

31

...

1.01

74

36

95

0.99

145

12

66

39

66

97

33

109

44

111

...

51

41

54

15

26

0.26

0.90

1.02

...

...

69

...

0.95

11

96

60

37

93

**

1.1446

0.96

z 44

1.03

55

31

111

102

z

...

102

z

53

0.96

0.99

100

...

**, y

44

...

0.74

**

1.02

28

110

1.08

115

...

39

15

x

102

0.97

0.68

33

21

32

1.41

...

...

0.55

33

102

48

...1.07

...

**

...

9

57

1.05

54

...

86

27

1.11

98

0.68

*

0.92

25

0.46

z

94

1.00

113

0.75

69

48

36

...

...

41

53

0.75

z

0.84

77

1.13

103

69

...

**, y

...

0.66

57

52

0.73

79

54

37

0.81

z

0.64

0.97

0.89

1.40

0.76

128

98

123

18

...

**

0.98

23

50

94

94

116

112

122

1.04

**, x

...

...

0.94

1.01

34

z

...

y

49...

0.67

0.54

z

0.96

44

102

**

61

...

35

0.99

...

...

y55

41

109

90

0.96

44

1.00

0.70

12

93

76

29

32

0.95

1.03

...

*

108

...

44

0.89

1.05

...

30

104

z

...

55

22

100

106

**

1.06

44

...

...

1.03

62

0.84

1.06

117

78

...

111

...

1.04

0.91

...

57

...

...

75

...

35

...

0.75

0.84

84

1.00

13

61

67

0.84

94

41

...

...

32

1.00

*

104

...

97

1.00

...

81

100

26

1.02

*, z

0.95

61

...

...

*

0.72

69

113

y

13

...

...

0.68

89

1.01

115

1.09

46

...

0.96

94

z

...

13

48

12

35

75

11

1.00

...

...

45

...

72

18

...

...

0.83

z

z

0.64

0.59

105

35

...

0.91

91

...

0.93

24

0.91

z

...

26

110

...

38

70

27

140

*

...

45

18

0.86

...

1.02

80

43

...

96

37

1.00

0.74

106

106

60

108

48

x

55

117

104

1.00

57

95

...

64

y

11

0.97

**

...

94

y

137

...

130

0.92

47

z

...

1.00

0.88

78

**

109

yz

108

61

...

122

0.97

...

1.26

1.02

33

12

103

0.99

74

47

0.63

38

0.97

**

35

49

z

...32

33

1.07

z

1.11

23

0.45

99

...

70

20

9

96

26

114

41

...

42

30

81

101

0.35

25

94

z

1.04

12

67z

65

1.00

101

y

1.08

0.88

13

83

**

93

0.76

...

57

165

...

26

16

0.99

1.06

48

0.81

...

1.02

...

...

26

35

43

73

29

98

...

88

32

103

38

61

13

47

24

0.92

98

...

25

135

1.00

0.08

95

0.97

1.00

...

0.98

42

38

...

49

24

0.92

...

10

109

z

71

39

...

1.01

55

z

15

16

160.84

44

...

134

0.66

21

...

...

51

...

41

34

0.77

*, x

0.70

43

101

...

13

106

z

**

28

98

98

...

x

1.08

52

1.00

...

*, z

**

0.99

36

...

54

...

109

67

42

...

82

76

1.03

1.04

31

*, z

*, z

84

0.61

z

...

...

...

26

36

1.00

97

z

48

0.37

0.92

63

30

*, x

96

**, z

0.58

z

...

101

0.93

...

y

z

7

0.90

0.62

96

...

41

1.00

...

z

85

52

1.00

0.65

1.03

**

...

1.03

97

14

103

86

0.98

0.84

...

46

41

96

...

0.91

389

最高年级续读率

南亚和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统计表

表 10

3

1
0

2
5

全
民
教
育
全
球
监
测
报
告



393

1
E
d
u
c
a
ti
o
n
 f

o
r 

A
ll 

G
lo

b
a
l 
M

o
n
it
o
ri
n
g
 R

e
p
o
rt

0
2

5

**

1.01

*

**

*

…

98

0.71

*

97

0.58

**,a

83

1.05

1

*

*

**,a

0.8

0.61

50

*

…

94

**

0.88

98

61

**

53

0.90

…

...

100

*

127

0.89

*

99

69

*

0.76

**

0.86
*

**,a

…

43

z

0.94

...

...

...

19

0.56

*

*

*

*

0.98

**,a

87

…

1.00

66

99

**

…

43

*

**,a

**

85

89

**,a

0.66

*

…

99

67

*

**,a

74

…

72

...

3

**

*

**,a

*

98

*

…

47

y

*

0.61

0.94

81

1.01

*

z

65
*

*

…...

29

56

**

0.72

68

95

5 0.81

82

0.95

…

50

*

*

116

0.59

79

**

…

35

0.65

*

*

z

7

2

…

9

**

...

100

**

49**,a

100

*

84

0.56

0.59

**

74

0.71

*

...

52

**

86

*

**

y

*

**

0.44

*

*

86

**,a

...

29

**,a

*

*

*

79

73

1.00

15

0.84

88

*

1.01

**

*

...

1.04

*

41

25

86

**,a

…

47

…

88

0.76

82

69

*

...

...

*

100

59

*

0.83

42

0.59

83

0.46

*

...

77

0.99

97

30

y

**,a

0.83

...

…

*

85

80

…

70

0.90

…

13

0.99

75

*

**,a

98

**,a

…

92

0.98

0.94

**

…

**

71

*

0.67

*

5

...

100

…

87

59

99

...

*

…

*

...

*

…

*

…

z

0.82

76

93

*

*

0.56

**

**

*

…

70

0.52

**,a

5

*

…

91

*

0.54

47

…

61

…

z

0.51

0.96

*

2

0.71

99

*

31

84

87

34

91

**,a

*

*

...

...

0.63

1.02

**

73

*

...

0.97

3

…

69

*

**,a

0.70

0.85

68

47

**,a

36

*, y

…

*

0.84

80

36

*

0.86

64

…

**

*

*

82

...

**,a

66

110

*

**

0.48

*94

94

**,a

...

0.65

*

*

*

...

*

64

0.67

**

1.02

65

…

**,a

**

67

*

…

*

14

*

0.62

0.83

96

**,a

**,a

0.56

1.03

**,a

**,a

…

…

0.38

49

**,a

*

0.86

94

1.02

80

41

0.59

…

*

*

*

0.95

24*

*

1.02

93

60

63

…

…

91

0.96

42

*

…

z

…

*

*

69

0.86

…

*

**

0.46

*

*

99

55

**,a

z

97

76

*

89

83

82

0.87

**,a

0.43

105

...

...

99

*

0.69

*

59

*

**

...

**

98

0.72

…

**,a

36

*

**,a

70

z

90

39

**

*

35

…

47

1.00

0.57

*

*

91

55

88

*

0.75

0.95

97

*

72

...

75

3

*

49

*

**,a

**

75

1.02

3

**,a

...

*

*

*

92 *

0.65

*

*

...

**,a

78

1.04

0.80

36

*

**

*

74

1.02

**

63

*

*

84

96

67

8

*

*

*

19

73

*

*

y

…

*

…

14

95

0.75

84

**

99

*

37

**,a

45

…

81

**, y

0.61

0.57

*

*

**

*

87

z

35

*

0.91

18

*

**

0.75

…

**

...

…

96

99

1.03

*

*

*

0.85

55

98

...

**

41

75

**

**,a

*

*

71

…

*

...

68

…

86

97

97

*

*

*

31

77

*

…

…

0.98

69 0.81

15

*

64

…

*

0.77

64

*

*

21

**

*

**,a

58

0.49

59

*

…

48

**,a

30

*

0.49

55

**

1.01

53

**, z

…

64

*

0.59

…

…

0.56

…

*

31

1.04

0.99

14

**,a

*

41

z

0.89

19

**

91

0.78

16

*

0.62

*

26

*

*

*

**,a

…

0.94

**,a

15

...

*

1.00

95

27

*

*

*

1.00

0.75

…

0.85

87

…

**

28

...

66

**

**

97

1.01

71

y

...

*

…

0.59

…

*

95

1.01

39

*

0.66

*

21

0.86

…

**

...

**

*

0.52

4 **

24

49

**,a

0.94

100

**,a

98

0.9

z

*

*

*

77

48

**

4

*

…

**,a

4

1.01

…

*

89 *

0.68

0.77

62

1

...

0.91

*

68

6

80

33

*

*

0.98

0.84

30

**

107

76

0.99

1.00

96

47

**,a

*

*

1.03

*

**

**

**,a

z

*

93

**,a

*

57

98

…

8

*

*

99

0.89

99

91

…

**

*

*

89

**

11

0.92

76

*

0.97

0.7

*

*

…

84

0.88

*

**,a

23

*

0.53

49

*

93

97

0.88

0.60

78

*

...

*

…

…

*

66

*

0.65

13

1.01

60

22

0.90

…

56

52

...

84

1.03

…

82

72

...

*

…

42 *

**

0.75

57

1.01

49

95

*

...

99

3

0.53

*

z

*1

*

…

**

*

*

**,a

0.95

53

13

…

*

0.52

1.15

76

…

73

*

…

99

…

48

**,a

63

…

0.65

z

0.64

*

71

*

44

58

0.48

99

*

6

*

0.76

**

100

**,a

1.00

**,a

78

0.84

*

*

0.45

0.68

3

92

0.99

99

0.72

…

*

20

*

1.09

80

*

71

*

*

0.98

*

**,a

…

92

0.93

82

* *

**

94

*

…

...

*

*

67

…

98

80

*

0.83

**

*

0.92

*

93

*

41

**

*

53

74

y

64

32

62

51

**

94

1.30

*

*

*

1.01

45

69

100

71

1.15

**,a

0.75

4

*

1.01

64

**,a

*

**

*

…

*

…

51

61

0.54

*

9

…

*

0.78

*

...

85

68

**,a

y

**

*

52

…

92

**,a

61

**,a

*

0.86

0.89

43

66

97

99

…

…

0.64

*

**

0.97

89

41

120

**,a

*

43

...

49

*

*

...

*

*

89

**

...

0.96

29

…

94

...

*

…

99

0.63

…

*

0.55

37

82

34

**,a

47

71

*

**,a

76

94

**

*

**

0.74

*

…

77

71

*

**

80

86

*

0.85

**,a

…

0.80

76

...

0.75

*

98

9

**,a

0.70

39

0.44

0.65

...

92

0.97

27

0.76

0.89

*

*

**

35

51

**,a

91

72

**

11

**

0.94

…

62

**

…

0.42

1.05

55

*

...

...

…

...

34

89

82

…

*

**,a

*

...

86

…

**

0.85

60

**

98

0.87

**

*

**

82

y

**,a

0.57

...

*

0.74

…

...

0.51

*

0.57

72

74

0.81

*

*

0.33

63

0.78

*

61

…

92

…

*

27

...

…

0.59

**

2

**,a

...

*

94

…

...

1.24

81

…

84

*

*

37

*

**,a

97

*

**

99

*

*

*

1.01

67

36

0.91

*

92

**

*

36

1.03

0.95

0.80

81

47

...

86

68 **

6

**,a

*

*

...

70

1.02

**

63

92

z 61

...

25

…

**

**

…

…

0.48

*

**,a

**,a

11

49

*

95

*

*

95

*

86

0.39

...

*

z

48

71
*

z

*

*

0.84

71

*

0.67
*

*

0.89

100

...

0.94

99

0.97

4

…

98

*

0.63

…

73

z

**,a

81

100

*

**,a

*

...

96

14

**,a

*

**,a

*

70

0.68

…

93

*

88

116

**,a

*

...

388

经调整的初等
教育净入学率

青年和成人的技能 成人扫盲

及

卢森堡

荷兰
挪威

摩纳哥
马耳他

10

10

4

4

12

附录

表 10（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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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入学率为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2012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2013）。数据基于中位变差。
注：统计表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统计仍包含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数据，阿拉伯国家的统计仍包含苏丹（分裂前）的数据，仅供参考。这是由于库拉索、法属圣马丁、荷属圣
马丁、苏丹和南苏丹这五个新政体的资料刚刚可得。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国家是以世界银行的定义分组的，但只包括全民教育国家。分组以2013年7月修订的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国家
名单为依据。
1. 小学适龄儿童的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衡量了入读小学或中学的特定年龄儿童比例。
2. 数据为规定期限内最近一年的数据。有关国家识字定义、评估方法、数据来源和年份更广泛的说明，见统计表的介绍性说明网络版。标有（*）的国家使用国家观察的识字数据，
所有其他国家则使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估计数。估计数通过运用统计研究所全球特定年龄识字预测模型得出。最近的数据是2012年数据，是根据各国能观察获得的最新数据
得出的。
3. 根据学生和教师总数计算。
4. 由于人口数不一致，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5. 入学率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
6. 入学率和人口数据不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
7. 俄罗斯联邦过去存在两种从7岁开始的教育体制。最常见的一种是3年制，被用来计算指标；另一个是4年制，包含三分之一的小学生。2004年4年制推广至全国。
8. 入学率和人口数据不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9. 6岁或7岁儿童可以上小学。由于7岁是最常见的入学年龄，因此根据7—11岁人口计算入学率。
10. 由于缺少按年龄分列的联合国人口数据，没有计算一个或两个学年的入学率，或两者都没有计算。
11. 数据包括法国海外领土和地区（DOM-TOM）。
12. 由于通过同年龄计算的入学率存在持续差异，因此运用2011年MICS数据的年龄分布计算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粗体数据为2013年结束的学年的续读率。斜体数据为200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粗斜体为200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z）2011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y）2010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x）2009年结束的学年的数据。
（*）国家估计数。
（**）国家一级的数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部分估计数；地区和其他国家分组总和及加权平均数：由于国家的覆盖面不完整（地区或其他国家分组中人口的33%—60%），采
用了部分归入法。
（…）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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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援助表

援助表
导言1

本报告所使用的援助数据来自经合组织

国际发展统计（IDS）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

了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所有

成员国以及逐年增多的非发援会成员国的捐

助方每年提供的资料。国际发展统计数据库

即发援会数据库，提供了项目和活动方面的

数据。在本报告中，官方发展援助（ODA）的

总额净值取自发援会数据库，而其毛值、可

按部门分配的援助和教育援助数据取自贷方

报告制度（CRS）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均可

通过以下网址查阅：www.oecd.org/dac/stats/
idsonline。

官方发展援助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

资金，用以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援助

是优惠性的，就是说它们要么采取赠款形式，

要么采取利率比市场上低、偿还期通常也较长

的贷款形式。

援助表的扩展版，包括每个受援国得到

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见本报告网站：www.
efareport.unesco.org。

援助的受援国和捐助方

发展中国家是列入《发援会受援国清单》

第一部分的那些国家，即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

等收入国家，但12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与几个较

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在此列。

双边捐助方是直接向受援国提供发展援助

的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发援会成员国。为了促

进援助和提高援助实效，主要双边捐助方成立

了一个论坛。双边捐助方还通过记录为多边官

方发展援助的捐款，为多边捐助方的融资工作

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多边捐助方是有各国政府参加的国际机

构，这些机构所开展的全部或主要活动都是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此类机构包括多边开发银

行（例如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机

构，以及区域组织（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开

发银行还向若干中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提

供非优惠贷款，这类贷款不算作官方发展援助。

援助种类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对所有部门的双边和

多边援助，以及不能按部门分配的援助，例如

一般预算支助和债务减免。表1中来自双边捐

助方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只包含双边援助，而

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为双边和多边官方

发展援助。

可按部门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给特

定部门，例如教育或卫生部门的援助。其中不

包括一般发展援助（例如一般预算支助）、国

际收支援助、债务减免或紧急援助。

债务减免：包括债务豁免，亦即通过债权

人（捐助方）和债务人（受援国）之间的协议

废除债务，以及其他债务行动，包括债务转换、

回购和再融资。在发援会数据库中，债务豁免是

作为赠款报告的，因此算作官方发展援助。

国家定项援助：通过从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中扣除下述援助来界定：

 ■ 本质上属于不可预测的援助（人道主义援助

和债务减免）；

 ■ 无须跨境流动的援助（行政费用、输入学生费

用，以及提高发展意识的相关费用、捐助方国

内研究）；

1.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网站（www.efareport.unesco.org）上载有一整套
与本导言有关的统计数据和指标，采用Excel表格的格式。

http://www.oecd.org/dac/stats/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E3%80%82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E3%80%82
http://www.efareport.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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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在政府间合作协定范围内的援助（粮食援助

和来自地方政府的援助）；

 ■ 不是由捐助方定项的国家援助（提供给非政府

组织的核心资金）。

国家定项援助未列入援助表中，但在报告

中多处用过。

教育援助

直接教育援助：贷方报告制度数据库中报

告直接分配给教育部门的教育援助。它是发援会

定义的给下述等级教育的直接援助总额：

 ■ 基础教育，由发援会定义为包括初等教育、青

年和成人的基本生活技能以及幼儿教育；

 ■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等教育和职业培训；

 ■ 中等后教育，包括高级技术和管理培训；

 ■ “等级不详”的教育，指无法算作某个等级教

育发展的活动，例如教育研究和教师培训，一

般教育计划支助往往在该子类别中报告。

教育援助总额：直接教育援助加上一般预

算支助（提供给各国政府，没有指定用于特定项

目或部门的援助）的20%，后者表示15%—25%
的预算支助通常用于教育部门。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直接基础教育援助加

上一般预算支助总额的10%，再加上“等级不

详”的教育援助的50%。

承诺与支付：“承诺”是捐助方以书面形

式表达并以必要资金做后盾所承担的不可撤销

的义务，向某个国家或多边组织提供特定的援

助。“支付”栏目所记录的是资金、商品或服务

的实际国际转移。从2011年报告起，文内和援助

表中使用的是支付额，而往年报告的是承诺额。

由于某一特定年份承诺的援助可能在以后支付，

有时在多年中支付，故根据承诺额得出的年度援

助额不能直接与支付额比较。自2002年以后，才

有关于援助支付额的可靠数据，因此这一年被作

为基准年。

时价和不变价格：发援会数据库中的援助

额是用美元表示的。如果对不同年份的援助额进

行比较，就需要对援助额加以调整，以补偿通货

膨胀和汇率变化。经过这种调整，可按美元不变

价格，即价值（包括对其他货币的外部价值）固

定在特定参考年份的美元来表示援助额。在本报

告中，大部分援助数据是用2012年美元不变价格

表示的。

资料来源：OECD-DA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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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双 边 和 多 边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国家或地区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可按部门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
债务减免及其他债务

相关行动

2012年百万美元
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
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
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13*

2002–2003 年
平均值 2011 2012 2013*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澳大利亚  2 112  4 295  4 561  4 434  0.26  0.34  0.36  0.34  1 448  3 469  3 767  14  13  12 
奥地利  447  461  536  512  0.23  0.27  0.28  0.28  208  300  293  27  41  106 
比利时  1 599  1 639  1 433  1 254  0.52  0.54  0.47  0.45  711  1 134  839  712  292  278 

加拿大  2 677  4 138  4 053  3 610  0.26  0.32  0.32  0.27  1 142  2 636  2 677  7  4  198 

捷克共和国**  94  71  66  56  0.09  0.12  0.12  0.11   . . .    4 9  44   . . .    -    -   

丹麦  1 616  2 030  1 922  2 047  0.90  0.85  0.83  0.85  264  1 464  1 380  0  1  1 

芬兰  402  798  799  780  0.35  0.53  0.53  0.55  275  518  518  0  -    -   

法国  6 379  7 973  7 928  6 474  0.39  0.46  0.45  0.41  2 944  5 695  5 968  3 375  1 284  1 570 

德国  5 051  8 195  8 584  8 706  0.28  0.39  0.37  0.38  3 816  8 025  8 137  1 743  426  849 

希腊  248  141  107  96  0.21  0.15  0.13  0.13  215  105  77  -    -    -   

冰岛**  10  19  21  28  0.16  0.21  0.22  0.26   . . .    15  18   . . .    0  -   

爱尔兰  400  562  536  525  0.40  0.51  0.47  0.45  283  377  333  -    -    0 

意大利  1 542  1 601  624  642  0.19  0.20  0.14  0.16  201  461  302  909  750  7 

日本  8 706  6 874  6 402  10 834  0.22  0.18  0.17  0.23  4 396  11 758  12 152  817  1 432  5 

科威特**  91  141  149  -     . . .     . . .     . . .     . . .     . . .    477  441   . . .    -    -   

卢森堡  232  266  277  274  0.82  0.97  1.00  1.00   . . .    170  186   . . .    -    -   

荷兰  3 745  4 061  3 858  3 440  0.81  0.75  0.71  0.67  1 648  3 077  2 850  444  113  120 

新西兰  215  335  362  334  0.23  0.28  0.28  0.26  140  232  263  -    -    -   

挪威  2 685  3 520  3 523  4 279  0.91  0.96  0.93  1.07  1 346  2 383  2 598  15  22  21 

葡萄牙  268  440  397  283  0.25  0.31  0.28  0.23  234  178  177  -    5  7 

大韩民国  297  983  1 183  1 247  0.06  0.12  0.14  0.13   . . .    913  1 128   . . .    -    -   

西班牙  1 633  2 109  985  744  0.25  0.29  0.16  0.16  955  1 745  634  168  35  76 

瑞典  2 292  3 516  3 638  3 753  0.82  1.02  0.97  1.02  1 084  1 995  2 232  116  180  -   

瑞士  1 440  2 248  2 457  2 491  0.34  0.46  0.47  0.47  763  1 054  1 179  29  76  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040  668  1 006  5 059   . . .    0.22  0.27  1.25   . . .    387  595  . . .   -    -   

英国  4 669  8 516  8 713  10 635  0.33  0.56  0.56  0.72  1 919  6 692  7 181  466  183  112 

美国  15 396  27 688  25 471  26 064  0.14  0.20  0.19  0.19  8 595  19 612  18 312  1 822  1 669  64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68 931  100 230  93 868  102 424  0.24  0.31  0.29  0.30  32 586  74 919  74 283  10 664  6 523  3 441 

非洲开发基金  789  2 095  1 788  . . .  . . .  . . .  . . .  . . .  718  1 666  1 550  157  0  552 

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   . . .   294  303  . . .  . . .  . . .  . . .  . . .   . . .    805  851   . . .    -    -   

亚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1 238  842  716  . . .  . . .  . . .  . . .  . . .   . . .    1 802  1 823   . . .    1  -   

亚洲开发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欧盟机构  8 341  15 964  17 173  . . .  . . .  . . .  . . .  . . .  1 455  12 641  14 068  4  71  64 

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8 348  6 828  6 840  . . .  . . .  . . .  . . .  . . .  10 102  10 187  9 735  531  773  2 203 

美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321  1 461  1 414  . . .  . . .  . . .  . . .  . . .   . . .    1 051  997   . . .    -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信
托基金）

 939  754  769  . . .  . . .  . . .  . . .  . . .  -    -    -    491  -    68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
际开发基金

 103  136  138  . . .  . . .  . . .  . . .  . . .   . . .    282  301   . . .    -    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406  478  483  . . .  . . .  . . .  . . .  . . .   . . .    443  336   . . .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849  1 063  1 143  . . .  . . .  . . .  . . .  . . .  512  741  648  -    -    -   

联合国建设和平常设基金  -    60  60  . . .  . . .  . . .  . . .  . . .  -    61  66  -    -    -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
济和工程处

 584  593  667  . . .  . . .  . . .  . . .  . . .   . . .    448  493   . . .    -    -   

世界粮食计划署  478  329  354  . . .  . . .  . . .  . . .  . . .   . . .    66  73   . . .    -    -   

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25 776  37 248  39 197  . . .  . . .  . . .  . . .  . . .  13 654  35 269  37 051  1 315  960  3 004 

总计  94 707  137 478  133 065  . . .  . . .  . . .  . . .  . . .  46 240  110 188  111 335  11 978  7 483  6 445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与贷方报告制度数据库
（OECD-DAC,DAC and CRS databases，2014）。

*初步数据

**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属于发援会，但被列入贷方报告制度数
据库。冰岛在2012年成为发援会成员，目前向贷方报告制度报告援助情
况。捷克共和国在2013年成为发援会成员。

***亚洲开发基金是教育捐助方，但不向经合组织报告支付的款项。

****总计包括上表未列出的其他双边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

（...）表示无相关数据， （-）表示零值。

官方发展援助数据表示净付款额。可按部门分配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债务
减免及其他债务相关行动表示总付款额。

来自发援会捐助方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包括双边官方发展援助，而官方
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包括多边官方发展援助。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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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双 边 和 多 边 教 育 援 助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与贷方报告制度数据库
（OECD-DAC,DAC and CRS databases，2014）。

*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属于发援会，但被列入贷方报告制度数据
库。总额中包括它们的提供的援助。冰岛在2012年成为发援会成员，目前向
贷方报告制度报告援助情况。捷克共和国在2013年成为发援会成员。

**亚洲开发基金是教育捐助方，但不向经合组织报告支付的款项。

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的援助数据包括对其海外领土支付的款项（见表3）。

（...）表示无相关数据， （-）表示零值。

所有数据均表示总付款额。官方发展援助中分配给教育部门的比例是指占官
方发展援助总付款额的百分比，在贷方报告制度统计表中报告。表1中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数据表示净付款额，在发援会统计表中报告。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
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方
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
所占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澳大利亚  222  435  566  72  232  322  219  435  564  48  128  152  34  31  26  93  67  48  43  209  339  11  10  12  15  13  15  32  53  57 

奥地利  66  127  154  5  6  3  66  126  153  3  1  1  3  12  20  55  103  129  5  9  4  14  27  28  32  42  52  8  5  2 

比利时  148  207  202  28  29  28  143  206  202  15  19  18  18  24  26  88  144  138  22  19  20  9  11  14  20  18  24  19  14  14 

加拿大  276  343  322  115  204  190  273  329  313  80  138  127  12  27  40  114  46  28  67  118  117  21  9  8  24  12  12  42  59  59 

捷克共和国**   . . .    7  8   . . .    1  1   . . .    7  8   . . .    1  1   . . .    0  2   . . .    5  5   . . .    1  1   . . .    10  12   . . .    14  18   . . .    17  14 

丹麦  26  197  200  15  109  94  25  184  186  5  62  24  0  10  6  1  31  30  18  80  125  8  9  10  9  13  13  56  55  47 

芬兰  39  58  58  22  28  29  38  51  53  8  8  8  2  2  3  2  9  6  26  32  37  10  7  7  14  10  10  56  48  50 

法国  1 400  1 557  1 547  179  282  263  1 356  1 432  1 453  24  157  136  36  108  138  1 030  1 042  1 019  265  125  160  19  17  16  46  25  24  13  18  17 

德国  790  1 721  1 730  126  345  311  790  1 693  1 719  97  206  189  68  100  115  568  1 137  1 181  57  250  234  12  18  17  21  21  21  16  20  18 

希腊  58  69  67  29  4  3  58  69  67  23  -    -    20  -    -    4  60  61  10  9  6  23  49  63  27  66  88  49  6  5 

冰岛*   . . .    1  2   . . .    1  1   . . .    1  2   . . .    1  1   . . .    -    0   . . .    -    -     . . .    0  0   . . .    7  7   . . .    8  8   . . .    95  87 

爱尔兰  69  67  48  39  42  26  62  61  44  15  24  13  1  3  4  4  3  5  42  30  21  18  12  9  22  16  13  57  63  54 

意大利  45  78  58  17  31  24  43  77  57  1  15  13  2  11  10  10  19  13  30  32  21  3  4  8  21  17  19  38  40  42 

日本  646  944  909  183  247  295  578  931  876  104  81  178  47  90  130  338  441  367  89  319  201  6  6  6  13  8  7  28  26  32 

科威特*   . . .    20  21   . . .    1  4   . . .    20  21   . . .    -    -     . . .    -    -     . . .    18  14   . . .    2  7   . . .    4  5   . . .    4  5   . . .    6  17 

卢森堡   . . .    30  42   . . .    7  9   . . .    30  42   . . .    4  5   . . .    20  28   . . .    0  1  -    5  7   . . .    11  15   . . .    17  22   . . .   23  22 

荷兰  316  401  273  208  201  118  286  384  266  174  140  95  1  13  22  72  127  109  39  105  40  7  9  7  17  12  9  66  50  43 

新西兰  91  60  74  26  23  28  89  57  70  11  19  24  11  2  3  40  30  39  28  5  4  54  18  20  64  24  27  28  39  38 

挪威  216  298  300  126  214  217  201  267  278  98  178  182  11  9  8  51  39  40  41  41  48  9  8  8  15  11  11  58  72  72 

葡萄牙  70  57  53  11  13  10  70  56  52  7  1  0  7  4  9  48  28  25  8  22  19  28  12  12  30  31  29  15  22  19 

大韩民国   . . .    182  210   . . .    32  42   . . .    182  210   . . .    14  13   . . .    62  69   . . .    69  71  -    37  58   . . .    18  17   . . .    20  19   . . .    18  20 

西班牙  191  253  109  63  94  44  191  248  107  42  30  18  44  37  20  63  58  17  43  123  52  10  11  10  20  14  17  33  37  41 

瑞典  112  171  113  73  132  73  93  143  89  45  107  50  3  6  7  8  9  9  37  21  23  5  5  3  9  7  4  65  77  65 

瑞士  72  75  84  34  27  38  65  69  79  25  14  26  29  14  19  1  22  15  10  19  18  5  3  3  8  7  7  47  36  4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71  110   . . .    35  55   . . .    32  26   . . .    -    2   . . .    1  1   . . .    -    2   . . .    31  22   . . .    10  10   . . .    8  4   . . .    50  50 

英国  281  1 139  1 071  194  711  649  173  1 049  1 002  115  422  385  7  62  55  1  76  102  49  489  459  8  13  12  9  16  14  69  62  61 

美国  414  756  956  261  580  769  232  755  944  160  523  732  0  20  39  51  98  111  21  115  63  2  3  4  3  4  5  63  77  80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5 549  9 323  9 288  1 826  3 632  3 647  5 050  8 895  8 882  1 101  2 293  2 390  357  669  799  2 642  3 684  3 584  950  2 250  2 109  8  9  9  15  12  12  33  39  39 

非洲开发银行   . . .    2  0   . . .    0  0   . . .    2  0   . . .    -    -     . . .    -    -     . . .    1  -     . . .    1  0   . . .    2  0   . . .    18  1   . . .    19  50 

非洲开发基金  98  175  170  53  88  56  75  92  103  11  -    -    2  -    41  0  -    17  62  92  45  10  8  7  10  6  7  54  50  33 

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   . . .    11  7   . . .    0  1   . . .    11  7   . . .    -    -     . . .    9  6   . . .    2  0   . . .    0  1   . . .    1  1   . . .    1  1   . . .    1  10 

亚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 . .    254  224   . . .    125  103   . . .    254  224   . . .    82  73   . . .    84  84   . . .    2  7   . . .    86  59   . . .    13  12   . . .    14  12   . . .    49  46 

亚洲开发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   . . .    3  8   . . .    0  2   . . .    3  8   . . .    0  0   . . .    -    -     . . .    3  4   . . .    1  3   . . .    4  6   . . .    4  6   . . .    13  23 

欧盟机构  209  1 036  1 101  100  440  424  74  843  893  24  146  142  13  101  104  21  202  291  16  394  356  9  6  6  5  7  6  48  42  39 

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1 156  1 382  952  777  799  377  1 156  1 382  950  648  506  241  105  170  227  145  120  212  258  586  271  11  12  8  11  14  10  67  58  40 

美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 . .    52  39   . . .    27  34   . . .    52  39   . . .    17  30   . . .    15  1   . . .    1  1   . . .    19  7   . . .    3  2   . . .    5  4   . . .    52  8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信
托基金）

 423  284  288  211  142  144  -    -    -    -    -    -    -    -    -    -    -    -    -    -    -    16  20  19   . . .     . . .     . . .    50  50  50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
际开发基金

  . . .    32  14   . . .    7  7   . . .    32  14   . . .    6  6   . . .    12  3   . . .    13  2   . . .    2  3   . . .    11  4   . . .    11  5   . . .    21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 .    3  -     . . .    3  -     . . .    3  -     . . .    2  -     . . .    1  -     . . .    -    -     . . .    0  -     . . .    1  -     . . .    1  -     . . .    75   .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75  80  69  75  57  50  75  80  69  75  33  31  0  0  0  0  -    -    -    46  38  9  7  6  15  11  11  99  71  73 

联合国建设和平常设基金  -    0  0  -    0  0  -    0  0  -    -    -    -    0  0  -    -    -    -    0  0  -    0  0  -    0  0  -    31  1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
济和工程处

  . . .    349  379   . . .    349  190   . . .    349  379   . . .    349  -     . . .    -    -     . . .    -    -     . . .    -    379   . . .    59  57   . . .    78  77   . . .    100  50 

世界粮食计划署   . . .    40  46   . . .    40  46   . . .    40  46  -    40  46   . . .    -    -     . . .    -    -     . . .    -    0   . . .    12  13   . . .    60  63   . . .    100  100 

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1 961  3 704  3 297  1 215  2 075  1 432  1 381  3 143  2 734  758  1 180  569  121  391  466  166  343  535  336  1 229  1 163  11  8  7  10  9  7  62  56  43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14  11  10  40  4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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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表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
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方
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
所占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澳大利亚  222  435  566  72  232  322  219  435  564  48  128  152  34  31  26  93  67  48  43  209  339  11  10  12  15  13  15  32  53  57 

奥地利  66  127  154  5  6  3  66  126  153  3  1  1  3  12  20  55  103  129  5  9  4  14  27  28  32  42  52  8  5  2 

比利时  148  207  202  28  29  28  143  206  202  15  19  18  18  24  26  88  144  138  22  19  20  9  11  14  20  18  24  19  14  14 

加拿大  276  343  322  115  204  190  273  329  313  80  138  127  12  27  40  114  46  28  67  118  117  21  9  8  24  12  12  42  59  59 

捷克共和国**   . . .    7  8   . . .    1  1   . . .    7  8   . . .    1  1   . . .    0  2   . . .    5  5   . . .    1  1   . . .    10  12   . . .    14  18   . . .    17  14 

丹麦  26  197  200  15  109  94  25  184  186  5  62  24  0  10  6  1  31  30  18  80  125  8  9  10  9  13  13  56  55  47 

芬兰  39  58  58  22  28  29  38  51  53  8  8  8  2  2  3  2  9  6  26  32  37  10  7  7  14  10  10  56  48  50 

法国  1 400  1 557  1 547  179  282  263  1 356  1 432  1 453  24  157  136  36  108  138  1 030  1 042  1 019  265  125  160  19  17  16  46  25  24  13  18  17 

德国  790  1 721  1 730  126  345  311  790  1 693  1 719  97  206  189  68  100  115  568  1 137  1 181  57  250  234  12  18  17  21  21  21  16  20  18 

希腊  58  69  67  29  4  3  58  69  67  23  -    -    20  -    -    4  60  61  10  9  6  23  49  63  27  66  88  49  6  5 

冰岛*   . . .    1  2   . . .    1  1   . . .    1  2   . . .    1  1   . . .    -    0   . . .    -    -     . . .    0  0   . . .    7  7   . . .    8  8   . . .    95  87 

爱尔兰  69  67  48  39  42  26  62  61  44  15  24  13  1  3  4  4  3  5  42  30  21  18  12  9  22  16  13  57  63  54 

意大利  45  78  58  17  31  24  43  77  57  1  15  13  2  11  10  10  19  13  30  32  21  3  4  8  21  17  19  38  40  42 

日本  646  944  909  183  247  295  578  931  876  104  81  178  47  90  130  338  441  367  89  319  201  6  6  6  13  8  7  28  26  32 

科威特*   . . .    20  21   . . .    1  4   . . .    20  21   . . .    -    -     . . .    -    -     . . .    18  14   . . .    2  7   . . .    4  5   . . .    4  5   . . .    6  17 

卢森堡   . . .    30  42   . . .    7  9   . . .    30  42   . . .    4  5   . . .    20  28   . . .    0  1  -    5  7   . . .    11  15   . . .    17  22   . . .   23  22 

荷兰  316  401  273  208  201  118  286  384  266  174  140  95  1  13  22  72  127  109  39  105  40  7  9  7  17  12  9  66  50  43 

新西兰  91  60  74  26  23  28  89  57  70  11  19  24  11  2  3  40  30  39  28  5  4  54  18  20  64  24  27  28  39  38 

挪威  216  298  300  126  214  217  201  267  278  98  178  182  11  9  8  51  39  40  41  41  48  9  8  8  15  11  11  58  72  72 

葡萄牙  70  57  53  11  13  10  70  56  52  7  1  0  7  4  9  48  28  25  8  22  19  28  12  12  30  31  29  15  22  19 

大韩民国   . . .    182  210   . . .    32  42   . . .    182  210   . . .    14  13   . . .    62  69   . . .    69  71  -    37  58   . . .    18  17   . . .    20  19   . . .    18  20 

西班牙  191  253  109  63  94  44  191  248  107  42  30  18  44  37  20  63  58  17  43  123  52  10  11  10  20  14  17  33  37  41 

瑞典  112  171  113  73  132  73  93  143  89  45  107  50  3  6  7  8  9  9  37  21  23  5  5  3  9  7  4  65  77  65 

瑞士  72  75  84  34  27  38  65  69  79  25  14  26  29  14  19  1  22  15  10  19  18  5  3  3  8  7  7  47  36  4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71  110   . . .    35  55   . . .    32  26   . . .    -    2   . . .    1  1   . . .    -    2   . . .    31  22   . . .    10  10   . . .    8  4   . . .    50  50 

英国  281  1 139  1 071  194  711  649  173  1 049  1 002  115  422  385  7  62  55  1  76  102  49  489  459  8  13  12  9  16  14  69  62  61 

美国  414  756  956  261  580  769  232  755  944  160  523  732  0  20  39  51  98  111  21  115  63  2  3  4  3  4  5  63  77  80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5 549  9 323  9 288  1 826  3 632  3 647  5 050  8 895  8 882  1 101  2 293  2 390  357  669  799  2 642  3 684  3 584  950  2 250  2 109  8  9  9  15  12  12  33  39  39 

非洲开发银行   . . .    2  0   . . .    0  0   . . .    2  0   . . .    -    -     . . .    -    -     . . .    1  -     . . .    1  0   . . .    2  0   . . .    18  1   . . .    19  50 

非洲开发基金  98  175  170  53  88  56  75  92  103  11  -    -    2  -    41  0  -    17  62  92  45  10  8  7  10  6  7  54  50  33 

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   . . .    11  7   . . .    0  1   . . .    11  7   . . .    -    -     . . .    9  6   . . .    2  0   . . .    0  1   . . .    1  1   . . .    1  1   . . .    1  10 

亚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 . .    254  224   . . .    125  103   . . .    254  224   . . .    82  73   . . .    84  84   . . .    2  7   . . .    86  59   . . .    13  12   . . .    14  12   . . .    49  46 

亚洲开发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   . . .    3  8   . . .    0  2   . . .    3  8   . . .    0  0   . . .    -    -     . . .    3  4   . . .    1  3   . . .    4  6   . . .    4  6   . . .    13  23 

欧盟机构  209  1 036  1 101  100  440  424  74  843  893  24  146  142  13  101  104  21  202  291  16  394  356  9  6  6  5  7  6  48  42  39 

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1 156  1 382  952  777  799  377  1 156  1 382  950  648  506  241  105  170  227  145  120  212  258  586  271  11  12  8  11  14  10  67  58  40 

美洲开发银行特别基金   . . .    52  39   . . .    27  34   . . .    52  39   . . .    17  30   . . .    15  1   . . .    1  1   . . .    19  7   . . .    3  2   . . .    5  4   . . .    52  8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信
托基金）

 423  284  288  211  142  144  -    -    -    -    -    -    -    -    -    -    -    -    -    -    -    16  20  19   . . .     . . .     . . .    50  50  50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
际开发基金

  . . .    32  14   . . .    7  7   . . .    32  14   . . .    6  6   . . .    12  3   . . .    13  2   . . .    2  3   . . .    11  4   . . .    11  5   . . .    21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 .    3  -     . . .    3  -     . . .    3  -     . . .    2  -     . . .    1  -     . . .    -    -     . . .    0  -     . . .    1  -     . . .    1  -     . . .    75   .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75  80  69  75  57  50  75  80  69  75  33  31  0  0  0  0  -    -    -    46  38  9  7  6  15  11  11  99  71  73 

联合国建设和平常设基金  -    0  0  -    0  0  -    0  0  -    -    -    -    0  0  -    -    -    -    0  0  -    0  0  -    0  0  -    31  1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
济和工程处

  . . .    349  379   . . .    349  190   . . .    349  379   . . .    349  -     . . .    -    -     . . .    -    -     . . .    -    379   . . .    59  57   . . .    78  77   . . .    100  50 

世界粮食计划署   . . .    40  46   . . .    40  46   . . .    40  46  -    40  46   . . .    -    -     . . .    -    -     . . .    -    0   . . .    12  13   . . .    60  63   . . .    100  100 

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总计  1 961  3 704  3 297  1 215  2 075  1 432  1 381  3 143  2 734  758  1 180  569  121  391  466  166  343  535  336  1 229  1 163  11  8  7  10  9  7  62  56  43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14  11  10  40  44  4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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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阿拉伯国家  1 003  1 919  2 048  216  860  686  6  21  17  864  1 828  1 900  109  645  300  62  109  161  617  737  816  75  337  623 13 14 13  11  13  12  22  45  33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4  59  133  3  2  1    . . .       . . .        . . .     4  59  133  2  1  1 0 3 2  1  53  129  1  2  1 4 9 23  4  9  23  65  3  1 

阿尔及利亚  131  136  131  1  4  3  0  1  1  131  136  131  0  2  1  1  3  3  127  127  123  2  4  4 51 47 52  51  47  52  1  3  2 

巴林  0  -    -    0  -    -       . . .        . . .        . . .     0  -    -    -    -    -    0  -    -    0  -    -    0  -    -   52 - -  52  -  -  1  -  - 

吉布提  30  27  27  8  11  14  63  121  151  27  20  17  5  5  7  6  1  1  14  9  5  2  5  3 31 18 16  28  13  10  26  41  51 

埃及  103  112  136  55  39  43  7  4  5  85  112  136  44  29  34  12  12  13  26  52  71  3  19  18 6 10 6  5  10  6  53  35  32 

伊拉克  8  51  73  1  15  31  0  3  6  8  51  73  1  6  28  1  6  20  5  20  18  0  18  7 1 3 6  1  3  6  18  30  43 

约旦  130  232  289  58  158  160  79  188  185  20  193  233  0  130  80  3  6  14  12  39  34  6  18  105 13 20 18  2  16  14  44  68  55 

黎巴嫩  39  116  149  1  55  58  3  125  136  39  116  141  1  51  29  2  17  16  35  40  45  2  9  51 29 21 17  29  21  16  4  47  39 

利比亚  -    9  10  -    1  3  -    2  5  -    9  10  -    0  3  -    0  -    -    6  6  -    2  2 - 2 7  -  2  7  -  14  33 

毛里塔尼亚  35  29  28  13  8  5  29  14  9  30  22  21  8  3  1  2  1  7  14  15  11  6  2  3 9 7 6  8  6  5  39  27  19 

摩洛哥  277  373  355  17  120  88     . . .        . . .        . . .     277  370  354  6  57  32  4  31  53  245  158  158  22  124  111 35 21 18  35  21  18  6  32  25 

阿曼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9 - -  9  -  -  24  -  - 

巴勒斯坦  50  397  358  22  314  180     . . .        . . .        . . .     50  379  325  15  264  36  8  11  10  15  22  25  12  82  254 8 17 18  8  16  17  43  79  50 

沙特阿拉伯  3  -    -    0  -    -    0     . . .        . . .     3  -    -    -    -    -    1  -    -    2  -    -    0  -    -   48 - -  48  -  -  5  -  - 

苏丹*  21  32  28  10  17  10     . . .        . . .        . . .     17  32  28  7  13  4  1  4  4  6  8  9  4  7  11 5 3 3  4  3  3  50  52  3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1  108  95  2  41  18  1  20  9  31  108  95  1  39  1  0  5  0  28  60  59  2  4  36 25 29 15  25  29  15  5  38  19 

突尼斯  97  165  148  2  29  18     . . .        . . .        . . .     97  147  132  1  7  2  16  3  14  79  110  100  2  27  15 22 14 11  22  12  10  2  18  12 

也门  44  74  89  23  45  52  7  12  14  43  74  70  17  38  41  6  5  4  8  17  21  12  14  4 13 13 11  12  13  9  53  61  59 

中欧和东欧  290  500  519  86  70  71  8  6  6  253  477  502  41  20  25  31  31  30  127  350  371  54  76  75 6 6 6  5  6  6  30  14  14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0  64  51  2  5  7    . . .       . . .        . . .     10  64  51  0  1  1  0  2  2  6  54  36  3  7  11 2 7 6  2  7  6  17  7  14 

阿尔巴尼亚  75  69  74  36  9  9  139     . . .        . . .     73  69  74  24  6  3  20  6  7  7  51  53  21  6  11 19 18 19  18  18  19  48  13  12 

白俄罗斯  -    17  23  -    1  3  -    3  8  -    17  23  -    0  1  -    0  0  -    15  18  -    2  3 - 17 26  -  17  26  -  6  1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3  33  37  12  4  5     . . .        . . .        . . .     33  33  37  7  2  3  2  3  3  14  24  28  10  4  4 6 6 6  6  6  6  36  11  13 

克罗地亚  8  -    -    0  -    -    1  -    -    8  -    -    -    -    -    0  -    -    8  -    -    0  -    -   6 - -  6  -  -  2  -  - 

黑山  -    5  5  -    1  1  -    26  22  -    5  5  -    0  1  -    2  1  -    1  2  -    2  1 0 4 4  -    4  4  -  21  17 

摩尔多瓦共和国  9  40  34  2  13  10  9  87  70  7  16  17  0  0  1  0  1  2  5  13  13  2  1  0 6 9 7  5  4  4  23  32  30 

塞尔维亚  35  61  60  10  17  10  29  55  32  32  61  60  4  4  4  3  7  6  17  25  38  9  24  13 2 5 5  2  5  5  28  27  1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2  15  16  4  5  5  34  44  39  9  15  16  2  4  3  1  0  0  4  9  10  2  2  3 4 7 9  3  7  9  36  36  29 

土耳其  97  124  139  17  12  13  3  2  2  72  124  139  3  1  2  3  8  8  62  93  107  4  22  22 18 4 4  14  4  4  18  10  9 

乌克兰  -    73  78  -    4  10  -    3  6  -    73  78  -    1  6  -    1  1  -    65  64  -    6  8 - 10 11  -  10  11  -  5  12 

中亚  126  333  348  42  99  99  6  15  17  88  301  320  17  48  44  8  64  62  51  120  132  12  68  83 6 11 10  4  10  10  33  30  28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    23  22  -    4  4    . . .       . . .        . . .     -    23  22  -    3  2  -    3  4  -    15  12  -    3  4 - 14 12  -  14  12  -  18  19 

亚美尼亚  17  49  42  7  16  9  43     . . .        . . .     8  26  32  1  2  2  0  9  6  4  10  19  3  5  6 5 12 13  2  6  10  39  32  22 

阿塞拜疆  12  19  19  4  5  5  7  10  10  6  19  19  1  0  2  0  0  0  4  9  11  1  9  6 3 6 5  2  6  5  36  26  27 

格鲁吉亚  25  42  45  6  12  14  23  43  51  19  42  45  3  10  5  3  8  1  13  21  21  1  3  18 7 7 6  6  7  6  25  27  31 

哈萨克斯坦  6  20  21  1  2  2  1  3  2  6  20  21  1  0  0  0  2  2  4  14  14  1  4  4 2 10 17  2  10  17  23  12  11 

吉尔吉斯斯坦  12  41  37  5  14  12  10  35  33  5  35  31  0  9  8  1  12  9  2  11  11  1  3  3 5 9 10  2  8  8  39  33  34 

蒙古  31  60  80  11  21  27  47  98  122  28  60  76  8  7  9  0  4  14  17  21  21  2  28  32 13 16 16  12  16  15  36  36  34 

塔吉克斯坦  9  23  30  5  12  17  6  18  25  2  19  22  1  8  12  0  3  5  0  3  4  0  4  1 5 7 7  1  6  5  52  55  57 

土库曼斯坦  1  3  4  0  1  1  1  3  5  1  3  4  0  0  1  0  -    0  0  2  2  0  1  1 3 10 15  3  10  15  36  30  34 

乌兹别克斯坦  13  54  47  2  12  6  1  6  3  12  54  47  1  8  2  3  24  21  7  15  16  2  8  8 6 23 16  6  23  16  17  22  14 

东亚和太平洋  1 125  1 998  2 008  249  540  644  1  4  5  1 039  1 978  1 955  126  267  310  100  194  146  654  991  884  160  526  615 9 13 13  9  13  13  22  27  32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5  33  24  3  10  3    . . .       . . .        . . .     15  33  24  3  9  1  1  3  2  11  19  17  1  2  4  10  6  5  10  6  5  19  30  12 

柬埔寨  50  75  72  19  31  27  9  18  15  41  75  72  7  16  15  3  14  12  17  15  21  14  29  24 10 9 8  8  9  8  37  41  38 

中国  396  738  543  17  26  29  0  0  0  395  738  543  10  4  4  23  38  3  347  652  486  14  45  49 14 29 24  14  29  24  4  4  5 

库克群岛  3  4  5  1  3  3  531  1 452  1 984  3  4  5  0  3  3  1  0  0  1  1  1  1  0  0 40 13 17  40  13  17  32  72  7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3  4  0  1  2  0  0  1  2  3  4  0  0  2  1  0  0  1  2  2  0  1  0 1 3 4  1  3  4  15  22  45 

斐济  11  26  24  3  9  5  30  91  54  11  26  24  2  3  1  0  6  1  6  5  14  3  11  8 20 33 22  20  33  22  28  34  22 

印度尼西亚  158  352  410  50  158  172  2  6  6  150  352  410  33  54  29  23  37  21  68  52  74  24  209  285 7 14 18  7  14  18  32  45  42 

基里巴斯  11  13  15  4  7  8  263  568  653  11  13  15  0  7  8  0  0  4  3  5  2  7  1  1 35 20 23  35  20  23  33  56  5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2  54  64  9  29  28  11  40  38  26  53  63  5  25  21  2  6  14  17  15  16  2  8  12 11 12 14  9  12  14  29  54  43 

马来西亚  18  39  38  1  3  3  0     . . .        . . .     18  39  38  0  0  0  4  2  1  12  32  30  2  5  6 8 16 15  8  16  15  6  7  8 

马绍尔群岛  12  2  28  6  1  24  779  127  2 828  1  2  22  0  0  20  0  0  0  0  1  1  0  1  0 18 2 35  2  2  28  47  48  8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4  1  48  11  0  45  677  30  2 956  2  1  43  0  0  42  0  -    -    1  0  0  0  0  0 18 0 41  1  0  37  48  75  94 

缅甸  12  40  64  6  24  45  1  5  10  12  40  64  5  22  44  0  3  5  5  11  13  1  5  2 10 11 12  10  11  12  50  60  71 

瑙鲁  0  4  5  0  2  1  15  1 309  714  0  4  5  -    0  -    -    0  3  0  0  1  0  3  2 0 11 17  0  11  17  46  45  18 

纽埃  5  2  5  2  1  3  13 168  3 824  20 259  4  1  3  0  -    2  -    0  -    1  1  1  3  0  0 41 10 22  32  4  17  45  29  67 

帕劳  4  1  1  2  1  0  1 093  506  341  1  1  1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13 4 10  4  4  10  45  66  32 

巴布亚新几内亚  98  100  103  44  54  46  52  51  36  97  100  103  27  38  3  8  13  1  28  18  14  34  32  85 18 15 14  18  15  14  45  54  44 

菲律宾  40  74  132  9  41  78  1  3  6  38  74  112  6  19  40  5  2  2  22  10  14  5  44  57 3 8 13  3  8  11  23  55  59 

萨摩亚  13  19  25  5  5  10  161  195  356  13  19  24  2  4  7  1  6  1  4  6  10  6  3  7 23 18 19  23  18  19  36  29  41 

所罗门群岛  8  23  30  2  14  11  113  273  346  7  21  29  0  12  9  1  3  9  3  5  8  3  1  4 7 7 10  6  6  10  29  61  37 

泰国  33  35  46  2  5  6  0  1  1  33  35  46  0  1  2  2  0  1  26  27  35  4  7  7 3 7 9  3  7  9  6  14  13 

东帝汶  20  43  35  5  20  12  27  102  62  16  43  35  2  4  2  5  3  7  7  4  6  2  32  19 7 16 12  6  16  12  23  46  34 

汤加  8  12  13  2  6  6  129  388  406  8  11  12  1  5  6  1  2  2  4  3  4  2  1  1 22 13 16  22  11  14  26  50  51 

图瓦卢  3  3  4  1  1  1  646  633  970  3  2  3  0  0  0  0  0  0  1  1  2  1  1  1 18 8 17  18  7  12  36  30  32 

瓦努阿图  17  17  22  3  6  11  107  164  310  17  17  22  0  3  10  6  5  3  5  4  7  6  5  2 33 19 21  32  18  20  19  33  50 

越南  133  285  253  41  84  65  4  12  10  117  270  235  21  36  36  11  50  54  62  104  106  24  81  40 8 7 5  7  7  5  31  29  26 

表 3 :  教 育 援 助 的 接 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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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表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阿拉伯国家  1 003  1 919  2 048  216  860  686  6  21  17  864  1 828  1 900  109  645  300  62  109  161  617  737  816  75  337  623 13 14 13  11  13  12  22  45  33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4  59  133  3  2  1    . . .       . . .        . . .     4  59  133  2  1  1 0 3 2  1  53  129  1  2  1 4 9 23  4  9  23  65  3  1 

阿尔及利亚  131  136  131  1  4  3  0  1  1  131  136  131  0  2  1  1  3  3  127  127  123  2  4  4 51 47 52  51  47  52  1  3  2 

巴林  0  -    -    0  -    -       . . .        . . .        . . .     0  -    -    -    -    -    0  -    -    0  -    -    0  -    -   52 - -  52  -  -  1  -  - 

吉布提  30  27  27  8  11  14  63  121  151  27  20  17  5  5  7  6  1  1  14  9  5  2  5  3 31 18 16  28  13  10  26  41  51 

埃及  103  112  136  55  39  43  7  4  5  85  112  136  44  29  34  12  12  13  26  52  71  3  19  18 6 10 6  5  10  6  53  35  32 

伊拉克  8  51  73  1  15  31  0  3  6  8  51  73  1  6  28  1  6  20  5  20  18  0  18  7 1 3 6  1  3  6  18  30  43 

约旦  130  232  289  58  158  160  79  188  185  20  193  233  0  130  80  3  6  14  12  39  34  6  18  105 13 20 18  2  16  14  44  68  55 

黎巴嫩  39  116  149  1  55  58  3  125  136  39  116  141  1  51  29  2  17  16  35  40  45  2  9  51 29 21 17  29  21  16  4  47  39 

利比亚  -    9  10  -    1  3  -    2  5  -    9  10  -    0  3  -    0  -    -    6  6  -    2  2 - 2 7  -  2  7  -  14  33 

毛里塔尼亚  35  29  28  13  8  5  29  14  9  30  22  21  8  3  1  2  1  7  14  15  11  6  2  3 9 7 6  8  6  5  39  27  19 

摩洛哥  277  373  355  17  120  88     . . .        . . .        . . .     277  370  354  6  57  32  4  31  53  245  158  158  22  124  111 35 21 18  35  21  18  6  32  25 

阿曼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9 - -  9  -  -  24  -  - 

巴勒斯坦  50  397  358  22  314  180     . . .        . . .        . . .     50  379  325  15  264  36  8  11  10  15  22  25  12  82  254 8 17 18  8  16  17  43  79  50 

沙特阿拉伯  3  -    -    0  -    -    0     . . .        . . .     3  -    -    -    -    -    1  -    -    2  -    -    0  -    -   48 - -  48  -  -  5  -  - 

苏丹*  21  32  28  10  17  10     . . .        . . .        . . .     17  32  28  7  13  4  1  4  4  6  8  9  4  7  11 5 3 3  4  3  3  50  52  3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1  108  95  2  41  18  1  20  9  31  108  95  1  39  1  0  5  0  28  60  59  2  4  36 25 29 15  25  29  15  5  38  19 

突尼斯  97  165  148  2  29  18     . . .        . . .        . . .     97  147  132  1  7  2  16  3  14  79  110  100  2  27  15 22 14 11  22  12  10  2  18  12 

也门  44  74  89  23  45  52  7  12  14  43  74  70  17  38  41  6  5  4  8  17  21  12  14  4 13 13 11  12  13  9  53  61  59 

中欧和东欧  290  500  519  86  70  71  8  6  6  253  477  502  41  20  25  31  31  30  127  350  371  54  76  75 6 6 6  5  6  6  30  14  14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0  64  51  2  5  7    . . .       . . .        . . .     10  64  51  0  1  1  0  2  2  6  54  36  3  7  11 2 7 6  2  7  6  17  7  14 

阿尔巴尼亚  75  69  74  36  9  9  139     . . .        . . .     73  69  74  24  6  3  20  6  7  7  51  53  21  6  11 19 18 19  18  18  19  48  13  12 

白俄罗斯  -    17  23  -    1  3  -    3  8  -    17  23  -    0  1  -    0  0  -    15  18  -    2  3 - 17 26  -  17  26  -  6  1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3  33  37  12  4  5     . . .        . . .        . . .     33  33  37  7  2  3  2  3  3  14  24  28  10  4  4 6 6 6  6  6  6  36  11  13 

克罗地亚  8  -    -    0  -    -    1  -    -    8  -    -    -    -    -    0  -    -    8  -    -    0  -    -   6 - -  6  -  -  2  -  - 

黑山  -    5  5  -    1  1  -    26  22  -    5  5  -    0  1  -    2  1  -    1  2  -    2  1 0 4 4  -    4  4  -  21  17 

摩尔多瓦共和国  9  40  34  2  13  10  9  87  70  7  16  17  0  0  1  0  1  2  5  13  13  2  1  0 6 9 7  5  4  4  23  32  30 

塞尔维亚  35  61  60  10  17  10  29  55  32  32  61  60  4  4  4  3  7  6  17  25  38  9  24  13 2 5 5  2  5  5  28  27  17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2  15  16  4  5  5  34  44  39  9  15  16  2  4  3  1  0  0  4  9  10  2  2  3 4 7 9  3  7  9  36  36  29 

土耳其  97  124  139  17  12  13  3  2  2  72  124  139  3  1  2  3  8  8  62  93  107  4  22  22 18 4 4  14  4  4  18  10  9 

乌克兰  -    73  78  -    4  10  -    3  6  -    73  78  -    1  6  -    1  1  -    65  64  -    6  8 - 10 11  -  10  11  -  5  12 

中亚  126  333  348  42  99  99  6  15  17  88  301  320  17  48  44  8  64  62  51  120  132  12  68  83 6 11 10  4  10  10  33  30  28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    23  22  -    4  4    . . .       . . .        . . .     -    23  22  -    3  2  -    3  4  -    15  12  -    3  4 - 14 12  -  14  12  -  18  19 

亚美尼亚  17  49  42  7  16  9  43     . . .        . . .     8  26  32  1  2  2  0  9  6  4  10  19  3  5  6 5 12 13  2  6  10  39  32  22 

阿塞拜疆  12  19  19  4  5  5  7  10  10  6  19  19  1  0  2  0  0  0  4  9  11  1  9  6 3 6 5  2  6  5  36  26  27 

格鲁吉亚  25  42  45  6  12  14  23  43  51  19  42  45  3  10  5  3  8  1  13  21  21  1  3  18 7 7 6  6  7  6  25  27  31 

哈萨克斯坦  6  20  21  1  2  2  1  3  2  6  20  21  1  0  0  0  2  2  4  14  14  1  4  4 2 10 17  2  10  17  23  12  11 

吉尔吉斯斯坦  12  41  37  5  14  12  10  35  33  5  35  31  0  9  8  1  12  9  2  11  11  1  3  3 5 9 10  2  8  8  39  33  34 

蒙古  31  60  80  11  21  27  47  98  122  28  60  76  8  7  9  0  4  14  17  21  21  2  28  32 13 16 16  12  16  15  36  36  34 

塔吉克斯坦  9  23  30  5  12  17  6  18  25  2  19  22  1  8  12  0  3  5  0  3  4  0  4  1 5 7 7  1  6  5  52  55  57 

土库曼斯坦  1  3  4  0  1  1  1  3  5  1  3  4  0  0  1  0  -    0  0  2  2  0  1  1 3 10 15  3  10  15  36  30  34 

乌兹别克斯坦  13  54  47  2  12  6  1  6  3  12  54  47  1  8  2  3  24  21  7  15  16  2  8  8 6 23 16  6  23  16  17  22  14 

东亚和太平洋  1 125  1 998  2 008  249  540  644  1  4  5  1 039  1 978  1 955  126  267  310  100  194  146  654  991  884  160  526  615 9 13 13  9  13  13  22  27  32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5  33  24  3  10  3    . . .       . . .        . . .     15  33  24  3  9  1  1  3  2  11  19  17  1  2  4  10  6  5  10  6  5  19  30  12 

柬埔寨  50  75  72  19  31  27  9  18  15  41  75  72  7  16  15  3  14  12  17  15  21  14  29  24 10 9 8  8  9  8  37  41  38 

中国  396  738  543  17  26  29  0  0  0  395  738  543  10  4  4  23  38  3  347  652  486  14  45  49 14 29 24  14  29  24  4  4  5 

库克群岛  3  4  5  1  3  3  531  1 452  1 984  3  4  5  0  3  3  1  0  0  1  1  1  1  0  0 40 13 17  40  13  17  32  72  7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3  4  0  1  2  0  0  1  2  3  4  0  0  2  1  0  0  1  2  2  0  1  0 1 3 4  1  3  4  15  22  45 

斐济  11  26  24  3  9  5  30  91  54  11  26  24  2  3  1  0  6  1  6  5  14  3  11  8 20 33 22  20  33  22  28  34  22 

印度尼西亚  158  352  410  50  158  172  2  6  6  150  352  410  33  54  29  23  37  21  68  52  74  24  209  285 7 14 18  7  14  18  32  45  42 

基里巴斯  11  13  15  4  7  8  263  568  653  11  13  15  0  7  8  0  0  4  3  5  2  7  1  1 35 20 23  35  20  23  33  56  5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2  54  64  9  29  28  11  40  38  26  53  63  5  25  21  2  6  14  17  15  16  2  8  12 11 12 14  9  12  14  29  54  43 

马来西亚  18  39  38  1  3  3  0     . . .        . . .     18  39  38  0  0  0  4  2  1  12  32  30  2  5  6 8 16 15  8  16  15  6  7  8 

马绍尔群岛  12  2  28  6  1  24  779  127  2 828  1  2  22  0  0  20  0  0  0  0  1  1  0  1  0 18 2 35  2  2  28  47  48  8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4  1  48  11  0  45  677  30  2 956  2  1  43  0  0  42  0  -    -    1  0  0  0  0  0 18 0 41  1  0  37  48  75  94 

缅甸  12  40  64  6  24  45  1  5  10  12  40  64  5  22  44  0  3  5  5  11  13  1  5  2 10 11 12  10  11  12  50  60  71 

瑙鲁  0  4  5  0  2  1  15  1 309  714  0  4  5  -    0  -    -    0  3  0  0  1  0  3  2 0 11 17  0  11  17  46  45  18 

纽埃  5  2  5  2  1  3  13 168  3 824  20 259  4  1  3  0  -    2  -    0  -    1  1  1  3  0  0 41 10 22  32  4  17  45  29  67 

帕劳  4  1  1  2  1  0  1 093  506  341  1  1  1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13 4 10  4  4  10  45  66  32 

巴布亚新几内亚  98  100  103  44  54  46  52  51  36  97  100  103  27  38  3  8  13  1  28  18  14  34  32  85 18 15 14  18  15  14  45  54  44 

菲律宾  40  74  132  9  41  78  1  3  6  38  74  112  6  19  40  5  2  2  22  10  14  5  44  57 3 8 13  3  8  11  23  55  59 

萨摩亚  13  19  25  5  5  10  161  195  356  13  19  24  2  4  7  1  6  1  4  6  10  6  3  7 23 18 19  23  18  19  36  29  41 

所罗门群岛  8  23  30  2  14  11  113  273  346  7  21  29  0  12  9  1  3  9  3  5  8  3  1  4 7 7 10  6  6  10  29  61  37 

泰国  33  35  46  2  5  6  0  1  1  33  35  46  0  1  2  2  0  1  26  27  35  4  7  7 3 7 9  3  7  9  6  14  13 

东帝汶  20  43  35  5  20  12  27  102  62  16  43  35  2  4  2  5  3  7  7  4  6  2  32  19 7 16 12  6  16  12  23  46  34 

汤加  8  12  13  2  6  6  129  388  406  8  11  12  1  5  6  1  2  2  4  3  4  2  1  1 22 13 16  22  11  14  26  50  51 

图瓦卢  3  3  4  1  1  1  646  633  970  3  2  3  0  0  0  0  0  0  1  1  2  1  1  1 18 8 17  18  7  12  36  30  32 

瓦努阿图  17  17  22  3  6  11  107  164  310  17  17  22  0  3  10  6  5  3  5  4  7  6  5  2 33 19 21  32  18  20  19  33  50 

越南  133  285  253  41  84  65  4  12  10  117  270  235  21  36  36  11  50  54  62  104  106  24  81  40 8 7 5  7  7  5  31  29  26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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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34  902  868  218  364  330  5  7  7  513  874  841  163  218  197  73  112  105  188  279  299  89  264  239 8 8 9  7  8  8  41  40  38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0  42  52  4  7  11    . . .       . . .        . . .     10  42  52  1  5  6  1  9  3  3  25  33  6  4  10  4  5  4  4  5  4  35  16  21 

安提瓜和巴布达  0  0  0  0  0  0  17  10  43  0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2 1 19  2  1  19  39  23  11 

阿根廷  19  35  37  2  13  13  5  9  9  19  35  37  1  8  8  1  2  2  14  14  16  3  11  10 17 31 19  17  31  19  12  38  35 

阿鲁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巴多斯  0  -    -    -    -    -    5  -    -    0  -    -    -    -    -    -    -    -    0  -    -    -    -    -   4 - -  4  -  -  -    -  - 

伯利兹  0  3  3  0  1  2  10  65  56  0  3  3  0  0  1  0  0  0  0  2  0  0  1  0 3 12 9  3  12  9  61  22  64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86  62  52  55  24  20  62  42  35  82  61  52  45  8  8  15  13  12  7  9  8  16  31  24 8 9 8  7  9  8  64  39  38 

巴西  39  98  131  4  21  21     . . .        . . .        . . .     39  98  131  2  4  4  4  3  25  29  57  69  5  34  32 8 10 8  8  10  8  11  21  16 

智利  14  31  28  1  7  7  8  21  19  14  31  28  0  2  3  1  2  2  11  18  16  2  10  8 19 18 20  19  18  20  9  22  23 

哥伦比亚  32  65  64  5  17  16  7  15  15  32  65  64  2  10  11  3  6  5  21  35  37  6  14  11 4 6 8  4  6  8  16  26  26 

哥斯达黎加  3  9  11  0  2  4  6  18  24  3  9  11  0  1  3  0  1  1  3  4  4  0  3  3 5 12 18  5  12  18  11  27  39 

古巴  12  9  7  3  3  1  12  11  8  12  9  7  3  2  0  1  1  0  7  5  4  1  1  2 15 11 8  15  11  8  27  31  15 

多米尼克  1  2  1  0  1  0  115  259  105  0  1  0  -    -    -    0  -    -    0  0  0  -    0  0 7 7 3  3  3  0  29  37  48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  14  33  13  9  19  16  11  26  20  13  23  13  7  8  3  3  1  2  1  1  2  3  13 10 5 9  10  5  7  68  63  58 

厄瓜多尔  17  33  45  3  11  19  10  18  24  17  33  45  2  5  6  5  6  3  9  11  10  1  11  25 6 13 20  6  13  20  18  32  41 

萨尔瓦多  8  30  30  3  13  13  9  38  39  8  30  30  2  6  10  2  6  9  2  4  3  1  15  7 3 9 10  3  9  10  38  45  45 

格林纳达  0  1  0  -    0  0  11  65  33  0  0  0  -    -    -    0  0  0  0  0  0  -    0  0 1 6 7  1  3  7  -    27  7 

危地马拉  30  36  31  15  23  19  15  16  13  29  36  31  13  16  16  6  3  7  6  3  3  4  14  5 9 8 9  9  8  9  51  63  60 

圭亚那  17  2  3  6  1  2  151  14  25  15  2  3  3  0  2  7  -    0  1  1  1  4  1  1 19 1 3  16  1  3  35  42  63 

海地  23  139  94  12  88  54  17  99  66  23  130  83  10  61  33  1  15  7  7  10  12  6  43  31 12 8 7  12  8  7  53  63  57 

洪都拉斯  37  51  45  28  34  35  34  46  40  36  49  43  24  30  33  2  11  4  2  2  2  9  6  4 8 8 7  8  8  7  77  67  79 

牙买加  12  10  11  9  3  5  36     . . .        . . .     9  10  11  6  3  4  0  6  4  0  1  1  2  1  1 11 11 14  7  11  14  74  30  45 

墨西哥  31  58  59  2  9  9  2  4  4  31  58  59  1  2  3  6  3  4  22  38  40  2  15  12 14 5 11  14  5  11  6  16  16 

尼加拉瓜  60  40  27  34  18  18  71  51  35  51  36  27  23  12  14  3  11  4  13  4  3  12  9  7 9 7 5  7  6  5  56  47  64 

巴拿马  5  5  4  0  1  2  12  11  10  5  5  4  0  0  2  3  0  0  1  2  2  0  2  1 10 4 7  10  4  7  9  28  45 

巴拉圭  8  36  15  4  28  11  10  42  18  8  36  15  3  25  9  1  3  2  2  2  1  2  6  3 7 23 9  7  23  9  49  78  69 

秘鲁  33  56  47  9  20  18  9  16  13  33  51  47  7  10  11  6  6  4  15  19  18  5  15  14 5 7 8  5  6  8  27  36  38 

圣基茨和尼维斯  0  3  4  0  1  2  5  458  596  0  0  0  -    -    -    -    0  -    0  0  0  0  0  0 1 17 16  1  0  0  28  49  50 

圣卢西亚  1  4  4  0  2  2  34  199  202  1  3  3  0  0  0  0  1  -    0  0  0  0  1  3 4 10 14  4  7  11  34  37  5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  6  6  0  3  3  21  436  487  0  5  6  0  -    0  0  0  -    0  0  0  0  5  6 5 28 54  5  23  54  25  49  50 

苏里南  3  2  2  1  0  0  50  35  40  3  2  2  1  -    0  0  -    -    1  2  2  0  0  0 7 3 6  7  3  6  42  5  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    -    0  -    -    6  -    -    1  -    -    -    -    -    0  -    -    1  -    -    0  -    -   15 - -  15  -  -  1  -  - 

乌拉圭  3  6  6  1  2  2  10  20  19  3  6  6  0  0  1  0  1  1  2  2  2  1  3  2 19 15 21  19  15  21  17  29  3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8  15  16  1  3  3  3  5  5  8  15  16  1  1  1  1  2  1  6  9  9  1  4  4 11 34 33  11  34  33  10  18  22 

南亚和西亚  940  2 359  1 843  582  1 414  947  3  8  5  752  2 354  1 809  451  992  710  55  220  198  172  303  459  74  838  442 8 11 10  6  11  10  62  60  51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    2  2  -    0  0    . . .       . . .        . . .     -    2  2  -    0  0  -    1  1  -    1  1  -    0  0  -  3  1  -  3  1  -  19  8 

阿富汗  41  376  350  26  214  219  10  69  63  33  372  346  16  155  180  1  56  33  4  47  61  12  114  72 3 6 5  2  6  5  63  57  62 

孟加拉国  150  356  504  96  243  316  9  22  32  141  356  476  88  220  265  25  62  87  21  28  50  7  46  74 9 16 17  9  16  16  64  68  63 

不丹  9  8  5  5  2  1  85  84  48  9  8  4  3  1  1  2  1  2  1  5  1  3  1  1 14 6 3  14  6  2  53  20  23 

印度  368  770  257  272  565  100  3  6  2  349  770  257  253  486  89  13  48  15  65  78  131  18  158  22 10 15 7  10  15  7  74  73  3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8  68  76  1  1  1  5  13  14  38  68  76  1  0  1  1  1  0  36  64  74  0  2  1 25 59 55  25  59  55  2  2  1 

马尔代夫  9  4  2  3  1  1  178     . . .        . . .     9  4  2  3  0  0  2  1  0  3  2  1  1  1  1 40 9 3  40  9  3  37  20  47 

尼泊尔  53  166  157  34  75  73  17  48  46  50  166  157  26  26  41  3  19  28  8  22  25  13  100  62 11 16 17  10  16  17  64  45  46 

巴基斯坦  220  543  421  127  283  207  11  28  22  78  542  421  48  89  122  2  19  27  12  47  102  17  387  170 6 13 15  2  13  15  58  52  49 

斯里兰卡  52  65  69  18  29  30  32  37  39  45  65  69  12  14  11  7  11  5  22  11  14  3  29  39 7 6 7  6  6  7  34  44  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2 714  3 522  3 486  1 447  1 704  1 615  13  12  12  2 151  2 736  2 841  908  758  844  133  246  468  595  625  631  514  1 106  898 9 7 7  7  6  6  53  48  46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91  155  192  65  73  91    . . .       . . .        . . .     90  137  173  50  47  60  3  10  19  9  47  50  28  33  45  5  4  4  5  3  4  71  47  48 

安哥拉  42  26  27  25  11  8  14  3  2  42  26  27  19  8  6  1  7  13  11  3  4  12  7  4 8 11 9  8  11  9  59  44  28 

贝宁  43  77  67  16  41  31  13  26  19  38  70  56  11  27  15  4  5  7  18  16  14  4  22  21 12 11 12  11  10  10  37  53  46 

博茨瓦纳  3  19  3  0  9  1  1  28  3  3  19  3  0  0  0  1  0  0  1  2  1  1  17  2 6 14 3  6  14  3  15  46  35 

布基纳法索  89  140  125  53  76  76  26  28  28  62  101  75  35  35  45  7  9  5  10  14  13  11  42  12 13 14 10  9  10  6  60  54  61 

布隆迪  13  42  32  6  23  16  5  17  11  10  32  29  2  14  8  0  4  4  3  6  5  4  10  12 5 8 6  4  6  5  44  55  49 

喀麦隆  98  111  112  21  16  8  7  5  2  85  111  112  13  5  5  2  3  17  68  81  83  3  22  6 9 17 16  8  17  16  21  15  7 

佛得角  36  22  26  4  1  1  60  22  22  34  20  26  2  0  0  3  9  15  26  11  9  2  1  2 26 8 10  24  8  10  12  6  5 

中非共和国  9  19  14  1  9  5  2  13  8  9  19  9  1  2  1  1  1  1  7  3  4  1  12  4 13 7 6  13  7  4  12  46  38 

乍得  28  15  18  13  8  11  8  4  5  18  15  18  5  5  9  1  1  1  5  4  4  7  5  4 8 3 3  5  3  3  48  51  61 

科摩罗  13  14  13  4  3  1  50  28  11  13  13  12  4  0  1  1  0  1  8  8  10  0  5  0 36 24 11  35  23  10  31  23  10 

刚果  25  27  21  2  7  4  5  11  5  25  26  21  1  3  3  0  3  4  21  13  13  3  7  1 24 8 11  24  8  11  9  26  17 

科特迪瓦  91  180  94  32  81  36  12  26  12  53  31  40  8  5  9  2  4  10  33  18  21  10  4  1 8 12 2  5  2  1  35  45  38 

刚果民主共和国  123  130  116  56  75  70  7  7  6  30  96  116  5  48  59  4  13  15  13  15  21  9  20  21 3 2 4  1  1  4  45  58  60 

赤道几内亚  9  9  8  4  4  4  62  43  41  9  9  8  3  4  3  1  0  0  1  4  3  4  1  3 28 34 42  28  34  42  49  46  49 

厄立特里亚  19  54  28  8  28  9  14  38  11  19  54  18  4  10  1  3  6  1  3  2  11  8  37  5 6 44 21  6  44  13  45  52  31 

埃塞俄比亚  103  312  270  57  163  140  5     . . .        . . .     79  290  270  31  39  46  5  10  21  15  15  14  29  226  188 6 9 8  4  8  8  55  52  52 

加蓬  30  31  27  5  4  2  27  22  11  29  31  27  4  2  0  2  1  2  22  24  21  1  4  3 20 30 27  19  30  27  17  13  8 

冈比亚  10  6  10  6  3  5  29  11  19  8  5  6  5  1  3  1  1  2  1  0  0  1  3  1 12 5 7  11  4  4  63  50  56 

加纳  124  189  172  79  100  84  25  28  23  78  109  85  46  34  25  2  6  15  9  17  12  20  51  33 11 10 9  7  6  4  64  53  49 

几内亚  45  48  56  27  12  17  19  7  10  41  43  42  23  3  6  4  1  4  11  27  24  3  12  8 13 14 4  11  13  3  60  24  31 

几内亚比绍  10  11  8  4  5  4  20  21  16  10  9  8  4  2  3  1  0  1  5  2  2  0  5  2 7 3 10  7  3  10  42  48  50 

肯尼亚  87  127  147  55  66  71  10  10  10  82  65  101  50  29  29  5  10  18  21  13  16  7  14  38 13 5 5  12  2  3  64  52  48 

莱索托  24  23  14  12  12  7  34  33  22  21  19  3  7  1  2  5  1  1  2  0  0  6  17  1 21 8 5  18  7  1  50  50  53 

表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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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表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34  902  868  218  364  330  5  7  7  513  874  841  163  218  197  73  112  105  188  279  299  89  264  239 8 8 9  7  8  8  41  40  38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10  42  52  4  7  11    . . .       . . .        . . .     10  42  52  1  5  6  1  9  3  3  25  33  6  4  10  4  5  4  4  5  4  35  16  21 

安提瓜和巴布达  0  0  0  0  0  0  17  10  43  0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2 1 19  2  1  19  39  23  11 

阿根廷  19  35  37  2  13  13  5  9  9  19  35  37  1  8  8  1  2  2  14  14  16  3  11  10 17 31 19  17  31  19  12  38  35 

阿鲁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巴多斯  0  -    -    -    -    -    5  -    -    0  -    -    -    -    -    -    -    -    0  -    -    -    -    -   4 - -  4  -  -  -    -  - 

伯利兹  0  3  3  0  1  2  10  65  56  0  3  3  0  0  1  0  0  0  0  2  0  0  1  0 3 12 9  3  12  9  61  22  64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86  62  52  55  24  20  62  42  35  82  61  52  45  8  8  15  13  12  7  9  8  16  31  24 8 9 8  7  9  8  64  39  38 

巴西  39  98  131  4  21  21     . . .        . . .        . . .     39  98  131  2  4  4  4  3  25  29  57  69  5  34  32 8 10 8  8  10  8  11  21  16 

智利  14  31  28  1  7  7  8  21  19  14  31  28  0  2  3  1  2  2  11  18  16  2  10  8 19 18 20  19  18  20  9  22  23 

哥伦比亚  32  65  64  5  17  16  7  15  15  32  65  64  2  10  11  3  6  5  21  35  37  6  14  11 4 6 8  4  6  8  16  26  26 

哥斯达黎加  3  9  11  0  2  4  6  18  24  3  9  11  0  1  3  0  1  1  3  4  4  0  3  3 5 12 18  5  12  18  11  27  39 

古巴  12  9  7  3  3  1  12  11  8  12  9  7  3  2  0  1  1  0  7  5  4  1  1  2 15 11 8  15  11  8  27  31  15 

多米尼克  1  2  1  0  1  0  115  259  105  0  1  0  -    -    -    0  -    -    0  0  0  -    0  0 7 7 3  3  3  0  29  37  48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  14  33  13  9  19  16  11  26  20  13  23  13  7  8  3  3  1  2  1  1  2  3  13 10 5 9  10  5  7  68  63  58 

厄瓜多尔  17  33  45  3  11  19  10  18  24  17  33  45  2  5  6  5  6  3  9  11  10  1  11  25 6 13 20  6  13  20  18  32  41 

萨尔瓦多  8  30  30  3  13  13  9  38  39  8  30  30  2  6  10  2  6  9  2  4  3  1  15  7 3 9 10  3  9  10  38  45  45 

格林纳达  0  1  0  -    0  0  11  65  33  0  0  0  -    -    -    0  0  0  0  0  0  -    0  0 1 6 7  1  3  7  -    27  7 

危地马拉  30  36  31  15  23  19  15  16  13  29  36  31  13  16  16  6  3  7  6  3  3  4  14  5 9 8 9  9  8  9  51  63  60 

圭亚那  17  2  3  6  1  2  151  14  25  15  2  3  3  0  2  7  -    0  1  1  1  4  1  1 19 1 3  16  1  3  35  42  63 

海地  23  139  94  12  88  54  17  99  66  23  130  83  10  61  33  1  15  7  7  10  12  6  43  31 12 8 7  12  8  7  53  63  57 

洪都拉斯  37  51  45  28  34  35  34  46  40  36  49  43  24  30  33  2  11  4  2  2  2  9  6  4 8 8 7  8  8  7  77  67  79 

牙买加  12  10  11  9  3  5  36     . . .        . . .     9  10  11  6  3  4  0  6  4  0  1  1  2  1  1 11 11 14  7  11  14  74  30  45 

墨西哥  31  58  59  2  9  9  2  4  4  31  58  59  1  2  3  6  3  4  22  38  40  2  15  12 14 5 11  14  5  11  6  16  16 

尼加拉瓜  60  40  27  34  18  18  71  51  35  51  36  27  23  12  14  3  11  4  13  4  3  12  9  7 9 7 5  7  6  5  56  47  64 

巴拿马  5  5  4  0  1  2  12  11  10  5  5  4  0  0  2  3  0  0  1  2  2  0  2  1 10 4 7  10  4  7  9  28  45 

巴拉圭  8  36  15  4  28  11  10  42  18  8  36  15  3  25  9  1  3  2  2  2  1  2  6  3 7 23 9  7  23  9  49  78  69 

秘鲁  33  56  47  9  20  18  9  16  13  33  51  47  7  10  11  6  6  4  15  19  18  5  15  14 5 7 8  5  6  8  27  36  38 

圣基茨和尼维斯  0  3  4  0  1  2  5  458  596  0  0  0  -    -    -    -    0  -    0  0  0  0  0  0 1 17 16  1  0  0  28  49  50 

圣卢西亚  1  4  4  0  2  2  34  199  202  1  3  3  0  0  0  0  1  -    0  0  0  0  1  3 4 10 14  4  7  11  34  37  5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  6  6  0  3  3  21  436  487  0  5  6  0  -    0  0  0  -    0  0  0  0  5  6 5 28 54  5  23  54  25  49  50 

苏里南  3  2  2  1  0  0  50  35  40  3  2  2  1  -    0  0  -    -    1  2  2  0  0  0 7 3 6  7  3  6  42  5  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    -    0  -    -    6  -    -    1  -    -    -    -    -    0  -    -    1  -    -    0  -    -   15 - -  15  -  -  1  -  - 

乌拉圭  3  6  6  1  2  2  10  20  19  3  6  6  0  0  1  0  1  1  2  2  2  1  3  2 19 15 21  19  15  21  17  29  3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8  15  16  1  3  3  3  5  5  8  15  16  1  1  1  1  2  1  6  9  9  1  4  4 11 34 33  11  34  33  10  18  22 

南亚和西亚  940  2 359  1 843  582  1 414  947  3  8  5  752  2 354  1 809  451  992  710  55  220  198  172  303  459  74  838  442 8 11 10  6  11  10  62  60  51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    2  2  -    0  0    . . .       . . .        . . .     -    2  2  -    0  0  -    1  1  -    1  1  -    0  0  -  3  1  -  3  1  -  19  8 

阿富汗  41  376  350  26  214  219  10  69  63  33  372  346  16  155  180  1  56  33  4  47  61  12  114  72 3 6 5  2  6  5  63  57  62 

孟加拉国  150  356  504  96  243  316  9  22  32  141  356  476  88  220  265  25  62  87  21  28  50  7  46  74 9 16 17  9  16  16  64  68  63 

不丹  9  8  5  5  2  1  85  84  48  9  8  4  3  1  1  2  1  2  1  5  1  3  1  1 14 6 3  14  6  2  53  20  23 

印度  368  770  257  272  565  100  3  6  2  349  770  257  253  486  89  13  48  15  65  78  131  18  158  22 10 15 7  10  15  7  74  73  3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8  68  76  1  1  1  5  13  14  38  68  76  1  0  1  1  1  0  36  64  74  0  2  1 25 59 55  25  59  55  2  2  1 

马尔代夫  9  4  2  3  1  1  178     . . .        . . .     9  4  2  3  0  0  2  1  0  3  2  1  1  1  1 40 9 3  40  9  3  37  20  47 

尼泊尔  53  166  157  34  75  73  17  48  46  50  166  157  26  26  41  3  19  28  8  22  25  13  100  62 11 16 17  10  16  17  64  45  46 

巴基斯坦  220  543  421  127  283  207  11  28  22  78  542  421  48  89  122  2  19  27  12  47  102  17  387  170 6 13 15  2  13  15  58  52  49 

斯里兰卡  52  65  69  18  29  30  32  37  39  45  65  69  12  14  11  7  11  5  22  11  14  3  29  39 7 6 7  6  6  7  34  44  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2 714  3 522  3 486  1 447  1 704  1 615  13  12  12  2 151  2 736  2 841  908  758  844  133  246  468  595  625  631  514  1 106  898 9 7 7  7  6  6  53  48  46 

该地区内未分配额  91  155  192  65  73  91    . . .       . . .        . . .     90  137  173  50  47  60  3  10  19  9  47  50  28  33  45  5  4  4  5  3  4  71  47  48 

安哥拉  42  26  27  25  11  8  14  3  2  42  26  27  19  8  6  1  7  13  11  3  4  12  7  4 8 11 9  8  11  9  59  44  28 

贝宁  43  77  67  16  41  31  13  26  19  38  70  56  11  27  15  4  5  7  18  16  14  4  22  21 12 11 12  11  10  10  37  53  46 

博茨瓦纳  3  19  3  0  9  1  1  28  3  3  19  3  0  0  0  1  0  0  1  2  1  1  17  2 6 14 3  6  14  3  15  46  35 

布基纳法索  89  140  125  53  76  76  26  28  28  62  101  75  35  35  45  7  9  5  10  14  13  11  42  12 13 14 10  9  10  6  60  54  61 

布隆迪  13  42  32  6  23  16  5  17  11  10  32  29  2  14  8  0  4  4  3  6  5  4  10  12 5 8 6  4  6  5  44  55  49 

喀麦隆  98  111  112  21  16  8  7  5  2  85  111  112  13  5  5  2  3  17  68  81  83  3  22  6 9 17 16  8  17  16  21  15  7 

佛得角  36  22  26  4  1  1  60  22  22  34  20  26  2  0  0  3  9  15  26  11  9  2  1  2 26 8 10  24  8  10  12  6  5 

中非共和国  9  19  14  1  9  5  2  13  8  9  19  9  1  2  1  1  1  1  7  3  4  1  12  4 13 7 6  13  7  4  12  46  38 

乍得  28  15  18  13  8  11  8  4  5  18  15  18  5  5  9  1  1  1  5  4  4  7  5  4 8 3 3  5  3  3  48  51  61 

科摩罗  13  14  13  4  3  1  50  28  11  13  13  12  4  0  1  1  0  1  8  8  10  0  5  0 36 24 11  35  23  10  31  23  10 

刚果  25  27  21  2  7  4  5  11  5  25  26  21  1  3  3  0  3  4  21  13  13  3  7  1 24 8 11  24  8  11  9  26  17 

科特迪瓦  91  180  94  32  81  36  12  26  12  53  31  40  8  5  9  2  4  10  33  18  21  10  4  1 8 12 2  5  2  1  35  45  38 

刚果民主共和国  123  130  116  56  75  70  7  7  6  30  96  116  5  48  59  4  13  15  13  15  21  9  20  21 3 2 4  1  1  4  45  58  60 

赤道几内亚  9  9  8  4  4  4  62  43  41  9  9  8  3  4  3  1  0  0  1  4  3  4  1  3 28 34 42  28  34  42  49  46  49 

厄立特里亚  19  54  28  8  28  9  14  38  11  19  54  18  4  10  1  3  6  1  3  2  11  8  37  5 6 44 21  6  44  13  45  52  31 

埃塞俄比亚  103  312  270  57  163  140  5     . . .        . . .     79  290  270  31  39  46  5  10  21  15  15  14  29  226  188 6 9 8  4  8  8  55  52  52 

加蓬  30  31  27  5  4  2  27  22  11  29  31  27  4  2  0  2  1  2  22  24  21  1  4  3 20 30 27  19  30  27  17  13  8 

冈比亚  10  6  10  6  3  5  29  11  19  8  5  6  5  1  3  1  1  2  1  0  0  1  3  1 12 5 7  11  4  4  63  50  56 

加纳  124  189  172  79  100  84  25  28  23  78  109  85  46  34  25  2  6  15  9  17  12  20  51  33 11 10 9  7  6  4  64  53  49 

几内亚  45  48  56  27  12  17  19  7  10  41  43  42  23  3  6  4  1  4  11  27  24  3  12  8 13 14 4  11  13  3  60  24  31 

几内亚比绍  10  11  8  4  5  4  20  21  16  10  9  8  4  2  3  1  0  1  5  2  2  0  5  2 7 3 10  7  3  10  42  48  50 

肯尼亚  87  127  147  55  66  71  10  10  10  82  65  101  50  29  29  5  10  18  21  13  16  7  14  38 13 5 5  12  2  3  64  52  48 

莱索托  24  23  14  12  12  7  34  33  22  21  19  3  7  1  2  5  1  1  2  0  0  6  17  1 21 8 5  18  7  1  50  50  53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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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利比里亚  3  44  41  2  33  32  5  50  47  3  36  34  2  27  27  0  4  3  0  2  1  1  4  3 3 5 7  3  4  6  71  74  78 

马达加斯加  83  49  43  36  23  17  15  8  6  65  49  43  21  18  13  2  3  5  29  18  18  14  10  7 12 11 11  10  11  11  44  47  39 

马拉维  74  68  128  43  55  80  20  22  31  70  68  94  29  46  56  16  2  19  2  2  5  23  18  14 12 9 11  12  9  8  58  81  62 

马里  101  151  69  54  84  40  31  37  17  78  117  67  30  44  34  6  9  8  17  17  15  25  48  10 14 12 7  11  9  6  54  56  57 

毛里求斯  17  28  28  0  10  9  3  92  86  17  14  14  0  2  2  -    1  3  16  10  9  0  1  0 35 14 14  35  7  7  2  35  32 

莫桑比克  152  245  216  85  136  105  23  28  21  111  159  147  47  50  35  3  10  27  25  14  13  35  85  72 6 12 10  5  8  7  56  55  49 

纳米比亚  26  32  62  14  14  26  38  36  69  26  32  62  12  1  3  7  3  9  4  3  4  4  25  45 18 11 20  18  11  20  52  43  42 

尼日尔  56  40  54  29  19  29  15  7  10  35  22  28  8  7  14  3  3  4  3  6  6  20  6  4 11 6 6  7  3  3  51  48  54 

尼日利亚  33  137  147  17  55  50  1  2  2  32  137  147  12  24  25  2  15  26  9  37  47  9  61  49 8 7 7  8  7  7  51  40  34 

卢旺达  62  141  73  27  63  29  21  34  16  44  108  58  5  12  8  5  19  12  7  10  11  26  67  28 13 11 8  9  9  7  44  44  4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6  8  8  1  2  2  43  67  53  5  8  8  1  1  1  1  2  3  3  4  3  0  2  1 14 12 17  13  12  17  18  22  18 

塞内加尔  117  171  224  38  65  76  23  32  36  111  156  181  21  30  32  3  17  39  57  53  65  30  56  45 17 16 19  16  15  16  33  38  34 

塞舌尔  1  2  2  0  1  1  49  67  102  1  1  1  -    -    0  0  0  -    0  1  1  1  0  0 18 7 5  18  4  3  37  31  41 

塞拉利昂  23  28  29  15  15  15  21  16  16  11  18  21  8  8  10  1  5  5  1  2  4  2  3  2 5 7 7  2  4  5  63  53  53 

索马里  5  25  49  4  18  31  3  11  18  5  25  49  3  17  23  -    5  8  0  0  1  1  2  17 2 3 5  2  3  5  79  72  64 

南非  118  90  105  54  53  66  8  8  10  118  90  95  44  42  52  9  8  5  44  19  21  21  22  17 22 6 8  22  6  7  46  59  63 

南苏丹*     . . .     51  66     . . .     36  45     . . .     21  26     . . .     51  66     . . .     28  31     . . .     6  4     . . .     1  2     . . .     16  29    . . .   5 4     . . .     5  4     . . .     71  68 

斯威士兰  3  20  8  2  11  6  7  51  31  3  20  8 0 2 6  0  1  0  0  0  0  3  17  2 11 15 8  11  15  8  47  53  85 

多哥  14  31  16  1  13  4  2  13  4  14  25  16  1  7  3  0  2  1  12  10  10  1  7  2 17 3 6  17  2  6  9  43  25 

乌干达  217  82  126  153  50  37  28  7  5  187  69  116  107  34  26  6  5  64  13  11  14  61  18  12 19 5 8  16  4  7  70  61  2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96  183  260  226  58  121  33  7  14  225  102  192  177  11  41  6  21  42  15  57  18  26  13  92 15 7 9  12  4  7  76  32  46 

赞比亚  133  77  66  83  41  39  41  15  14  92  46  45  46  9  17  5  1  1  8  3  4  33  32  23 10 7 7  7  4  4  62  53  59 

津巴布韦  13  32  65  6  20  52  2  8  21  13  32  65  4  12  49  0  0  5  5  4  6  4  15  6 6 5 6  6  5  6  44  62  80 

海外领土**  239  70  70  119  25  25     . . .        . . .        . . .     234  68  66  1  12  12  1  30  31  1  1  1  231  24  22 65 25 20  63  25  19    5 0    36    3 5    

安圭拉（英国）  1  0  1  0  0  0  79     . . .        . . .     1  -    0  -    -    0  0  -    -    0  -    0  0  -    -   23 16 18  23  -    0  18  50  50 

马约特（法国）  168  -    -    84  -    -       . . .        . . .        . . .     168  -    -    -    -    -    -    -    -    0  -    -    167  -    -   76  -    -    76  -    -    50  -    -   

蒙特塞拉特（英国）  5  1  2  2  0  1  5 959     . . .     1 975  0  1  1  0  -    -    -    -    -    0  0  0 -  1  1 10 3 5  0  3  2  52  37  43 

圣赫勒拿（英国）  0  1  0  0  0  0     . . .        . . .        . . .     0  1  0  -    -    -    0  0  -    -    -    0  0  0  0 7 1 0  7  1  0  6  17  23 

托克劳（新西兰）  6  3  2  3  1  1  12 967  7 549  7 496  5  0  -    0  -    -    -    -    -    1  0  -    4  -    -   52 13 11  45  2  -    49  41  50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  0  -    -    0  -    -    222     . . .        . . .     0  -    -    0  -    -    -    -    -    -    -    -    -    -    -   19  -    -    19  -    -    100  -    -   

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国）  60  65  64  30  23  22  60  65  64  -    12  12  -    30  31  0  1  1  60  23  21 75 53 53  75  53  53  50  36  34 

未按地区或国家分配
的金额

 539  1 423  1 394  83  631  661    . . .       . . .        . . .     538  1 423  1 382  44  513  518  13  53  63  404  620  526  77  238  275 5 5 5  5  5  5  15  44  47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低收入国家  2 044  3 386  3 453  1 192  1 838  1 859  12  15  16  1 590  2 888  3 009  774  1 055  1 195  118  340  471  316  425  459  382  1 068  883 8 7 8  7  6  7  58  54  54 

中低收入国家  2 824  5 090  4 459  1 219  2 512  1 751  5  9  6  2 377  4 703  4 097  799  1 486  833  194  432  476  991  1 119  1 312  393  1 666  1 475 9 12 10  8  11  9  43  49  39 

中高收入国家  1 692  2 667  2 725  347  599  664  2  4  4  1 518  2 582  2 598  180  342  331  141  177  193  1 038  1 633  1 536  159  430  539 10 11 12  9  11  11  20  22  24 

高收入国家  42  50  48  8  14  15  1  2  3  42  47  43  4  6  6  5  3  3  26  24  21  7  14  13 13 18 22  13  17  20  18  29  32 

未按收入分配的金额  907  1 835  1 900  275  743  790     . . .        . . .        . . .     903  1 817  1 869  102  584  594  20  109  122  438  825  791  344  299  362 6 5 5  6  5  5  30  40  42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阿拉伯国家  1 003  1 919  2 048  216  860  686  6  21  17  864  1 828  1 900  109  645  300  62  109  161  617  737  816  75  337  623 13 14 13  11  13  12  22  45  33 

中欧和东欧  290  500  519  86  70  71  8  6  6  253  477  502  41  20  25  31  31  30  127  350  371  54  76  75 6 6 6  5  6  6  30  14  14 

中亚  126  333  348  42  99  99  6  15  17  88  301  320  17  48  44  8  64  62  51  120  132  12  68  83 6 11 10  4  10  10  33  30  28 

东亚和太平洋  1 125  1 998  2 008  249  540  644  1  4  5  1 039  1 978  1 955  126  267  310  100  194  146  654  991  884  160  526  615 9 13 13  9  13  13  22  27  3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34  902  868  218  364  330  5  7  7  513  874  841  163  218  197  73  112  105  188  279  299  89  264  239 8 8 9  7  8  8  41  40  38 

南亚和西亚  940  2 359  1 843  582  1 414  947  3  8  5  752  2 354  1 809  451  992  710  55  220  198  172  303  459  74  838  442 8 11 10  6  11  10  62  60  51 

撒哈拉以南非洲  2 714  3 522  3 486  1 447  1 704  1 615  13  12  12  2 151  2 736  2 841  908  758  844  133  246  468  595  625  631  514  1 106  898 9 7 7  7  6  6  53  48  46 

海外领土  239  70  70  119  25  25     . . .        . . .        . . .     234  68  66  1  12  12  1  30  31  1  1  1  231  24  22 65 25 20  63  25  19  50  36  35 

未按地区或国家分配
的金额

 539  1 423  1 394  83  631  661     . . .        . . .        . . .     538  1 423  1 382  44  513  518  13  53  63  404  620  526  77  238  275 5 5 5  5  5  5  15  44  47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表 3 （ 续 ）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贷方报告制度数据库（OECD-DAC CRS 

databases，2014）。

*2002—2003年的援助付款数据是指2011年分裂前苏丹的数据。2011年以
后的援助付款数据根据经合组织的划分，分别报告苏丹和南苏丹的数
据。

**根据经合组织发援会官方发展援助接受方名单界定。

（…）表示无相关数据， （-）表示零值。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与表2不匹配的原因是，发援会数据
库为捐助方所用，贷方报告制度数据库为接受方所用，两者的官方发展

援助总额不一致。

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未被列入表中，因为2005年它们被从经合组织发援
会官方发展援助接受方名单中删除。然而，2002—2003年它们接受的援
助计入了总额。

按收入分列的国家分类依据的是截至2013年7月世界银行的名单。

所有数据均表示总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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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表

国家或地区

教育援助总额 基础教育援助总额
每名小学适龄儿童的基

础教育援助总额 直接教育援助 基础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教育直接援助 中等后教育直接援助 等级不详的教育直接援助 教育在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中所占份额（%）

直接教育援助在可按部门分配的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

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总额中所占
份额（%）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12年百万美元不变价格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2002–2003 
年平均值 2011 2012

利比里亚  3  44  41  2  33  32  5  50  47  3  36  34  2  27  27  0  4  3  0  2  1  1  4  3 3 5 7  3  4  6  71  74  78 

马达加斯加  83  49  43  36  23  17  15  8  6  65  49  43  21  18  13  2  3  5  29  18  18  14  10  7 12 11 11  10  11  11  44  47  39 

马拉维  74  68  128  43  55  80  20  22  31  70  68  94  29  46  56  16  2  19  2  2  5  23  18  14 12 9 11  12  9  8  58  81  62 

马里  101  151  69  54  84  40  31  37  17  78  117  67  30  44  34  6  9  8  17  17  15  25  48  10 14 12 7  11  9  6  54  56  57 

毛里求斯  17  28  28  0  10  9  3  92  86  17  14  14  0  2  2  -    1  3  16  10  9  0  1  0 35 14 14  35  7  7  2  35  32 

莫桑比克  152  245  216  85  136  105  23  28  21  111  159  147  47  50  35  3  10  27  25  14  13  35  85  72 6 12 10  5  8  7  56  55  49 

纳米比亚  26  32  62  14  14  26  38  36  69  26  32  62  12  1  3  7  3  9  4  3  4  4  25  45 18 11 20  18  11  20  52  43  42 

尼日尔  56  40  54  29  19  29  15  7  10  35  22  28  8  7  14  3  3  4  3  6  6  20  6  4 11 6 6  7  3  3  51  48  54 

尼日利亚  33  137  147  17  55  50  1  2  2  32  137  147  12  24  25  2  15  26  9  37  47  9  61  49 8 7 7  8  7  7  51  40  34 

卢旺达  62  141  73  27  63  29  21  34  16  44  108  58  5  12  8  5  19  12  7  10  11  26  67  28 13 11 8  9  9  7  44  44  4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6  8  8  1  2  2  43  67  53  5  8  8  1  1  1  1  2  3  3  4  3  0  2  1 14 12 17  13  12  17  18  22  18 

塞内加尔  117  171  224  38  65  76  23  32  36  111  156  181  21  30  32  3  17  39  57  53  65  30  56  45 17 16 19  16  15  16  33  38  34 

塞舌尔  1  2  2  0  1  1  49  67  102  1  1  1  -    -    0  0  0  -    0  1  1  1  0  0 18 7 5  18  4  3  37  31  41 

塞拉利昂  23  28  29  15  15  15  21  16  16  11  18  21  8  8  10  1  5  5  1  2  4  2  3  2 5 7 7  2  4  5  63  53  53 

索马里  5  25  49  4  18  31  3  11  18  5  25  49  3  17  23  -    5  8  0  0  1  1  2  17 2 3 5  2  3  5  79  72  64 

南非  118  90  105  54  53  66  8  8  10  118  90  95  44  42  52  9  8  5  44  19  21  21  22  17 22 6 8  22  6  7  46  59  63 

南苏丹*     . . .     51  66     . . .     36  45     . . .     21  26     . . .     51  66     . . .     28  31     . . .     6  4     . . .     1  2     . . .     16  29    . . .   5 4     . . .     5  4     . . .     71  68 

斯威士兰  3  20  8  2  11  6  7  51  31  3  20  8 0 2 6  0  1  0  0  0  0  3  17  2 11 15 8  11  15  8  47  53  85 

多哥  14  31  16  1  13  4  2  13  4  14  25  16  1  7  3  0  2  1  12  10  10  1  7  2 17 3 6  17  2  6  9  43  25 

乌干达  217  82  126  153  50  37  28  7  5  187  69  116  107  34  26  6  5  64  13  11  14  61  18  12 19 5 8  16  4  7  70  61  2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96  183  260  226  58  121  33  7  14  225  102  192  177  11  41  6  21  42  15  57  18  26  13  92 15 7 9  12  4  7  76  32  46 

赞比亚  133  77  66  83  41  39  41  15  14  92  46  45  46  9  17  5  1  1  8  3  4  33  32  23 10 7 7  7  4  4  62  53  59 

津巴布韦  13  32  65  6  20  52  2  8  21  13  32  65  4  12  49  0  0  5  5  4  6  4  15  6 6 5 6  6  5  6  44  62  80 

海外领土**  239  70  70  119  25  25     . . .        . . .        . . .     234  68  66  1  12  12  1  30  31  1  1  1  231  24  22 65 25 20  63  25  19    5 0    36    3 5    

安圭拉（英国）  1  0  1  0  0  0  79     . . .        . . .     1  -    0  -    -    0  0  -    -    0  -    0  0  -    -   23 16 18  23  -    0  18  50  50 

马约特（法国）  168  -    -    84  -    -       . . .        . . .        . . .     168  -    -    -    -    -    -    -    -    0  -    -    167  -    -   76  -    -    76  -    -    50  -    -   

蒙特塞拉特（英国）  5  1  2  2  0  1  5 959     . . .     1 975  0  1  1  0  -    -    -    -    -    0  0  0 -  1  1 10 3 5  0  3  2  52  37  43 

圣赫勒拿（英国）  0  1  0  0  0  0     . . .        . . .        . . .     0  1  0  -    -    -    0  0  -    -    -    0  0  0  0 7 1 0  7  1  0  6  17  23 

托克劳（新西兰）  6  3  2  3  1  1  12 967  7 549  7 496  5  0  -    0  -    -    -    -    -    1  0  -    4  -    -   52 13 11  45  2  -    49  41  50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  0  -    -    0  -    -    222     . . .        . . .     0  -    -    0  -    -    -    -    -    -    -    -    -    -    -   19  -    -    19  -    -    100  -    -   

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国）  60  65  64  30  23  22  60  65  64  -    12  12  -    30  31  0  1  1  60  23  21 75 53 53  75  53  53  50  36  34 

未按地区或国家分配
的金额

 539  1 423  1 394  83  631  661    . . .       . . .        . . .     538  1 423  1 382  44  513  518  13  53  63  404  620  526  77  238  275 5 5 5  5  5  5  15  44  47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低收入国家  2 044  3 386  3 453  1 192  1 838  1 859  12  15  16  1 590  2 888  3 009  774  1 055  1 195  118  340  471  316  425  459  382  1 068  883 8 7 8  7  6  7  58  54  54 

中低收入国家  2 824  5 090  4 459  1 219  2 512  1 751  5  9  6  2 377  4 703  4 097  799  1 486  833  194  432  476  991  1 119  1 312  393  1 666  1 475 9 12 10  8  11  9  43  49  39 

中高收入国家  1 692  2 667  2 725  347  599  664  2  4  4  1 518  2 582  2 598  180  342  331  141  177  193  1 038  1 633  1 536  159  430  539 10 11 12  9  11  11  20  22  24 

高收入国家  42  50  48  8  14  15  1  2  3  42  47  43  4  6  6  5  3  3  26  24  21  7  14  13 13 18 22  13  17  20  18  29  32 

未按收入分配的金额  907  1 835  1 900  275  743  790     . . .        . . .        . . .     903  1 817  1 869  102  584  594  20  109  122  438  825  791  344  299  362 6 5 5  6  5  5  30  40  42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阿拉伯国家  1 003  1 919  2 048  216  860  686  6  21  17  864  1 828  1 900  109  645  300  62  109  161  617  737  816  75  337  623 13 14 13  11  13  12  22  45  33 

中欧和东欧  290  500  519  86  70  71  8  6  6  253  477  502  41  20  25  31  31  30  127  350  371  54  76  75 6 6 6  5  6  6  30  14  14 

中亚  126  333  348  42  99  99  6  15  17  88  301  320  17  48  44  8  64  62  51  120  132  12  68  83 6 11 10  4  10  10  33  30  28 

东亚和太平洋  1 125  1 998  2 008  249  540  644  1  4  5  1 039  1 978  1 955  126  267  310  100  194  146  654  991  884  160  526  615 9 13 13  9  13  13  22  27  3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34  902  868  218  364  330  5  7  7  513  874  841  163  218  197  73  112  105  188  279  299  89  264  239 8 8 9  7  8  8  41  40  38 

南亚和西亚  940  2 359  1 843  582  1 414  947  3  8  5  752  2 354  1 809  451  992  710  55  220  198  172  303  459  74  838  442 8 11 10  6  11  10  62  60  51 

撒哈拉以南非洲  2 714  3 522  3 486  1 447  1 704  1 615  13  12  12  2 151  2 736  2 841  908  758  844  133  246  468  595  625  631  514  1 106  898 9 7 7  7  6  6  53  48  46 

海外领土  239  70  70  119  25  25     . . .        . . .        . . .     234  68  66  1  12  12  1  30  31  1  1  1  231  24  22 65 25 20  63  25  19  50  36  35 

未按地区或国家分配
的金额

 539  1 423  1 394  83  631  661     . . .        . . .        . . .     538  1 423  1 382  44  513  518  13  53  63  404  620  526  77  238  275 5 5 5  5  5  5  15  44  47 

总计  7 510  13 027  12 584  3 041  5 707  5 079  5  9  8  6 431  12 037  11 616  1 859  3 473  2 959  478  1 060  1 265  2 809  4 027  4 120  1 285  3 478  3 272 9 9 8  7  8  8  40  44  40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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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 整的净入学率（ANER）。特定教育等级正

规年龄组的人口中，进入该教育等级或更

高教育等级学习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

成人 识字率。指15岁及以上识字者人数占该年

龄组总人口的百分比。

某一 年龄的入学率（ASER）。指某一年龄或

年龄组入学人数占同一年龄组人口的百分

比，而不管入学学生的教育水平如何。

教育 等级的普及率。比某一教育等级最高年级

的正规年龄高出3—5岁的儿童中，曾经进

入该教育等级最高年级者所占的百分比。

例如，某国六年制初等教育中，进入最高

年级的正规年龄为11岁，那么其初等教育

普及率为14—16岁人口中曾读过六年级者

所占的百分比。

儿童 或5岁以下人口死亡率。从出生到满5岁时

的死亡概率，表示为每1 000名活产儿的死

亡人数。

受冲 突影响的国家。在特定年份，任何在最近

10年中因战斗死亡人数达到1 000人（包括

平民和军人），或者在过去3年中的任何

一年因战斗死亡200人以上的国家，根据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中的战斗死亡数据

集统计。

不变 价格。特定物品价格，经调整后消除了特

定基线年份以来整体价格变动（通货膨

胀）的总体影响。

年级 辍学率。特定学年特定年级辍学学生的百

分比。

幼儿 保育和教育（ECCE）。各种服务和计划，

支助儿童从出生到上小学期间的生存、成

长、发展和学习——包括健康、营养和卫

生，以及认知、社交、情感和体质发展。

全民 教育发展指数（EDI）。指计量全民教育总

体进展程度的综合指数。目前，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包含四项最便于量化的全民教育

目标，即：以经调整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

计量的普及初等教育目标；以成人识字率

计量的成人扫盲目标；以按性别划分的全

民教育指数计量的性别均等目标；以五年

级续读率计量的教育质量目标。全民教育

发展指数就是这四项指标观察值的算术平

均数。

预期 年龄组完成率。小学正规入学年龄的儿童

中，预期入学并完成初等教育的百分比。

它由两部分计算得出：一名初等教育正规

入学年龄的儿童及时入学或推迟入学的概

率（预期净招生率）；一名已经进入初等

教育的儿童完成该等级教育的概率（年龄

组完成率）。

性别 均等指数（GPI）。在某一特定指标中女

性指数对男性指数的比率。若GPI在0.97—

1.03之间，表明性别均等。若GPI小于

0.97，则表示有利于男性的不均等。若GPI

大于1.03，则表示有利于女性的不均等。

国内 生产总值（GDP）。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

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价值

（另见国民生产总值）。

毛入 学率（GER）。指某一特定教育等级的注

册学生总数在对应于该项教育等级的正规

年龄组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而不管年龄

大小。由于入学早晚和（或）留级的缘

故，毛入学率有可能超过100%。

毛招 生率（GIR）。指初等教育特定年级的新

生总数占正规小学该年级适龄人口的百分

比，而不论年龄大小。

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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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 总收入（GNI）。指一个国家在一年里生

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价值（国

内生产总值）加上常住居民来自国外的收

入，并减去非常住居民的收入后的价值。

国民生产总值（GNP）。现称国民总收入。

婴儿 死亡率。婴儿从出生到1周岁时死亡的概

率，表示为每1 000名活产儿的死亡人数。

《国 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作为一种

工具用于收集、汇编和表述国家和国际上

可比较教育指标及统计数据的分类系统。

该系统从1976年开始实行，1997年和2011

年业经修订。

识字 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8年的定

义，该术语指一个人能读、写和理解与其

日常生活有关的简短文章。此后，识字能

力的概念已演化到包括多种技能范畴，每

一范畴都以不同程度掌握技能为基础，分

别用于不同目的。

净就 读率（NAR）。特定教育等级正规年龄组

的学生接受该等级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

总人口的百分比。

净入 学率（NER）。特定教育等级正规年龄组

的入学人数占该年龄组总人口的百分比。

净招 生率（NIR）。初等教育一年级招收的小

学正规入学年龄新生人数占该年龄总人口

的百分比。

新生 人数。指特定教育等级初次入学的学生人

数，亦即一年级入学人数减去留级人数之

差。

失学 率。指比小学正规入学年龄高出3—5岁的

儿童中，从未上过学的人所占的百分比。

例如，某国正规入学年龄是6岁，本指标

是从9—11岁的儿童中统计的。

失学 青少年。指属于初中年龄段而没有进入小

学或中学学习的青少年。

失学 儿童。指属于正规小学年龄段而没有进入

小学或中学学习的儿童。

学前 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0级）。指

有组织的教育计划初始阶段，主要目的

是将3岁以上的幼儿融入类似于学校的环

境，并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这类计划属于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较正规部

分，其名目繁多，如婴儿教育、保育教

育、学龄前教育、启蒙教育或幼儿教育

等。完成这些教育之后，儿童继续接受

ISCED-1级教育（即初等教育）。

小学 年龄组完成率。计量小学完成率的指标。

侧重于已入学的儿童，计量有多少人顺利

完成小学教育。小学年龄组完成率是最后

一年级的续读率与最后一年级顺利毕业的

人口百分比的乘积。

初等 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级）。这

一层级的教育计划旨在使学生在读、写、

算等方面获得扎实的基础教育，同时对历

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美术和

音乐有一个初步理解。

私立 教育机构。并非由政府机关运营的机构，

受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特殊利益团

体、基金会或工商企业等私营机构控制和

管理，可以是营利或非营利性质。

公共 教育支出。包括自治市在内的地方、地区

和国家各级政府用于教育方面的经常支出

和基本建设支出总额。家庭贡献不包括在

内。该术语涵盖了针对公立和私立两种教

育机构的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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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 比（PTR）。某个特定教育等级的每位教

师平均所教学生人数。

购买 力平价（PPP）。指一种计算国家间价差

的汇率，借以对实际产出和收入进行国际

比较。

五分 之一人口。在统计学上，指根据某变量的

取值分布，将总人口分成的五个等分群体

之一。在全球监测报告中，最贫困和最富

裕的五分之一人口是按照国家代表性调查

所报告的家庭资产分布来划分的，家庭资

产包括冰箱、入户卫生间、供暖设施等。

各国来自最贫困五分之一人口的儿童是指

拥有资产最少的20%的儿童，而来自最富

裕五分之一人口的儿童是指拥有资产最多

的20%的儿童。

年级 留级率。特定学年在特定年级的留级生人

数占前一学年该年级入学人数的百分比。

学龄 人口。对应某一特定教育等级的正规年龄

组人口，不论其是否在校就读。

预期 受教育年数（SLE）。预期某个入学年龄

的儿童可在中小学或大学就读的年数，其

中包括留级的年数。预期受教育年数是初

等、中等和中等后非高等及高等各级教育

适龄学生入学率之总和。预期受教育年数

可针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教育等级进

行计算。

中等 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2级和3

级）。该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初中和高

中。初中教育（ISCED-2级）通常被设计为

对初等基础教育计划的延续，但是比较注

重以科目为中心的教学实践，要求每个科

目由较为专业的教师来执教。该等级教育

的结束往往与义务教育的结束相吻合。高

中教育（ISCED-3级）在大多数国家属于中

等教育的最后阶段，在教学组织上往往更

加注重学科系列；同ISCED-2级相比，一般

对教师的学科专业资格认证有更加严格的

要求。

技能 。能够学习和迁移的非先天能力，对于个

人及其所在社会均有经济或社会效益。

发育 迟缓率。某个年龄组中身高低于国家健康

统计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该年龄组

参考中值2—3个标准差（中度发育迟缓）

或3个以上标准差（高度发育迟缓）的儿

童比例。低于年龄标准身高是营养不良的

一个基本指标。

年级 续读率。在特定学年，某个教育周期一年

级入学的学生中，预期能够读到某一特定

年级的学生百分比，不论其中途是否留

级。

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主要为培养学

生直接进入某种特定职业或行业（或者某

一类职业或行业）而设计的教育计划。

高等 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5级和6

级）。指所包含的教育内容比ISCED-3级或

4级更高级的教育计划。高等教育第一阶

段，即ISCED-5级包括：5A级，主要由理

论基础课程组成，旨在使学生充分具备学

习高级研究课程和有较高技术要求的专业

的资格；5B级，其课程一般具有较强的实

践性、技术性和（或）职业性。高等教育

的第二阶段，即ISCED-6级，系由高等学位

攻读和原创性研究的课程组成，为最终授

予高级研究资格证书做准备。

升入 中等教育的学生比率。指特定年份中等教

育一年级新生占前一年初等教育最高年级

就读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只计量

升到普通中等教育的升学率。

青年 识字率。年龄在15—24岁的识字者人数占

该年龄组总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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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

ASER 年度教育状况报告（印度、巴基斯坦）

BADEA 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

BRAC 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

CCTs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

CRS 贷方报告制度（经合组织）

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经合组织）

DFID 国际开发部（英国）

DHS 人口和健康调查

ECCE 幼儿保育和教育

EDI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FA 全民教育

EGMA 低年级数学评估

EGRA 低年级阅读评估

ESCS 经济与社会文化地位

EU 欧洲联盟（欧盟）

F/M 女/男

FTI 快车道倡议

FUNDEF 初等教育管理与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巴西）

G8 八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以及欧盟
代表）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I 全球教育第一倡议

GEI 按性别划分的全民教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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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 毛入学率

GNI 国民总收入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PE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GPI 性别均等指数

HIV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

IBE 国际教育局(教科文组织)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

IDA 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

IDS 国际发展统计（经合组织）

IIEP 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教科文组织）

ILO 国际劳工局/组织（劳工局/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ISCED 《国际教育分类标准》

LAMP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统计研究所）

LLECE 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ICS 多指标聚类调查

NER 净入学率

NGO 非政府组织

NIOS 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PASEC 将法语作为通用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CONFEMEN）教育制度分析计划

PIAAC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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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经合组织）

PPP  购买力平价

SACMEQ 南部和东部非洲监测教育质量联合会

SERCE 第二次地区比较与解释研究

STEP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世界银行）

TFA 为美国而教

TIMSS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TVET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UCTs 无条件的现金转移

UIS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统计研究所）

UK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

UN 联合国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UNPD 联合国人口司（人口司）

UOE 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欧统局

UPE 普及初等教育

US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

WEI 世界教育指标（教科文组织）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联合国）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

WVS 世界价值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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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级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入学  95, 162, 223, 232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2
信通技术  212
性别均等  162, 232
学业评估  307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中等教育  162

安全学校计划（马拉维）  180–1
安提瓜和巴布达
初等教育  175, 197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75, 197
教育支出  245, 247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14, 126, 162, 222
生师比  197
性别均等  162, 175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4, 126, 162

按性别划分的全民教育指数 (GEI)  229,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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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233
奥地利
被PISA震惊  183
初等教育  197,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6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63, 222
生师比  197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63, 183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澳大利亚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95, 223, 249
教师激励  70, 71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263, 266, 270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课本  178
普及教育  118, 120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26, 162, 222, 223, 231
私立学校  95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2, 178, 231
学前教育  55, 60–61, 70, 71, 222
学习成绩  195
学习结果的财富不均等  195
学业评估  308
移民  120
幼儿保育和教育，保育质量  5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8, 126, 162

B

巴巴多斯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56, 197, 223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56, 162,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56, 162,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6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巴布达 见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布亚新几内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156, 158
教师培训  177
入学  156, 158
扫盲  138, 139, 148–149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58, 177
性别平等战略规划  177
学费  113
中等教育  113

巴尔干半岛
校园暴力  181
性别均等  181

巴哈马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56, 197, 223
教师  19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7
入学  156, 162, 223, 232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56, 162, 227, 232
学业评估  306
中等教育  162, 227

巴基斯坦
“鬼影教师”  254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5, 116, 159
超龄入学  80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60–61, 80, 81, 82, 85, 92, 94, 95, 

157, 158, 158, 176, 196, 196, 198, 
223, 224, 226

发育迟缓  52
腐败  254
复杂紧急情况  106
国内不均等  192, 192
基础设施改善  92
家访服务  53–54, 55
家庭教育支出  260, 261
教师  176, 196, 254
教师短缺  196, 198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3, 245, 247, 260, 261
津贴  168
经济增长  243
课本  178
免疫  50, 51
农村地区  183, 192, 192
女教师  176
女性健康工作者  53, 55
女性教育，因素  124
女性学校津贴项目  168
普及教育  82, 95
取消学费  8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6
入学  60–61, 92, 157, 158, 158, 168, 222, 

223, 224, 233
扫盲  138, 139, 146, 147, 150, 183, 183
升入中学 115, 116
生师比  196, 196
失学儿童  81, 82, 158, 159
数学成绩  183, 183, 192, 192
税收  244
私立教育  93, 168, 208, 210, 216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233
性别均等  92, 93, 123, 124, 138, 139, 157, 

158, 158, 168, 176, 178, 183, 183, 
226,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业成绩  192, 208
学业评估  192, 308
义务教育  11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3, 183, 192, 192
中等教育  113, 115, 116
宗教学校  94

巴拉圭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56, 160, 223, 224, 225, 226, 
249, 251

教师工资  251
教师缺勤  205
教育支出  245, 249, 251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42, 19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5, 226
入学  60–61, 114, 156, 160, 162, 222, 223, 

224, 225, 232
扫盲  142, 142, 14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226,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14, 162

巴勒斯坦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95, 175, 196, 223
教师  175, 196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3, 227, 234
人道主义援助  276
入学  60–61, 95, 162, 222, 223, 223, 232
扫盲  138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38, 162, 175,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223
学业评估  307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227

巴林
初等教育  87, 95
合格教师  71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95, 126, 162, 222
扫盲  138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38, 162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学业评估  307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巴拿马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95, 156, 197, 223, 249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9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95, 114, 126, 156, 162,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46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38, 156, 162,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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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60–61, 64, 71, 222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4, 126, 162

巴西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边缘群体  258
财富不均等  94, 95, 195
成人教育  129
城市地区  173
初等教育  83, 83, 84, 86, 95, 98, 160, 175, 

197
初等教育管理与发展资金用于提高教师地

位  258
辍学  164, 173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9
多部门办法  57–58
发育迟缓  52
基础设施改善  92
家庭补助金项目  78, 89, 91, 78, 89, 91
教师  175, 175, 197
教师培训  71
教学时间  205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7, 268
教育支出  244, 244, 246, 248, 258
留级  84, 86
农村地区  194
农村教育  67–68
女教师  175, 175
普及教育  83, 83, 92, 95, 164, 164
青年和成人技能教育项目  128-9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95, 98
扫盲  138, 146, 148
生均支出  244, 258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98, 118, 173
私立学校  95
童工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3, 94, 95, 160
现金转移 89-91
校园暴力  181
信通技术  212
性别均等  138, 160, 164, 164, 175, 175, 181
性别预算编制计划  165
学费  63
学前教育  57–58, 63, 67–68, 71, 24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习成绩  194, 195
学业评估  191, 306
幼儿教育国家规划  57–8
援助机构  267
阅读熟练度  194, 195
中等教育  118, 164, 164

“把资源集中于有效的学校健康”（FRESH）  
37, 171

白俄罗斯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百慕大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95, 197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95, 162, 222, 232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62, 232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保护教育免遭破坏全球联盟”  35
保加利亚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7, 196, 223, 224,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60
留级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34
入学  60–61, 162, 222, 223, 224, 231
少数族裔和少数语言  97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2, 181,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248
学习成绩  195
学习结果的财富不均等  195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的性别差距  181, 
中等教育  162

保健工作者培训，和扫盲  149
暴力
性  101, 104
校内  173, 179–80

北京行动平台  165
北美和西欧
另见 欧盟；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成人扫盲  13
城市地区  23
初等教育  6, 6, 15, 16, 18, 79, 80, 197, 205, 

206, 224, 225, 226, 228
定义  317
发育迟缓  4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8, 174, 197
教师地位  201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育支出  242, 243, 246, 261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女性扫盲  13
青年识字  1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5,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2
入学  61, 63, 79, 80, 163, 224, 225
生师比  18,  197
失学儿童  6, 10
完成学校教育  224, 225

文盲  13
性别均等  4, 15, 16, 163, 174, 226
学前教育  4, 5, 5, 18, 61, 63, 246
学业评估  18, 19, 310–311
预期上学年限  61
职业技术教育  10
中等教育  10, 10, 11, 15, 16, 18, 163, 197, 

205, 206, 226, 228
北欧国家 见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
《贝伦行动纲领》  137, 145
贝宁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3, 86, 86, 95, 156, 157, 158, 

158, 160, 175, 197, 198, 223, 224, 
249, 250, 266

合格教师  198, 199
合同制教师  200, 201,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4, 175, 198, 199, 200, 201, 201
教师工资  250
教育规划中的女教师  174
教育支出  244, 244, 246, 247, 249, 250, 268
经济增长，和教育支出  244
留级  86
免疫  51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4, 175
普及初等教育中的财富不均等  95
普及教育  82, 83, 95, 117
取消学费  86, 16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权力下放  214, 215
入学  60–61, 95, 114,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222, 223, 233
扫盲  140
生均援助  266
生均支出  244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2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24, 233
性别均等  123, 140,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174, 175, 227,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7
学校督导  215
学业评估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17, 163, 227
助产士  51

备课，影响  208
本地方言 见 母语
本土语言 见 母语
“本土种植校餐”倡议  37
比利时
残疾与入学  102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97, 223, 25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教育支出  245, 247,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2
信通技术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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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均等  163, 177,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比利时弗兰芒语区，爱尔兰和英国  183
秘鲁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3, 83, 87, 89, 95, 160, 197, 223, 

224, 251, 259
发育迟缓  52
高等教育  259
合格教师  200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02, 251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5, 247, 247, 248, 251, 255, 259
“看护妈妈”项目  55, 56
课程  207
留级  87
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  212
免疫  51
农村地区  117, 194, 207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3, 83,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34
入学  60–61, 89, 160, 162, 222, 223, 224, 232
扫盲  138, 139, 146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83, 95, 160, 232
校餐项目  89
信通技术  212
性别均等  89, 124, 138, 139, 160, 162, 232
学前教育  56, 58, 60–61, 63, 64, 222, 247, 

248
学业成绩  194, 194, 195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3,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阅读熟练度  194, 194, 195
中等教育  117, 162, 207
助产士  50, 51

边缘群体
另见 教育机会；男童；残疾儿童；弱势；

性别均等/不均等；女童；全纳教
育；不平等；国内流动人口；难民； 
农村地区；财富不均等；妇女

成人教育  125–6, 129
成人扫盲项目  125–6
初等教育问题  77, 87–8, 94–7
低收费私立教育  93, 100, 100, 176, 216
和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  286–7, 

289
教育机会和学习结果 189
课本中提及  204
男童辍学  157, 159, 160, 173, 230
缺少教育机会  293
少数族裔  96–7, 97, 109
双语教育  148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  103–6
资金  257–8

变性学生，欺凌  180
冰岛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23
教育支出  244, 246, 248
普及教育  16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31
完成学校教育  164, 231
性别均等  163, 164, 181,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1
中等教育  163, 164

拨款，援助  88, 269
波兰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224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普及教育  13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入学  60–61, 126, 222, 223, 224,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248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131
中等教育  12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财富不均等  62
初等教育  83
普及教育  83
完成学校教育  83
学前教育  62, 64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玻利维亚 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伯利兹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6, 156, 160, 175, 197, 198, 223, 

249
合格教师  198
教师  175, 197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留级  86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14, 156, 160, 162, 222, 223, 

232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166, 175,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306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66
中等教育  113, 114, 162

博茨瓦纳
初等教育  223, 236
辍学  173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培训  177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61
课程  206, 207
农村地区  173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36

入学  223, 236
扫盲  138
失学儿童  173
童工  118
性别均等  138, 177
学费  113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208n8
学业评估  305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177
游牧人口  173
中等教育  113, 118, 207

补充教师 见 教师补充
补贴，鼓励入学  168, 171
不丹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79, 87, 156, 157, 158, 160, 175, 

196, 223
教师  175, 175, 196
教育支出  244, 247, 255
留级  87
女教师  175,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34
入学  60–61, 79, 113, 114, 156, 157, 158, 

160, 163, 222, 223, 233
生师比  196
私人补习  202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3
性别均等  156, 157, 158, 160, 163, 175, 175, 

227,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中等教育  113, 114, 163, 227

不均等 见 弱势; 性别均等/不均等；不平等；农
村地区；财富不均等

不平等
另见 残疾儿童；弱势；平等；性别均等/不

均等；女童；边缘群体；农村地区；
财富不均等

初中教育  115–20, 121–2
和未来学习机会  12
教育规划监测  33
在教育支出中  259–60, 259

布基纳法索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6, 159
成人扫盲  230, 233
初等教育  80, 81, 82, 84, 85, 86, 89, 95, 156, 

157, 158, 158, 160, 165, 166, 175, 
197, 223, 225, 226, 230, 266

发育迟缓  52
基础教育援助  266, 270
基础设施  258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4, 175, 175, 197
教学语言  210
教育规划  165, 166, 174
教育支出  258
留级  86
免疫  50, 51
民间组织 (CSOs)  257
母亲教育  52
女教师  174,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3, 234,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26, 227, 

234, 234
入学  60–61, 80, 84, 85, 95, 114,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165, 22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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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233, 258
扫盲  138, 139, 146
社会动员运动  167
升入中学  113, 116
升入最高年级  84, 85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1, 82, 159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0, 233
校餐项目  89
性别均等  89, 123, 138, 139,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165, 166, 174, 175, 
175, 226, 227, 230, 233, 258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技能计划  149
中等教育  113, 114, 116, 163, 227
助产士  50, 51

布隆迪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78,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95, 98, 156, 157, 158, 160, 166, 175, 
197, 223, 225, 248, 249, 250, 266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75,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4, 248, 249, 250, 260, 268
经济增长，和教育支出  244
课程  206
留级  84, 86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7
普及教育的财富不均等  95
取消学费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80, 84, 85, 98, 114, 156, 157, 

158, 160, 166, 222, 223, 225, 233
扫盲  138, 138, 139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1, 83, 87, 98, 118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38, 138, 139, 156, 157, 158, 160, 

166, 175,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17, 118

部门办法
低效  25, 25, 272–3, 273
减少  42

C

财富不均等
另见 私立教育
2015年后议程的跨部门办法 292–3
初等教育  78, 95, 168, 259
和女童奖学金  168
和入学  3
和性别不均等  153, 158, 159, 164, 168
教师资格  199
教育支出  249, 258
免疫  50, 51
普及  9, 9

升入中等教育  109, 115
失学儿童  8, 8, 158, 159
完成学校教育  94, 95, 159–60, 160, 164
学前教育  59, 62, 65, 67
学业成绩  9, 195
因私立学校提供教育而恶化216
由权力下放导致  214
阅读熟练度  192, 194, 195
中等教育  109, 115, 116, 164, 259
助产士  50, 51

彩虹光谱计划（菲律宾）  200
残疾的社会分类  101
残疾的医学分类  101, 102
残疾儿童
残疾的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  101
初等教育  78
多部门办法  58
经历性暴力  181
全纳教育  87, 101, 101, 102, 271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补助的构成  271
完成学校教育的影响  258
资本补助  86-87

“差距破坏者”项目（英国）  184 
产假  54
产前保健 见 助产士；母亲保健；怀孕
超龄入学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5 
和童工  97-8
和中等教育入学  113
小学  80, 81–2, 88, 98

“超级联赛阅读明星”（英国）  18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教育  129–130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225, 236, 237, 251, 266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9–130
高等教育中的女性  185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76, 196
教师地位  201
教师工资  251
教师激励  200
教师培训  176
教育支出  244, 246, 248, 251
农村地区  200
女教师  176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118, 13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5, 236, 237
入学  126, 223, 225, 231, 236, 237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私立教育  216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124, 176, 231
学前教育  248
学业成绩  195, 216
学业评估  308
义务教育  64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131
中等教育  118, 126

成人教育  125–6, 128–30
另见 教师培训；技术和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青年和成人技能（全民教育
目标）

被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遗漏  289
在国家项目中 293

成人扫盲 （全民教育目标）

另见 读写技能
活动与项目 145–8, 146, 147
减少文盲  137, 143
教育规划  32
进展  3, 13–14, 13, 14, 135, 137–8, 138, 

144–50, 231-233
母语项目  149
年龄组分析  143–4, 144
全球承诺  145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资金  272
扫盲评估  139–43
上学年份少的影响  141
项目及整个教育系统 130
性别差异  3, 13, 14, 135, 138, 138, 139, 140, 

142, 143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9
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中  229, 231–3
整个方面缺少援助  274
综合成人学习项目  125–6

城市地区
男童辍学  173
贫民窟中的儿童  100, 100
普及中等教育  115
人口增长  22, 23
学前教育  59, 62, 67
移民教育  120, 121, 121
阅读熟练度  142, 142

“城市英才”（英国）  120
赤道几内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6, 157, 175, 196, 197, 223
教师  175, 197
教师短缺  196
留级  86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57, 222, 223
扫盲  138, 139
生师比  196, 197
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75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赤贫
另见 财富不均等
对教育机会的影响  94, 95
由于经济增长而减少  23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  103

冲突地区
另见 复杂紧急情况；动荡国家
对初等教育的影响  81
和失学儿童  8, 103, 104, 266, 276
教育分权运动  214
教育需求  35
取消学费  85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目标  31
缺少合格教师  71
人道主义援助  274–7
援助支付  271, 271

初等教育 见 基础教育；普及初等教育 (UPE)
（全民教育目标）

初等教育管理与教师专业发展基金（巴西）  
258

初中教育
另见 基础教育
参与  109
从初等教育升入  109, 112, 113, 115, 164, 

164, 168
公共支出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  296
净入学率  10, 11, 113, 114
课程  207
毛入学率  10, 10, 109, 112, 114
取消学费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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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业评估  191
生师比  18
失学儿童  10, 11
完成率  3
义务教育  109, 112, 113

传统助产士，重新培训  50
创新发展融资领导小组  278
创新融资方法  278, 278
辍学
另见 失学儿童；完成学校教育；续读率
残疾儿童  101
初等教育  78, 83–4, 88
和带饭回家的供给  89
和腐败水平  253
和免费  88
和童工  98
和早孕  170
男童  157, 159, 160, 173, 230
性别差异  7, 7, 157, 159, 173, 174
支出成本  255–6, 256
中等教育  11, 173

从社区招募教师  200
促进性别平等的教学法模型  177
促进性别平等的培训  177, 177
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  254
存活率  4, 4, 48–9, 49-50

D

《达喀尔行动纲领》
背景  26
策略  2, 30–9, 41–3
对全球进程的贡献  1, 26
干预  27–9, 28
关键要素  1, 2
目标 见 全民教育目标
目标陈述
家长  53
监测  38, 39
教师  37, 196
教育援助  29, 30, 32, 42, 261, 264, 269, 

272, 277
民间组织  33, 34, 256
目标  2, 18, 37, 38, 53, 58, 88, 94, 111, 

120, 138, 148, 179, 189, 221, 224
全民教育融资  39, 213, 241, 254
人道主义援助  274
缩减成本  252
为女童建设的设施  171
信通技术  38
债务减免  269
质量  18, 37, 203

目的  27
欠缺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关注  127
由此取得的进步  20–1, 27–39
知识与专长的交流 28, 42

大学毕业的教师  202
大学教育 见 高等教育
带饭回家  88, 91
贷款，援助  269
丹麦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95, 223, 251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63, 222, 223, 231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3,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当地语言教学 209–10
当地招募教师  200, 201, 201
道路基础设施改善  92
德国
财富不均等  195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75, 197, 223
技术与职业培训  131
教师  175, 175, 197
教师激励  70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263, 264
女教师  175, 175
普及教育  131, 16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4, 231
性别均等  163, 164, 175, 175,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194,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3, 164

低成本教育  93, 100, 100, 176, 216
低年级数学评估(EGMAs)  192
低年级阅读评估 (EGRAs)  192–3
低收费私立教育  93, 100, 100, 176, 216
低收入国家
另见 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各个

国家
采纳全民教育议程  32
初等教育
普及  9, 9
失学儿童  8
私立学校  93, 95
完成学校教育  3

定义  317
对学习资源的需求  252
儿童评估工具  58
分配到教育的国民生产总值  30, 248, 249
合格教师短缺  71
和贫困人口  265
教学实践  208
教育机会  8, 8, 9, 20–1
教育支出  30, 248, 249, 259, 261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的估计  296–7, 

296
教职员工  18, 176
贫困问题  24
普及教育  9, 9, 11, 29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4, 6, 10, 13, 15, 18, 

229–30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影响  30–1
融资差距  296, 297
融资框架  33
生师比  18
失学儿童  8
数学成绩  184, 200
私立教育  66, 93, 95
完成学校教育  3, 12, 12
现金转移  89
学前教育  65
私立学校  66

学校内的水与卫生供给  172

学业评估  194
援助  25, 263, 266, 267, 271, 297, 297
早孕  170
中等教育
公共支出  252
普及  11, 291
完成  12, 12

地区初等教育项目（印度） 167
地区评估  193–5, 194, 195
地震，反应  105
第二次地区比较与解释研究 (SERCE)  193, 194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6, 170, 211
第二份《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反思扫

盲》(GRALE2)  145
第三次区域比较与评价研究  193, 194
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127
第一次区域比较与评价研究(PERCE)  193
东帝汶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7, 160, 196, 196, 236
教师  196
教师短缺 196
取消学费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入学  87, 114, 160, 233, 236
扫盲  138, 138, 139, 146, 147
生师比  196,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3
性别均等  87, 138, 138, 139, 160, 233
学前教育  236
中等教育  114

东非，游牧群体  98–99
东非宗教学校早期教育项目  69
东欧 见 中欧和东欧
东亚和太平洋
另见 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4, 48
成人扫盲  13, 13
城市地区  22, 23
赤贫  23
初等教育  6, 15, 16, 18, 79, 113, 156, 196, 

205, 205, 206, 224, 226, 228
定义  316
发育迟缓  4, 5, 5
供电  23
基础教育援助  263, 265
教师  18, 196, 197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3
教育支出  242, 243, 246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女性扫盲  13
女性收入  24
青年识字  1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1, 22
入学  60, 79, 113, 114, 156, 162, 221, 224
升入中学  114
生师比  18, 196, 197
失学儿童  6, 7, 10
私立教育  113
文盲  13
性别均等  4, 15, 16, 17, 24, 156, 162, 226
学前教育  4, 5, 18, 60, 221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评估  18, 18, 19, 308–309
预期上学年限  60
政治代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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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  10, 10, 11
中等教育  10, 11, 15, 16, 18, 113, 114, 162, 

197, 205, 205, 206, 226, 228
动荡国家
另见 复杂紧急情况；冲突地区；人道主义

教育援助
来自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支助  271
贫困人口  265–6

《动荡国家参与新协议》  270
读写调查  141, 142
读写技能
另见 成人扫盲; 文盲；计算技能；青年识字
定义  137, 138
和政治参与  124
监测  39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目标  31
日常生活中的需求  149–50

对同性恋的欺凌，在学校 179, 180
多巴哥 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多边援助  270, 271
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25, 85, 269
多部门组织，幼儿保育和教育  56–8, 57, 58
多哥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95
初等教育  82, 86, 95, 98, 156, 157, 158, 160, 

175, 197, 198, 223, 224, 226, 248, 
250, 266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71, 198
合同制教师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75,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5, 246, 248, 250, 268
留级  86
农村地区  59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6
入学  60–61, 95, 98, 114, 156, 157, 158, 160, 

222, 223, 224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98, 118
私立学校  95
童工  97, 98, 117,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57, 158, 160, 175, 

226
学前教育  59, 60–61, 62, 7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17, 1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2, 86, 95, 119, 156, 160, 160, 

197, 223, 226, 249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师短缺  198
教育支出  249, 255
留级  86
农村地区  194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227, 234
入学  60–61, 95, 114, 156, 160, 162,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46
生师比  197, 198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56, 160, 160, 162, 226,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71, 222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6
移民  119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14, 119, 162, 198, 227

多米尼克
初等教育  87, 95, 160, 175, 197, 223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75, 197
留级  87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26, 160, 162, 222, 223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性别均等  160, 162, 175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4, 95, 116
成人扫盲  232
城市地区  142
初等教育  79,79, 83, 83, 87, 95, 160, 223, 

224
发育迟缓  52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育支出  244, 246, 247, 248, 261, 268
课程  207
留级  87
民间组织  257
普及教育  83, 83,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4, 234
入学  60–61, 160, 162, 223, 223, 224, 232
扫盲  138, 139, 141, 142, 146, 147
升入中学  113, 116
失学儿童  79, 118
童工  118
童婚  169
完成学校教育  83, 94, 95,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39, 160, 162,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3, 247, 248
学业评估  306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113, 116, 118, 162, 207
助产士  51

多语教育  148–9, 209–11
另见 双语教育；教学语言；母语

多指标聚类调查  139–40

E

俄罗斯联邦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60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126,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8, 126

厄瓜多尔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95, 98, 160, 197, 223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7, 255
农村地区  19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95, 98, 112, 114, 160,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46, 147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98, 118
私立学校  95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现金转移  54, 91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38, 160,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71, 222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195, 306
移民  119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12, 114, 118

厄立特里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6, 95, 157, 158, 158, 160, 175, 

197, 223, 224, 225, 266
辍学  256
合格教师  7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75, 197, 200
教师短缺  71, 198, 200
教育支出  256
留级  86, 256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34
入学  60–61, 95, 114, 157, 158, 158, 160, 

163, 222, 223, 225, 233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198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24, 22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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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58, 158, 160, 163, 
175, 233

学前教育  60–61, 71, 71, 222
学业评估  30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3, 198

儿童兵  35, 104
儿童发育迟缓 见 发育迟缓
儿童发展
另见 认知发展
干预效果  52, 53–4
支持效果  73

儿童健康与营养 见 保健；营养不良；营养
儿童免疫  50, 51
《儿童权利公约》(1989)  1, 204
儿童死亡率
另见 5岁以下死亡率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  103

儿童营养 见 营养
儿童友好学校计划  37
儿童支持补助（南非）  91

F

发达国家
另见 高收入国家；经合组织；国家；各

个国家
全国学业评估  191
私立教育  216
为了教育融资的税收  242
移民  119

发育迟缓  4, 4, 5, 45, 230, 287
发展合作局（印度）  267
发展影响债券  278, 278
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方  270
发展中国家
另见 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

入国家；各个国家
“为美国而教”教师倡议  200
残疾儿童  101
广播教学  211
和男童的低入学率  173–4
经济增长与教育支出  22–3, 23
课程  207
全国学业评估  190, 191
私立教育  216
校内饮水和卫生设施  172
信通技术资源  211
早孕  170

法国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75, 197, 223, 225, 249, 251
国际学生  262
教师  175, 175,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251
女教师  175,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126, 222, 223, 225, 231
扫盲  140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175, 175, 177, 181,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1,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反思扫盲  145
非认知能力  112
非正规教育，初等教育  93-4, 100, 278
非正式教育  93, 94, 100, 278
非政府组织
另见 民间组织
对残疾儿童的全纳教育  101
对紧急情况的国际回应  104, 105
基于性别的校园暴力倡议  180
教育供给  93–4, 100
教育援助  26, 277–8
扫盲倡议  150
在全民教育中的角色  28

非政府组织集中磋商  33
非洲 见 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非；各个国家
菲律宾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6
彩虹光谱计划  200
初等教育  82, 89, 95, 223, 236, 237
读写技能倡议  149
发育迟缓  52
腐败  253, 253
国家课本发放项目  253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缺勤  205
教育支出  245, 247, 260
课本  253
免疫  50, 51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6, 237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89, 173, 222, 223, 236
扫盲  138
升入中学  116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237
现金转移  54, 89, 91
校餐项目  89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38, 173
学前教育  54, 58, 64, 222, 236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308
义务教育  64
中等教育  116, 173
助产士  51

斐济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60, 196, 223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4, 24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160, 162,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60, 162, 232
学前教育  222
学业评估  308
中等教育  162

分权的基础教育改革（印度尼西亚）  177
分权的消除艾滋病承诺（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

别会议）  122–3
芬兰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7, 223, 225,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6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162, 163, 222, 223, 225, 231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162, 163,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163

佛得角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6, 157, 160, 197, 223, 226, 25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51
留级  8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227, 234
入学  60–61, 157, 160,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39
升入中学  112, 113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60, 226,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2, 113, 227

福特基金会  178
腐败, 滥用教育资源  253–4
父亲
另见 家长
保育  54

妇女
另见 性别均等/不均等；女童在国内工作  

98, 117n, 167
包容性政府预算  165
大学教育，态度  124
对儿童开展健康教育的影响  52
就业  24, 70, 172, 174–7, 175, 175, 177, 185
母亲健康看护  50, 52, 170
扫盲  3, 13, 14, 138, 138, 140, 144
收入  24
在手机上阅读  150
在与科学有关的职业中缺少代表  185
政治代表  24
作为教师  172, 174–7, 175, 177

复杂紧急情况
另见 冲突地区；动荡国家
边缘群体  103–6
赤贫  103
初等教育   78, 103–6
人道主义援助  276

富裕国家 见 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经合组织
国家；财富不均等

G

冈比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6, 95, 156, 157, 158, 159, 160, 

166, 197, 223, 226, 267
辍学  156–157, 256
基础教育援助  267
教师  197
教师缺勤  215
教育规划  166
教育支出  244, 247, 256, 259, 268
留级  86,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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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  25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6
入学  60–61, 95, 156, 157, 158, 159, 160, 

166, 223, 233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3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57, 158, 159, 160, 

166, 226, 233
学前教育  60–61, 62
学业评估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刚果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259, 259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75, 196, 197, 

199, 259, 259
发育迟缓  52
高等教育  259, 259
家庭教育支出  260, 260
教师  175, 197, 199
教师短缺  196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59, 259, 260, 260, 268
课程  206
留级  86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95, 157, 222
生师比  196, 197, 199
私立学校  95, 19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性别均等  157, 175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成绩  2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2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62, 95, 159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60, 175, 196, 

197, 250, 266
发育迟缓  52
复杂紧急情况  105, 106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75, 197
教师短缺  196
教师工资  250
教育聚类  105
教育支出  250, 260
留级  86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取消学费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人道主义援助  276
入学  60–61, 157, 160, 222
扫盲  140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197
失学儿童  15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性别均等  140, 157, 160, 175
学前教育  60–61, 62, 222
学业评估  30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高等教育
另见 中等后教育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8
公共支出  248, 249, 259

高宽课程（美国）  68 
高收入国家
另见 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国家；各个国家
初等教育, 普及  9
定义  318
分配给教育的国民生产总值  249
教学实践  208
教育机会  8
教育支出  249, 259, 261
教职员工  1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4, 6, 10, 13, 15, 18, 229
生师比  18
私立学校  66, 95
完成学校教育  12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5
学前教育  65
援助  30, 263
另见 捐助方

中等教育，完成学校教育  12
高中教育
参与  109, 112
课程  207
毛入学率  10, 10, 113, 114, 287
普及成就  286
生师比  18
完成率  164

哥伦比亚
财富不均等  94, 95, 115, 116
成人扫盲  232
城市地区  142
初等教育  83, 87, 95, 98, 156, 160, 175, 197, 

223, 224, 225, 226, 250
从零岁到永远  57
多部门办法  2, 57
发育迟缓  52
家庭在行动项目  89, 91
教师  175,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师培训  72
教育支出  245, 247, 250, 256
课程  207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17, 194, 207
女教师  175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3,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5, 226, 

234
入学  60–61, 98, 156, 160, 162, 222, 223, 

224, 225, 232
软技能  132
扫盲  138, 141, 142, 146
升入中学  115, 116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98, 118
收入  132
童工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3, 94, 95, 160, 232
现金转移  89, 91
性别均等  124, 138, 156, 160, 162, 175, 226, 

232
学前教育  57, 58, 60–61, 64, 72, 222, 256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6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职业技术教育  132, 132
中等教育  115, 116, 117, 118, 162, 207
助产士  51

哥伦比亚家庭福利部  57, 57
哥斯达黎加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60, 197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8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9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7
入学  60–61, 114, 160, 162, 222, 232
扫盲  138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60, 162,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71, 222, 248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6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13, 114, 162, 227

格林纳达
初等教育  87, 156, 197, 223, 226
教师  197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入学  60–61, 156, 222, 223
生师比  197
性别均等  156, 226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格林纳丁斯 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格鲁吉亚
初等教育  95, 160, 223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育支出  245, 246, 260, 268
课本  17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入学  95, 160, 223
私立学校  95
私人补习  202
完成学校教育  160
性别均等  160, 178
学业评估  310
职业技术教育  132

工资
另见 收入
教师  202, 250–2, 250–1, 295, 299
学前教职员工  70

公厕 见 卫生项目
公共考试 见 国家考试
公共运动 见 运动
公共支出，教育 见 政府，教育支出
公共支出审核  279
公立教师  196–200, 201
公民,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5, 

289–90, 298
公平
另见 性别均等/不均等；不平等
包含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7–90, 

293, 299
和平等机会的概念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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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  92, 212
供水倡议  23, 92
导致促进扫盲  150
增加女童教育机会  171

沟通失序，儿童和  101
孤儿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的影响  99
战略支助  99–100

古巴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56, 160, 197, 223
多部门办法  56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156, 160, 162, 222, 223, 231
扫盲  147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1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231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248
学业评估  306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雇主，作为教育供方  128, 129
官方发展援助 (ODA)  397
另见 教育援助；双边援助；国家定项援

助；债务，债务减免；捐助方；国际
发展援助；多边援助

《关于教学人员的建议书》  37–8
广播教学项目  211
“规划国际”, “无所畏惧地学习”运动  180
圭亚那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3, 89, 95, 156, 160, 197, 223, 

224, 226, 250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6, 250, 268
普及教育  83,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6
入学  60–61, 89, 95, 156, 160, 162, 222, 223, 

224, 232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3, 95, 160, 232
校餐项目  89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226, 232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306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鬼影教师”  254
“鬼影学校”  254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111, 124, 128, 130–2, 

131
国际发展机构，支持教育分权  213
国际发展援助  261–74, 261–77
另见 捐助方
援助承诺  69–72, 261–2, 264, 265
援助支付  163–7, 265
援助重要性  267–8, 268
债务减免  268–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贫困增长战略  84–5

国际教育规划局  32
国际劳工组织 (ILO)  116
建议 195  127, 133

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实施《关于教学人员
的建议书》  37–8

国际男性与性别平等调查  173
国际评估  193–5, 195, 195
另见 地区评估
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价项目  111, 124, 128, 

130–2, 131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117, 190, 190, 

194–5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18, 120, 131, 131n, 181, 

182, 184, 190, 195, 195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  111, 132, 

132, 141, 142
国际行动援助
非正规教育项目  278
停止校内针对女童的暴力计划，评价  181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18
测量的技能水平  131, 131n
关于母语的发现  120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发展项目 195
数学成绩  182, 184
学习结果提升  190
阅读能力  181, 182, 195

国际援助透明倡议  278
国际住户调查网络  38
国际咨询论坛  26
国家 见 政府
国家成人扫盲评估  142–3, 143
国家定项援助，援助支付  273, 273
国家健康账户(NHAs)  279
国家教育规划 见 教育规划
《国家教育和培训章程》(摩洛哥)  92
国家教育联盟  33–4, 167
国家教育账户 (NEAs)  279
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印度）  125
国家课本发放项目（菲律宾）  253
国家免疫项目（柬埔寨）  50
国家女童教育战略（也门）  165
国家全民教育行动规划（泰国）  125
国家扫盲斗争项目（尼泊尔）  144
国家收入，教育支出  243, 244, 244–5, 247, 

248–9, 252
《国家语言法案》（危地马拉）  96
国家状况报告  39, 279
国民生产总值，教育支出占比  243, 244, 244–5, 

247, 248–9, 252
国民总收入，和援助  24–5, 25, 30
国内不均等
另见 财富不均等
教师分派  199–200

国内工作，女童和妇女  98, 117n, 167
国内移民
另见 国内流动者；移民
影响教育的因素  120, 121

国内支出，教育 见 政府；教育支出

H

哈萨克斯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196, 223, 225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课程  69
农村地区  59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27, 234
入学  59, 60–61, 162, 222, 223, 225,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83, 225, 231
性别均等  162, 227, 231
学前教育  59, 60–61, 64, 69,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9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59,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227

海地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6
超龄入学  80
初等教育  80, 81, 82, 95, 160, 236, 237, 266
发育迟缓  52
复杂紧急情况  105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育聚类  105
农村地区  100, 117
普及教育  82, 95, 11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入学  236, 237
升入中学  116
生均援助  266
失学儿童  81, 82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性别均等  160, 237
学前教育  236, 237
中等教育  116, 117
助产士  51

韩国，中小型企业培训联盟项目  130
合格的幼儿保育和教育教职工  55
合格教师
另见 教师培训
初等教育  19, 176, 187
短缺  69, 198–9, 199, 211
和课程改革  207
和无校园暴力  180, 181
学前教育  71
与学生的比率  187, 198–9, 199
中等教育  199

合同制教师  200–1, 201, 251–2
荷兰
边缘群体  258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23, 258
多部门办法  56
教师  258
教育优先政策  120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264, 270
教育支出  244, 247
普及教育  13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入学  126, 163, 223, 231
少数语言  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63, 180, 231
学前教育  56
学业成绩  258
学业评估  311
移民  120
职业技术教育  126, 131
中等教育  126, 163

“嘿，女孩，我们去上学”（土耳其）  167, 
168 

黑塞哥维那 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黑山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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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22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2, 223, 232
数学成绩  182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82,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1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洪都拉斯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2, 95, 160, 223
课程  179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0, 222, 223, 232
扫盲  13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60, 179, 232
学前教育  60–61, 62, 222
学业评估  306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互动教学，效果  208
户口制度（中国）  121, 121–2
怀孕
另见 助产士；母亲健康看护
女青年  90, 169, 170

贿赂
另见 腐败
在课本生产中  253

婚前性行为  170
婚姻，未成年女童  90, 165
伙伴关系，和私立教育提供者  65–8, 67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 见 艾滋病和

艾滋病病毒

J

饥饿，正经历的人口  23
机构间紧急教育网  105, 277
基础教育
另见 初中教育；普及初等教育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7, 297
教师准备  294
目标进展  30–1
缺乏监督  39
援助
分配  262, 263, 264–5, 264, 265, 267, 271
生均  266–7
缩减  262, 263, 267
援助份额  30, 263, 265, 271, 279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7
增加  261, 263, 265, 265, 266, 271
重视初等教育  262–3

资金  241–2, 287, 297
基础设施改善
对教育机会的影响  92
对性别均等的影响  171
反破坏实践  253
一般预算支助  272

基里巴斯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236, 23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237
入学  236

完成学校教育  237
学前教育  236
学业评估  308

激励
对教师  71, 72, 200
对女童入学  166, 168, 171
现金转移  24, 54, 66, 89, 91
校餐项目  88–9, 91
在农村地区  63, 71, 72, 88, 200

吉布提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7, 95, 156, 158, 158, 160, 196, 

223, 224, 225, 250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6, 250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5
人道主义援助  276
入学  60–61, 95, 114, 156, 158, 158, 160, 

162, 222, 223, 224, 225
升入中学  112, 113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性别均等  156, 158, 158, 160, 162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2, 113, 114, 162

吉尔吉斯斯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196, 198, 223, 266
合格教师  71,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4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222, 223, 231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83, 231
性别均等  124, 231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9
学业评估  195, 31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疾病 见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免疫；营养不良
几内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53, 159
初等教育  80, 81, 82, 83, 86, 95, 153, 157, 

158, 160, 175, 197, 223, 267
合同制教师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7
教师  175, 175, 197
教育支出  245, 246, 268
课本  178
留级  86
免疫  50, 51
农村地区  81
女教师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83,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7
权力下放  215
入学  80, 95, 113, 114, 157, 158, 160, 223
扫盲  137, 138, 139, 144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2, 153, 158, 159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性别均等  138, 139, 144, 153, 157, 158, 160, 

175, 175, 178, 227
学费  114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校督导  215
学业成绩  201
学业评估  305
中等教育  113, 114, 175, 227
助产士  51

几内亚比绍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6, 95, 157, 158, 158, 197, 198, 

266
合格教师  71, 187,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02
留级  86
入学  60–61, 95, 157, 158, 158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87, 197, 198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58, 158
学前教育  60–61, 7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技能
另见 生活技能；读写技能；算数技能；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测量  130–2, 132
定义  111–12, 127
兼职工作对获取技能的影响  117
监测  130, 133

技术 见 信息和通信技术
季节性劳工群体  99
继续教育 见 中等后教育；第二次机会项目；

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青年和
成人技能

加勒比 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个国家
加拿大
财富不均等  195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270
教育支出  245, 247
联合国联合呼吁程序  275–6
普及教育  120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22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习结果  195
学业评估  311
移民  12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加纳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90
成人扫盲  233
城市地区  142
初等教育  82, 84, 85, 86, 86, 87, 94, 95, 157, 

160, 175, 197, 198, 205, 223, 230, 250
发育迟缓  52
国家教育联盟  167
国内不均等  190, 190
合格教师  71, 198
家庭教育支出  261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7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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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资  250
教师缺勤  205
教学时间  205
教育费用  63
教育规划  166
教育支出  244, 246, 250, 256, 261, 268
课本  178
课程  207, 216
留级  86
民间组织  257
农村地区  59, 190, 190
女教师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8
取消学费  86,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1-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59, 60–61, 84, 85, 87, 95, 114, 156-

7160, 162-3, 190, 222, 223, 233 
软技能  132
扫盲  138, 139, 141, 142, 146, 148, 150
社区学校  94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2
收入  132
私立教育  67, 67, 216
私立学校  95
童工  118
推行适合儿童的教育  63, 69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60, 230, 233
校园暴力  180
新教育战略规划  63
性别均等  123, 138, 139, 157, 160, 163, 166, 

175, 175, 178, 180, 233
学前教育  59, 60–61, 63, 67, 67, 69, 71, 222, 

256
学业成绩  190, 190, 193
学业评估  305
义务教育  63,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3
职业技术教育  132, 132
中等教育  114, 118, 163, 175, 190, 207

加蓬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初等教育  82, 95, 196, 197
教师  197
教师短缺  196
普及教育  82, 95
入学  60–61, 95
扫盲  140
生师比  196,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性别均等  140
学前教育  60–6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助产士  51

加强女童教育改进理事会（布基纳法索）  165
家访项目（保育）  53–4, 53, 55, 58
家庭，教育成本  252, 260–1, 260–1
家庭补助金项目 (巴西), 参与  78, 89, 91
家庭财富 见 家庭，教育成本；贫困；财富不

均等
家庭劳动力 102  117n, 167
家庭语言 见 教学语言；母语
家长
另见 女童；早婚和怀孕
产假  54
对学前教育的期望  69
教育阶段，和学生成绩 128

支持认知发展  53, 53
监测框架
另见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全民教育监

测；2015年后监测
不完善的系统和腐败  253
在教育规划中  32–3

监测统计  38
柬埔寨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94, 95, 116
初等教育  81, 82, 83, 83, 87, 95, 156, 160, 

164, 196, 223, 226, 266
国家免疫项目  50
合格教师  7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270
家庭教育支出  260, 260
奖学金  168
教师  196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4, 246, 260, 260, 268
教育质量  68
留级  87
免疫  50, 51
农村地区  117
普及教育  82, 83, 95, 117, 164, 16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156, 160, 221, 222, 223
扫盲  137, 138, 139
升入中学  116, 164, 164, 168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81, 83
私人补习  202
完成学校教育  82, 94, 95, 160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60, 164, 164, 226
学前教育  60–61, 62, 68, 69, 71, 221,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评估  195,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在家教育  69
中等教育  116, 117, 164, 164
助产士  50, 51

减贫战略文件  32
建议 195
健康护理
另见 健康教育；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
免疫  50, 51
免疫  50
消灭疟疾计划  92–3
有效干预  52
助产士  50, 51

健康教育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  36, 122–3, 123
性  170, 179

奖学金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90–1
鼓励女童入学  168
外国学生  268, 273

交易成本，援助  273
教师

2015年后  291
“鬼影”  254
补充  147–8, 198, 200–2, 201
成人扫盲  147–8
初等教育  18, 19, 198–200, 199, 201, 202, 

250–2, 250–1
地位、动机和专业主义  37–8, 201–2
第二次机会项目学生作为教师  125
短缺  69, 196–200, 196, 197, 199, 211, 251, 

258
合格教师  71, 71, 291

合同制教师  200–1, 201, 251–2
基础教育准备  294
激励  71, 72, 200
就地招聘  200, 201
女教师  172, 174–7, 175, 177
缺勤  201, 205, 215, 216, 254
社区  200, 201
私人补习  202, 202
效力  31
薪酬和条件  201, 202, 250–2, 250–1, 295, 

299
学前教育  70–2, 72
学生遭受性虐待  180
与学生背景相同  176
增加  18
中等教育  18, 199, 202

教师短缺  196–200, 196, 197, 199, 251, 258
教师紧急情况材料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4
教师培训
另见 合格教师
为了扫盲  147–8
性别敏感的培训  177, 177
学前教育  71–2, 72
学生中心的实践  208, 209
幼儿保育和教育教职工  55, 56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1
资格水平  202

教师缺勤  201, 205, 215, 216, 254
教师效力，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目标  31
教师招聘
初等教育  198, 200–2, 201
扫盲项目  147–8

教学法
另见 学生中心的教学
性别敏感  177, 177
学前教育  68–9, 208–9

教学时间  205–6
教学实践 见 学生中心的教学；教学法
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  202, 215
教学语言
当地语言模式  210, 211
多语教育  209–11
母语优势  120, 148, 149, 199

教学资源  178, 203–4, 207, 211
另见 信息和通信技术；课本
腐败的供给工作  253, 253

教育、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全球倡议  36
教育拨款  85, 86–7, 88, 99, 174, 269
另见 现金转移计划；薪水

《教育部门分析：方法指南》  32
教育成本
另见 学费
家庭教育支出  260–1, 260–1
取消学费  5, 84–8, 99, 113, 168, 242, 259–60
缩减  88–91
资金  24, 54, 66, 89, 91, 168, 258

教育成果 见 学业成绩
教育规划

2015年后建议  293
对游牧群体  99
机构支持  32
基于学业评估  192
加强  28–9, 42
聚类方法  105
通过全民教育促进  32–3, 43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66, 172
质量  33
转型期国家  172

教育机会
另见 辍学; 性别均等/不均等；边缘群体；

失学儿童；农村地区；财富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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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  8, 8, 20–1, 78
复杂紧急情况下的标准  105
孤儿和脆弱儿童  99
国内流离失所的儿童  103, 106
和学习质量  189–90
基础设施改善  92
贫民窟  100, 100
缺乏教育的  124–6
上学距离的影响  171
移民儿童  109, 119–20, 119, 121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7–9
增加  20–1
障碍  94–6, 95, 101
中等教育  115–20

教育阶段 见 基础教育；中等后教育；学前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初
等教育

教育聚类单位  105
教育聚类工作小组  105
“教育女童”（印度）  278, 278
“教育使社会进步”（经合组织）  122
教育提升项目（埃及）  171
教育优先政策（荷兰）  120
教育预算
偏差  254–5, 255
性别敏感  165
政府优先事项  246–52, 246–7, 248–9, 250–1
治理  252–4, 253, 256–7

教育援助
另见 援助承诺；援助分配；捐助方
拨款和贷款  269
部门内部措施 (SWAPs)  25, 25, 42, 272–3, 

273
部门占比  25, 25
创新融资方法  278, 278
低收入国家  25, 263, 267, 268
非传统融资  278, 278
基于结果的支付  274
捐助方策略  29, 262, 263
扩张  1, 20
全球政策行动的效果  29
人道主义援助  35, 274–7, 275, 276
提高  24–5, 25, 30
效力  269–71
性别敏感的培训  177
性别预算支助 272
需要协作  269–70
与其他部门比较  272–3, 273
援助资金流  25, 29
援助总额  263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  29
资金调动  29, 31

教育政策
另见 教育规划
根据学业评估进行改革  191, 192, 195
全球行动的效果  29

教育支出
另见 预算
初等教育  242, 244, 245, 248–52, 250–1, 

255, 258, 259, 259, 295, 295, 296, 
296

公共
生均  67, 242, 244, 245, 255, 258, 295, 

295, 296, 296
随着经济增长  22–3, 23, 243–4, 243
提高  242–5, 242, 243, 244–5
通过民间组织治理  252–4, 253, 256–7
预算中的优先性  246–52, 246–7, 248–9, 

250–1
占总支出的份额  246, 246
支出效力  254–7, 255, 256
资金包容性  257–60, 259

和教育质量  252
和债务减免  269
家庭  260–1, 260–1
教育援助份额  267, 268
审核和调查  279
数据  39
学前教育  246–8, 248–9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4–7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  243, 244–5
中等教育  252

教育质量 （全民教育目标）
初等教育
合格教师  19, 176, 187
生师比  18, 19, 19, 196, 196, 198–9, 199, 

258
学业成绩  183, 192–3, 192, 193, 193, 

210, 213
国家教育规划质量  33
和公共支出  252
教育援助的影响  274
进展  18–19, 18, 19
采用信通技术  211–13
和教职员工  196–202
和增加机会  189–90
教学时间  205–6
教学资源  203–4
课程  206–7
双语教学  209–11
私立教育  216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190–5
治理的权力下放  213–15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承诺  272
性别均等  166, 174–81, 175, 177
幼儿保育和教育  54, 55, 68–72
幼儿保育和教育的低质量或高质量  68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7–9, 295, 

295, 299
在教育规划中  293–4
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中（续读到五年级）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中等教育
合格教师  199
生师比  18, 19, 19, 197–8, 197, 199
学业成绩  181, 194, 214

教育资金，中国分配给流动儿童的  121
教育资金创新（卢旺达）  103
接触网络  150, 212
接种疫苗  50, 51
捷克共和国
初等教育  175, 196, 251
教师  175, 175,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女教师  175, 17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62, 222
生师比  196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62, 175, 175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捷克斯洛伐克 见 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
金融危机，对援助的影响  29
津巴布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初等教育  82, 95, 160, 236, 237, 250, 266
发育迟缓  52, 53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健康教育  123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50, 260
免疫  51
母亲教育  52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237
入学   236
扫盲  140, 150
生均援助  266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7
小学离校考试  183
性别均等  123, 140, 160, 183, 237
学前教育  236
学业评估  305
助产士  50, 51

紧急教育跨机构常设委员会集群  35, 105
紧急情境 见 复杂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的聚类方法  105
紧急情况应对资金 (ERFs)  277
《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

公约》  116
经合组织

“为工作而学习”项目  127
对国家课程的影响  29
对全民教育日程的影响  28
关于母语的发现  120
技能评估  111, 128, 130–2, 131
社会组织与性别指数  24, 165

经合组织国家
另见 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各个国家
教育和政治参与  124
男校长  176
女教师  175
女性计算机科学大学毕业生  185
性别不均等  164, 173, 182
移民成绩  120

经济下行，对援助的影响  29
经济增长, 教育支出增长  22–3, 23, 243–4, 243
经调整的净入学率 见 净入学率
经调整的净招生率
另见 入学
和续读到最高年级  225

净入学率
初等教育  6, 6, 78, 78, 79–81, 79–80, 223, 

223, 224, 225, 225,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237, 248

中等教育  10–11, 11
捐助方
另见 援助承诺；援助支付；教育援助
低效力援助  269–70, 279
动荡国家资金  277
对联盟的影响  33
对人口贫困转向的回应  266
对学习资源的支持  252
呼吁  272
基于结果的援助  274
人道主义援助  274
未来援助缩减  297
协作  42
一般预算支助  272
优先  262, 263, 264
援助机构  267–8

K

喀麦隆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6, 95, 98, 157, 158, 159, 160, 

175, 197, 250
初中的城乡差异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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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迟缓  52
合同制教师  201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75, 197, 201
教师工资  250
教师培训  177, 177
教学语言  211
教育支出  244, 247, 250, 256, 268
课本  203
留级  86
免疫  51
女教师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95, 98, 157, 158, 160, 163, 221, 

222, 233
扫盲  138, 139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2, 98, 118, 170
私立学校  95
童工  98, 117,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59, 160, 233
未成年母亲  170
校园暴力  179–180
性别均等  123, 138, 139, 157, 158, 160, 163, 

175, 175, 180,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1, 222, 256
学业评估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技能计划  149
中等教育  117, 117, 118, 163
助产士  51

卡塔尔
初等教育  196
教师  19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7
入学  60–61, 162, 222
扫盲  138
生师比  196
性别均等  138, 162, 227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7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227

开放性，作为对软技能的衡量  132, 132
开放学校  125
开放预算调查  256
开放政府合作关系  256–7
开曼群岛
初等教育  197
教师  19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222
生师比  197
学前教育  222

“看护妈妈”（秘鲁）  56
看护者，儿童作为  99
科技素养项目中的能力建设（尼泊尔）  185
科摩罗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6, 157, 158, 158, 197, 267
发育迟缓  52
基础教育援助  267
教师  197
留级  86
入学  114, 157, 158, 158, 163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58, 158, 163

学业评估  305
中等教育  114, 163

科特迪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59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58, 159, 160, 

175, 197, 223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75, 197
教育支出  248, 255
留级  86
免疫  51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57, 158, 160, 222, 223
扫盲  140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15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59, 160
性别均等  140, 157, 158, 160, 175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24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中等教育  113
助产士  51

科威特
初等教育  87, 95, 196, 198, 223
合格教师  71, 198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52
课本  252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95, 222, 223
扫盲  137, 138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38
学前教育  71, 222

科学，教育成绩  17, 117, 118, 191, 200
可持续发展教育，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   289–90, 294, 298
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后  283–91, 284, 285
目标  285–91, 285

可迁移技能  112, 120–4, 123
克罗地亚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225
教师  19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34
入学  60–61, 162, 221, 222, 223, 225,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162,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1, 222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刻板印象 见 歧视；性别偏见；侮辱
课本
和课程改革  207
可得性和内容  203–4, 254
为了性别平等的改革  178
消除供给工作中的腐败  253, 253
支出与成本  252, 273

课程
初等教育  206, 207

改革  94, 206–7
灵活学习框架  99
全国学业评估  191
私立学校  216
性别平等  176, 178–9
学前教育  68–9
职业技术教育  166, 207
中等教育  206, 207

课堂环境 见 学习环境
课堂建构  92
肯尼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按人头拨款  86, 88, 99
财富不均等  62, 95, 187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初等教育  82, 85, 86, 87, 88, 92, 95, 100, 

100, 205, 209, 223, 236, 250, 267
辍学  256
发育迟缓  52
腐败  253
公平  87
国家成人扫盲调查  142
基础教育援助  267
基础设施改善  92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6
教师工资  250
教师培训  72, 177, 209
教师缺勤  205
教育费  63
教育支出  244, 244, 246, 250, 252, 255, 256, 

256
经济增长  244
课本  203, 252
课程  69, 207
留级  256
母亲教育  52
农村地区  59, 142
女教师  176
贫民窟  100, 100
普及教育  82, 95, 183
取消学费  85, 87, 9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6
权力下放  214, 215
入学  87, 92, 99, 222, 223, 236
扫盲  140, 142, 150
生均援助  267
私立教育  67, 67, 100, 100, 216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87
未成年母亲  170
现金转移  90
小学离校考试  183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87, 123, 140, 176, 177, 180, 183
性教育  170
学前教育  59, 62, 63, 67, 67, 69, 72, 85, 222, 

236, 256
学生中心的教学  216
学业成绩  187, 188–189, 215, 216
学业评估  192, 305
义务教育  63
游牧群体  99
预算分配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207

库克群岛
初等教育  95, 156, 196, 223
教师  19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56, 162, 222, 223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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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均等  156, 16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跨部门办法，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92
跨国学生，援助  262, 268
跨机构教育任务小组  36
快车道倡议，批评与重构  30, 31

L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另见 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4, 48
成人扫盲  13, 13
城市地区  23
初等教育  6, 15, 16, 18, 63, 79, 80, 83, 89, 

156, 197, 205, 205, 206, 224, 226, 228
教育支出  244

辍学  174
定义  317
读写技能计划  149
发育迟缓  4, 5
供电  23
合同制教师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3, 265
教师  18, 197, 201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3
教育支出  242, 243, 244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农村地区  194, 194
女性就业  24
女性扫盲  13
贫民窟  100
普及教育  83
青年扫盲  1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230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2
入学  61, 63, 80, 94, 114, 156, 160, 162, 221, 

224
扫盲  146
少数语言  96
升入中学  114
生均支出  244
生师比  18, 197
失学儿童  6, 7, 10
完成学校教育  94
未成年母亲  170
文盲  13
现金转移  89, 91
现金转移项目  90
校园暴力  180
信通技术  211, 213
性别均等  4, 15, 16, 17, 156, 160, 162, 166, 

174, 180, 226
学前教育  4, 5, 5, 18, 61, 63, 221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成绩  193–194, 194
学业评估  18, 19, 193–194, 194, 306–307
义务教育  63
预期上学年限  61
阅读熟练度  193–194, 194
政治代表  24
职业技术教育  10, 166
中等教育  10, 11, 15, 16, 18, 114, 160, 162, 

197, 205, 205, 206, 226, 227, 228
宗教学校  94

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  193–4, 195
拉脱维亚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24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34
入学  60–61, 126, 162,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2, 227,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227

莱索托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按人头拨款  88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3, 85, 86, 86, 88, 95, 157, 

160, 173, 197, 198, 223
辍学  173
发育迟缓  52, 52
合格教师  198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97
教师培训  177
课本  203
留级  86
农村地区  173
普及教育  82, 95
取消学费  85, 8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34
入学  60–61, 95, 114, 157, 160, 163, 222, 

223, 233
扫盲  140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3, 173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23, 140, 157, 160, 163, 173, 177, 

227,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5
游牧人口  17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3, 22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59, 62,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79, 82, 84, 85, 87, 89, 95, 156, 

158, 159–160, 160, 175, 196, 223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75, 196
教育支出  244, 246, 268
课本  204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15,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28, 234
入学  60–61, 79, 84, 85, 89, 114, 156, 158, 

160, 162, 222, 223, 233
扫盲  138, 139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82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59–160, 160, 

233
校餐项目  89
性别均等  89, 138, 139, 156, 158, 159–160, 

160, 162, 175, 227, 228, 233
学前教育  59, 60–61, 62, 71, 222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308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113, 114, 115, 117, 162, 227, 228

黎巴嫩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56, 160, 196, 223, 226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247, 268
留级  87
难民儿童  10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入学  60–61, 156, 160, 162,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104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226,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7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立陶宛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249, 251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162,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2,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利比里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95, 157, 197, 250, 266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02, 250
教育支出  250, 254, 255
课本  203
民间组织  257
取消学费  85
入学  95, 114, 126, 157, 163
扫盲  140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40, 157, 163, 180
预算分配  254,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4, 126,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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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初等教育  236, 23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237
入学  236
扫盲  138, 139
性别均等  138, 139, 237

利益发生率分析结果  258–9
联合国艾滋病署跨机构教育任务小组（IATT）  

36
联合国安理会，监测人权  35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101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122–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十个问题”  102
早期学习基本材料包  68

联合国反对针对儿童暴力世界报告  18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165
联合国妇女署  165
联合国会议, 解决教育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27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倡议  36
监测功能  1, 37, 38, 39
教育规划能力建设  32
民间协作  33
消除课本中的性别偏见  178
协作中的角色  40–1, 4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3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民主治理   3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

评估  300
联合国联合呼吁程序  275–6
联合国秘书长综合报告，2015年后发展  285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  35–6, 164, 272
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  235
联合国扫盲十年 (UNLD)  145
联盟，教育  33-34, 167
灵活的学习框架  99
留级
另见 学校升级
成本  256, 256
初等教育  84, 86–7
带饭回家供给的影响  89
和童工  98

留学生，援助  262, 268
流动社群  96–7, 98–9
卢森堡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7, 223, 224
教师  19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入学  60–61, 162, 163, 222, 223, 224, 231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2, 163,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1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2, 163

卢旺达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62, 95, 115, 116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成人扫盲  230, 233
初等教育  78, 82, 83, 86, 95, 157, 160, 175, 

197, 198, 199, 223, 230, 249, 259, 267
创新教育融资  103
辍学  256

发育迟缓  52
高等教育  259
合格教师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7
基于结果的援助  274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97, 199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援助接受方  272, 274
教育支出  245, 246, 249, 252, 256, 259, 260
课本  252
留级  86, 256
免疫  51
农村地区  117, 259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2, 223, 227, 234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114, 126, 157, 160, 163, 222, 

223, 230, 233
扫盲  140
升入中学  115, 116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199
失学儿童  83
私立学校  19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0, 233
现金转移  54
性别均等  123, 140, 157, 160, 163, 175, 177, 

227, 233
学前教育  54, 60–61, 62, 222
学业评估  305
一般预算支助  27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4, 115, 116, 117, 126, 163, 227, 

252
助产士  50, 51

罗马尼亚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96, 223, 249, 251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9, 251
留级  87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81,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1, 195
中等教育  118

罗姆人  96–7
“罗姆人十年”融合倡议  97

M

马达加斯加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60, 175, 197, 
224, 267

发育迟缓  52
基础教育援助  267
教师  175, 197, 258
教育支出  245, 246, 258, 268
留级  86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95, 157, 160, 222
扫盲  139
升入中学  113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税收  244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24
性别均等  139, 157, 160, 175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马尔代夫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7, 196, 223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6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222, 223
生师比  196
学前教育  71, 222
学业评估  308

马耳他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95, 197, 25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95, 163, 222, 232
扫盲  138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138, 163,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马拉维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安全学校计划  180–1
财富不均等  95, 115, 116, 249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初等教育  82, 83, 85, 86, 86, 87, 95, 98, 157, 

159, 160, 164, 175, 196, 197, 198, 
223, 226, 248–249, 249, 266

教育支出  244, 245
辍学  256
第二次机会项目  170
发育迟缓  52
高等教育  249
公平  87
合格教师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1
健康教育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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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175, 197
教师短缺  196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支出  244, 245, 248–249, 249, 252, 256, 

261, 268
课本  203, 252
留级  86, 256, 256
免疫  51
民间组织  257
母亲教育  52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7, 164, 164
取消学费  85, 86,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6, 228
入学  87, 98, 114, 157, 159, 160, 163, 223
扫盲  140, 144, 144
社会流动运动  167
升入中学 115, 116, 164, 164
生均援助  266
生均支出  244, 245
生师比  196, 197
失学儿童  83, 98, 118, 170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49
未成年母亲  170
现金转移  90
小学离校考试  183
校园暴力  179–180, 180
性别均等  87, 123, 140, 144, 144, 157, 159, 

160, 163, 164, 164, 167, 175, 177, 
180, 226, 22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成绩  193
学业评估  305
阅读熟练度  193
中等教育  114, 115, 116, 117, 118, 163, 164, 

164, 228, 249
助产士  51

马来西亚
初等教育  196, 249,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5, 246, 249, 251, 260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62, 222
扫盲  138, 138
生师比  196
童工  118
现金转移  54
性别均等  138, 162
学前教育  60–61, 222
义务教育  11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118, 162

马里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95, 15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3, 84, 85, 86, 95, 157, 158, 

160, 196, 197, 223, 249, 250, 267
读写技能倡议  149
发育迟缓  52, 52
合格教师  71
合格教师短缺  71
合同制教师  200, 201,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7, 27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97, 200, 201
教师短缺  196, 200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250, 260, 268
课程  207
留级  86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83,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234,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28, 234, 

234
权力下放  215
入学  60–61, 84, 85, 112, 114, 157, 158, 160, 

163, 222, 223, 233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6, 197
失学儿童  82, 159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23, 138, 139, 157, 158, 160, 163, 

175, 227, 228, 233
学前教育  60–61, 71, 71, 222
学校督导  215
学业成绩  201
学业评估  192,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2, 114, 117, 163, 175, 207, 227, 

228
马绍尔群岛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95, 22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222, 223
私立学校  95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毛里求斯
成人扫盲  138, 232
初等教育  86, 95, 160, 197, 223, 
合格教师  7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课程  206
留级  8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34
入学  60–61, 66, 95, 160, 163, 222, 223, 232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7
私立学前教育  66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现金转移  66
性别均等  138, 160, 163,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71, 222
学业评估  194, 30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163, 227

毛里塔尼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4, 87, 95, 156, 166, 175, 196, 

223, 224, 226
发育迟缓  52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75, 196
教育成本  252
教育规划  166
教育支出  244, 260, 268
留级  84, 87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4, 226, 227
入学  95, 114, 156, 162, 166, 223, 224
扫盲  140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40, 156, 162, 166, 175, 226, 227
学业评估  307
债务  269
中等教育  113, 114, 162, 227

毛入学率
初等教育  6, 156, 156–7, 157, 235, 236, 236, 

237
初中教育  10, 10, 109, 112, 114, 162
高中教育  10, 10, 113, 114, 287
学前教育  5, 5, 20, 60, 63, 66, 221, 222, 222, 

288
毛招生率
另见 入学
和续读到最高年级  160

每个孩子一台手提电脑（秘鲁）  212
美国
财富不均等  195, 216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95, 197, 223, 251
高宽课程  68
合格教师  200
家访服务  53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97, 199
教师工资  251
教师培训  184, 199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263
教育支出  245, 247, 251, 261
女教师  184
普及教育  118, 131, 18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7
私立教育  216
私立学校  95
童工  117,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31
信通技术  212
性别均等  184, 185,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成绩  195, 216
学业评估  311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与科学相关的妇女就业  18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培训  131
中等教育  117, 118, 131

蒙古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199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3, 83, 95, 113, 160, 196, 223
辍学  173, 174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71, 199
教师  196, 199
教育规划  174
教育支出  245, 247, 268
农村地区  59, 173
普及教育  83,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59, 60–61, 95, 126, 160, 162, 16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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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173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3, 160, 232
小学离校考试  113
校园暴力  173
性别均等  160, 162, 162, 174, 232
学前教育  59, 60–61, 62, 71, 222
学业评估  310
游牧人口  173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162, 174

蒙特雷发展融资会议(2002)  242, 278
孟加拉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4, 95, 116, 168
成人扫盲  230, 233
初等教育  81, 82, 83, 89, 94, 95, 159, 160, 

198, 223, 230, 248, 251, 266
辍学  159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
非正规教育  94
腐败  253
合格教师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基础设施改善  92
家庭教育支出  260, 261
教师短缺  198
教师工资  251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55, 260, 261
教育质量  68
课本，和性别偏见  178
免疫  50, 51
贫困人口教育的经济成本  257
贫民窟  100
普及教育  82, 95
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项目  94, 124–

125, 176, 273, 277, 27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230
入学  60–61, 89, 92, 114, 160, 163, 168, 222, 

223, 230, 233
扫盲  138, 138, 139, 142–143, 143, 146
升入中学  116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8
失学儿童  81, 83, 124
童婚  16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4, 95, 160, 233
校餐项目  89
薪酬，与女童教育  168
性别均等  89, 138, 138, 139, 159, 160, 163, 

168, 177, 178, 227, 233
学前教育  60–61, -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业评估  308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中等教育  114, 116, 163, 198, 227
助产士  51
资金框架  257
宗教学校  94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23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入学  236

学前教育  236
免费教育机会
另见 教育成本；免除学费
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  286–7

缅甸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初等教育  159, 160, 196, 198, 251, 266
辍学  159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198, 199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5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14, 160, 162, 222
扫盲  138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性别均等  138, 159, 160, 162
学前教育  60–61, 62,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业评估  308
义务教育  63,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2, 199

民间主导的评估 191–2
民间组织
另见 非政府组织
参与教育战略  33–4
成功及影响力  257
对知识和专业的贡献  42
贫民窟教育机会网  100
全民教育融资角色  241, 253–4, 253, 256–7
学业评估  192
援助受益  266

民间组织教育基金  33
摩尔多瓦共和国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96, 223, 251
合格教师  71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师激励  70
教育支出  244, 246, 251, 255, 26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2
性别均等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70, 71, 222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摩洛哥
《国家教育和培训章程》  92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29, 232
初等教育  78, 78, 79, 82, 84, 85, 87, 95, 156, 

156, 158, 158, 160, 175, 196, 223, 
225, 226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74, 175, 175, 196
教学时间  205
教育规划  166, 174
教育支出  245, 246

留级  87
女教师  174, 175, 175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0,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2, 223, 225, 226, 

234
入学  60–61, 79, 84, 85, 95, 112, 114, 156, 

156, 158, 158, 160, 162, 222, 223, 
225, 232

扫盲  138, 139, 148
扫盲斗争部  148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60, 232
现金转移  90
性别均等  124, 138, 139, 154, 156, 156, 158, 

158, 160, 162, 166, 174, 175, 175, 
226, 232

学前教育  58,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7
移民  12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2, 113, 114, 162

摩纳哥
初等教育  95
入学  95, 126
私立学校  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莫桑比克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78,78, 80, 81, 82, 83, 85, 86, 95, 

157, 158, 160, 166, 175, 197, 223, 
233, 266

读写技能倡议  149
发育迟缓  52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4, 175, 175, 197
教学语言  210
教育规划  166, 174
教育支出  255
课本  203
课程  206, 207
留级  86
免疫  51
女教师  174,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83, 95
取消学费  8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234,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3, 227, 228, 233, 

234, 234
入学  80, 112, 114, 126, 157, 158, 160, 163, 

223, 233, 233
扫盲  137, 138, 139, 144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1, 82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23, 138, 139, 144, 157, 158, 160, 

163, 166, 174, 175, 175, 227, 228, 233
学校建设  92
学业评估  305
预算分配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2, 114, 126, 163, 207, 227, 228
助产士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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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控制艾滋病  36
通过免除学费  85
现有教育规划的制定  293
项目  34, 185

能源发展指数  23
能源供给，增加  23, 92, 212
尼泊尔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6, 168, 259, 259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78, 79, 81, 82, 83, 87, 95, 156, 

157, 158, 159, 160, 175, 196, 198, 
223, 225, 226, 248, 266

教育支出  244, 245
辍学  156–157
发育迟缓  52
高等教育  259, 259
国家扫盲斗争项目  144
合格教师  198, 200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奖学金  168
教师  174, 175, 175, 196
教育规划  174
教育支出  243, 244, 244, 245, 246, 248, 255, 

255, 259, 259, 260, 266, 268
经济增长  243
科学和技术素养计划能力建设  185
课本  178
留级  87
免疫  51
农村地区  115, 117
女教师  174, 175, 175
普及教育  82, 83, 95, 11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0,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2, 223, 225, 226, 

227, 234
权力下放  214
融资自主  255
入学  59, 60–61, 79, 81, 114, 156, 157, 158, 

159, 160, 163, 222, 223, 225, 233, 248
扫盲  140, 144, 144, 146
升入中学  112, 113, 116
生均援助  266
生均支出  244, 245
生师比  196, 198
失学儿童  81, 82
数学和科学成绩  185
税收  244
童婚  169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3
信通技术  211, 212
性别均等  140, 144, 144, 156, 157, 158, 159, 

160, 163, 174, 175, 175, 178, 185, 
226, 227, 233

学前教育  59, 60–61, 81, 222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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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1,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3, 164

普及，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2
普及初等教育 (UPE) （全民教育目标）
另见 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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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参与  124
女教师对女童的影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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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

另见 文化因素；性别均等/不均等
对成年文盲  147
消除课程中的性别偏见  176, 178–9
在学校里针对怀孕女童和未成年母亲  170

千年发展目标
对全民教育目标的影响  27, 41,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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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24
关于融资  241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24–5

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
成功  94
教育支出  278
项目  124–5, 176, 273, 277, 278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初等教育  196, 223
教师  19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1, 222, 223, 223
生师比  196
学前教育  60–61, 64, 221, 222, 223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32

欠发达国家 见 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中低
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

强奸  104, 181
另见 性虐待

侵害，在校儿童  35, 101, 179–81
青年和成人技能（全民教育目标）
不平等  115–20, 123–4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6, 170, 211
定义的技能  111–12, 127
国际劳工组织终身学习建议  127
基本技能援助  262
基础技能  112–20
技能测量  130–2
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  128–30
进展，职业技术技能  126–8
可迁移技能  120–3
目标的低效  286
援助承诺  262, 264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10–12, 10, 

11, 12, 230, 288–9,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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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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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  14, 14, 143, 144, 144
性行为  170
移民的成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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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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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 3, 10-12,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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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学  10–11, 10, 11, 124–6
早婚和早育  90, 165, 169–70, 169

权力下放
财政自治  85, 155
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57
对学校成绩的影响  35, 215
和问责  34
教师分派  200
教育治理  213–15
课程  207
与准备  294

全国考试
另见 全国学业评估
对学生中心实践的影响  209
离校考试  113

全国学业评估  18, 18, 181–3, 182, 187, 190–3, 
191, 304, 305–11

全民教育
运动的成功  43
政治承诺  27, 28, 41, 4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015年估计  233–4
1999年以来的变化  230, 233, 234
2012年状况  229–30, 231–3, 234
缺失数据  234–7
组成部分  229, 231–3

全民教育高层论坛  40
全民教育高级别委员会  40, 241
全民教育高级别小组  40, 41–2,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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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数据收集；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国际咨询论坛  26
技能  130, 133
框架  32–3, 25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功能  1, 37, 38, 3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全民教育进展  38–9, 42–3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31
缺失数据  234–7
因素  29, 29
幼儿保育和教育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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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倡议与运动  28, 40–3
进展（概述）  3–19, 41–3, 233–4, 234, 262, 

264, 283
可能的成就  221–8
强调普及初等教育的影响  4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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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千年发展目标的教育目标比较  286
援助  262,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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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减免  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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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项目的能力建设  32
全民教育中的生活技能跨机构工作小组  112
全纳教育
另见 边缘群体
残疾儿童  87, 101, 101, 102, 103, 271
适合儿童的方法  37, 204
性别倡议  165, 166
性别敏感的教育  177, 177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4, 286–7, 

290
资金  257–8

全球定期评估  39
全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  92–3
全球公民，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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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师地位指数  201
全球教育第一倡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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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民教育目标的承诺  271–2
国家状况报告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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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作中的角色  40
在援助中的角色  27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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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补充大会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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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动方案  41
全球政策，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  29
缺勤
教师  200-1, 205-6, 215, 216, 254
学生 88, 98

R

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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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因素
对教师分派的影响  199
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21–2, 22

人口统计因素，教师分派  199
人权法案  1, 35, 101, 204
人生发展项目，中等教育阶段  125
人生期望，人口统计学差异及其影响  22
人头税，初等教育  85, 86–7, 88, 99
认知发展
集中招聘的影响（童工）  117
家长的教育需求  53
心理学项目的要素  53–4

日本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225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263, 264
教育支出  245, 247, 260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得分  22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222, 223, 225, 231
生师比  196
童工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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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校园暴力  180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80,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8

融资差距，来自援助来源  296–7, 297
融资管理，社区与扫盲  149–50
入学
另见 毛入学率；净入学率
和高效支出  254
和上学距离  171
和性别均等  15–17, 16, 156–7, 157–8, 158, 

168, 171, 172, 173–4, 258
教育成本缩减  168
教育援助的效果  274
缺失数据  236–7
推迟入学  7, 7
现金转移的效果  90
学前教育  5, 5, 20, 59, 60–1, 63–5, 64, 65, 

67, 221, 222–3, 222, 235–6, 236, 288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  294, 295
增长，和公共支出  244

软技能  112, 122, 132, 132
瑞典
成人教育和技能 131, 129
成人扫盲  141, 231
初等教育  79, 95, 197, 223
高等教育中的女性  185
教师  197
教育援助捐助方  270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课程  17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63, 222, 223, 231
少数语言  96
生师比  197
私立教育  216
私立学前教育  65, 66–6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3, 182, 185, 231
性教育  179
学前教育  60–61, 66–67,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瑞士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23, 225, 251
教师工资  251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支出  245, 246, 248,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25, 231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163, 177,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248
学业成绩  195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3

弱势
另见 教育机会；性别均等/不均等；全纳教

育；不平等；国内流动者；边缘群
体；贫困

学习结果进步  190, 190
与教师分派  199, 200
与中等教育机会  115–20

S

撒哈拉以南非洲
另见 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4, 49, 50
按人头拨款  88
财富不均等  153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超龄入学  92
成人扫盲  13, 13, 14
城市地区  22, 23
赤贫  23
初等教育  6, 6, 8, 15, 16, 18, 19, 20, 22, 80, 

84, 85, 88, 93, 94, 153, 156, 157, 157, 
196, 197, 198, 205, 205, 206, 224, 
226, 228, 259

辍学  256
定义  317
多部门办法  57
发育迟缓  4–5, 4, 5, 52
供电  23
孤儿和脆弱儿童  99
合同制教师  251, 251–252
婚前性行为  170
基础教育援助  263, 264, 265, 265
教师  18, 174
教师短缺  196, 197, 198, 251, 251–252
教师工资  202, 251–252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学语言  209, 210
教育成本  252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3, 264
教育支出  242, 243, 243, 244, 246, 248, 

251–252, 259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243, 244
课本  203, 252
课程  206
留级  256
农村地区  251
女性扫盲  13, 13, 14
疟疾治疗  93
贫民窟  100
普及教育  22
青年扫盲  13, 14
取消学费  84, 8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1, 22
入学  59, 60, 63, 80, 89, 114, 156, 157, 157, 

160, 162, 163, 221, 224, 287
扫盲  140, 145
社区学校  94
升入中学  114
生均支出  259
生师比  18, 19, 19, 196, 197, 198
生育率  22
失学儿童  6, 7, 7, 8, 10, 153, 158, 170
私立教育  67, 67, 93
未成年母亲  170
文盲  13, 13, 14
现金转移  89
校餐项目  89
校园暴力  179–180, 180
信通技术  213
性别均等  4, 15, 15, 16, 17, 89, 153, 156, 

157, 157, 160, 162, 163, 174, 180, 226
学前教育  4, 5, 5, 18, 57, 59, 60, 60, 63, 67, 

67, 221, 246, 24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209
学业评估  18, 19, 305–306
预期上学年限  59, 60, 92
诊断工具  279
职业技术教育  10, 10, 11
中等教育  10, 10, 11, 15, 16, 18, 114, 160, 

162, 163, 197, 198, 205, 205, 206, 
226, 227, 228, 287

萨尔瓦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超龄入学  114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0, 84, 85, 86, 88, 98, 156, 160, 

223, 226
发育迟缓  52
教育支出  244, 246, 255
留级  8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234
入学  60–61, 80, 84, 85, 98, 113, 114, 156, 

160,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46
升入中学  113
失学儿童  98, 118
童工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4, 85, 160, 232
校餐项目  88–89
性别均等  138, 156, 160, 166, 226,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评估  306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66
中等教育  113, 113, 114, 118

《萨拉曼卡宣言》  101
萨摩亚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60, 196, 223
教师  19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0, 162,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60, 162,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塞尔维亚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223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2, 223, 231
完成学校教育  83,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塞拉利昂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按人头拨款  88
财富不均等  62, 95
初等教育  78–79, 81, 82, 83, 88, 95, 98,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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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197, 250, 267
发育迟缓  52, 53
腐败  254
“鬼影教师”  254
合格教师  71, 71
基础教育援助  267
教师  197, 254
教师工资  250
教育规划  166
教育援助接受方  277
教育支出  244, 244, 246, 250, 268
经济增长  244
课本  203
农村地区  81
普及教育  82, 83, 95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65, 98, 157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1, 82, 98, 118
私立教育  65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校园暴力  179–180
性别均等  277
性别均等  138, 139, 157, 166, 180
学前教育  60–61, 62, 65, 71, 7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8

塞内加尔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95, 15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4, 86, 95, 98, 156, 157, 158, 

158, 160, 166, 175, 197, 205, 223, 226
辍学  156–157
发育迟缓  52
家庭教育支出  261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97
教师缺勤  205
教育规划  166
教育支出  244, 246, 261, 268
课程  207
留级  84, 86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I)  230,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227, 228, 

234
权力下放  215
入学  60–61, 98,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166, 222, 223, 233
扫盲  138, 139
升入中学  112, 113, 115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98, 118, 158, 159
童工  97, 98, 117,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23, 138, 139, 156, 157, 158, 158, 

160, 163, 166, 175, 226, 227, 228,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校督导  215
学业评估  192, 195, 305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117, 118, 163, 207, 227, 228
助产士  51

塞浦路斯
残疾和入学机会  102
成人教育  128

初等教育  95, 197, 223, 250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7, 248, 250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63, 222, 223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童工  118
性别均等  163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8, 128, 163

塞舌尔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95, 157, 160, 197, 223, 251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4, 247, 25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入学  60–61, 95, 157, 160, 163, 222, 223, 232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57, 160, 163,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194, 305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3, 227

桑给巴尔 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扫盲，女性  3, 13, 14, 138, 138, 140, 144
扫盲斗争部（摩洛哥）  148
扫盲评估和监督计划  142, 142
扫盲运动  144, 145, 146, 147
沙特阿拉伯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36–237, 23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236–237, 237
入学  231, 236, 236–237
扫盲  137, 138, 139
完成学校教育  231, 237
性别均等  138, 139, 231, 237
学前教育  236

上海共识  127–8, 133
上学距离，对参与学校教育的影响  171
上学准备  69, 69
少数群体 见 边缘群体
少数语言  96–7
少数族裔
初等教育  96–7, 97
中等教育  109

社会保障项目  88
对孤儿  99–100
和初等教育  94
奖学金和薪水  168, 171, 290–1
现金转移政策  24, 54, 66, 89, 91
增加  24

社会规则 见 文化因素
社会科学，全国学业评估  191
社会情感能力  112, 122, 132, 132
社会组织与性别指数(SIGI)   165
社区参与单位（也门）  165
社区计划，与扫盲  149–50
社区教师  200, 201
社区流动策略，女童  167
社区审计小组  253
社区学习中心（越南）  130

社区学校  92, 93–4, 100
升级
到初中教育  109, 112, 113, 115, 164, 164, 

168
到高中教育  115
需要的支出  252

生活技能
另见 读写技能；计算技能；青年和成人

技能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知识  122–3, 123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5, 125–6, 170, 211
定义  111–12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框架  111, 

132, 132, 141, 142
“生活与工作的学习模范”（墨西哥）  148
生均援助, 低收入国家  266–7
生均支出
初等教育  242, 244, 245, 255, 258, 295, 295, 

296, 296
学前  67

生师比  18, 19, 19
彩色编码标示  200
初等教育  18, 19, 19, 196, 196, 198–9, 199, 

258
对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95, 295
改进  187
合格教师  198–9, 199
和教师短缺  196–8, 196–7
和资金  258
学前教育  18
中等教育  18, 19, 19, 197–8, 197, 199

生育率，人口统计差异及其影响  2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97, 223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68
留级  86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57, 222, 223, 233
扫盲  140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233
性别均等  140, 157, 233
学前教育  60–61, 222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圣基茨和尼维斯
初等教育  95, 156, 197, 223, 224
教师  19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4
入学  95, 156, 162, 223, 224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56, 162
学业评估  307
中等教育  162

圣卢西亚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56, 160, 175, 197, 223, 224, 249
教师  175, 197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入学  60–61, 114, 156, 160, 162, 222, 223, 

22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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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175,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2

圣马力诺
初等教育  197, 250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50
生师比  19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初等教育  87, 95, 156, 197, 223, 249, 250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250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入学  95, 156, 162, 223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56, 162
中等教育  162

失学儿童
另见 辍学；完成学校教育；续读率
财富不均等  8, 8, 158, 159
残疾儿童  101-3
初等教育  8, 81–3, 82–3, 153
从未被期望上学  7, 7, 8, 8, 81, 82–3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5 
对成人扫盲的影响 141
广播教学  211
和童工  98
和性别均等  153, 158, 158,159
减少/增加  3, 6–8, 6, 7
扫盲项目  124-6
推迟入学  7, 7, 81
未实现目标  77–8
在冲突地区  8, 103, 104, 266, 277
在中等收入国家  266
中等教育  10–11, 10, 11, 118

十几岁的少女怀孕  90, 169, 170
使用电脑
另见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
学生/计算机比率  211
作为硬技术衡量  132, 132

世界妇女大会(1995)  24
世界教育不平等数据库  38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40
世界教育论坛  40
世界教育论坛(2000)  26
另见 《达喀尔行动纲领》；全民教育目标

世界教育论坛 (2015)，实施前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思考  291–2

世界全民教育大会(1990)(宗滴恩)  1, 26, 241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26
世界银行
对职业技术技能评估的影响  127
国家报告  39
惠及贫困人口的增长策略  84–5
技能框架  111
消除学习材料中的性别偏见  178
信通技术协作与政策指导  38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研究  111, 

132, 132, 141, 142
幼儿保育和教育援助  264
援助督导  270
支持权力下放  34

视力障碍儿童  101
适合儿童的方法
教学法  208

学前教育  68–9
学校环境  37, 204

适龄入学 见 超龄入学
收入
女性  24
与技能的联系  132, 132

手机，接触互联网  150, 212–13
受教育年限，作为技能的量度  132
受教育权
对剥夺行为的监测机构  39
立法  85, 102, 204
女童的  167

受教育权利法案（印度）  85, 102
数据收集
另见 监测
2015年后  298–9
对残疾  102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  127
监测统计  38
为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所做的  229, 

234–5, 236, 237
诊断工具  279

数学
成绩  18, 120, 182, 182, 184–5, 192, 192, 

213, 214
初等教育中的算术  193, 193
教师分派  199
教师能力  199
课本可得性  203
全国学业评估  191
权力下放的影响  214, 215
提高  189–90, 190, 190
性别均等/不均等  17, 182, 182, 183, 184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数学和科学国家战略（南非） 184–5
双边援助  269–70, 271, 272
另见 捐助方

双性学生，欺凌  180
双语教育  96, 148, 209-11
另见 教学语言；母语；多语教育

双语跨文化教育司（危地马拉）  96
税收
为了教育发展  242–3
征税能力建设援助  266

私立教育
另见 非正规教育
补习  202, 202
初等教育  93, 95, 100, 176
对移民  121
和教育质量  216
教师  199, 216
课程  216
生师比  199
学前  5, 45, 65–8, 66, 67
英语教学  210
在贫民窟  100, 100
中等教育  113

斯堪的纳维亚 见 丹麦；芬兰；挪威；瑞典
斯里兰卡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13, 156, 160, 196, 223, 224, 250
家庭教育支出  260, 261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0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支出  250, 255, 260, 26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4
入学  156, 160, 223, 224, 232
软技能  132
扫盲  138, 141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6
收入  132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小学离校考试  113
性别均等  138, 156, 160, 177, 232
学前教育  64
学业评估  309
义务教育  64
预算分配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32, 132
中等教育  113

斯洛伐克
初等教育  196, 249, 251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25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222
生师比  196
数学成绩  182
性别均等  18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斯洛文尼亚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75, 196, 223
教师  175, 196
教育支出  245, 247, 261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61
性别均等  175,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斯威士兰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95
初等教育  82, 86, 95, 157, 173, 197, 198, 

223, 249, 250
合格教师  198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师培训  177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250
课本  203
留级  86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入学  114, 157, 173, 223
扫盲  140
升入中学  113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73
性别均等  140, 157, 173, 177
中等教育  113, 114, 173

苏丹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1, 156, 160
辍学  256
教育支出  244, 247, 256
留级  25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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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60–61, 114, 156, 160, 162, 222, 233
扫盲  138, 139
失学儿童  81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3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60, 162, 233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4
游牧群体  99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2

苏里南
财富不均等  62, 94, 95
初等教育  79, 82, 83, 95, 156, 197, 223, 226
教师  197
普及教育  82, 83, 95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入学  60–61, 95, 156, 162, 162, 222, 223
扫盲  138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79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4, 95
性别均等  138, 156, 162, 162, 226
学前教育  60–61, 62,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162

苏联 见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
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
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土库曼斯
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算数技能
另见 数学，成绩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目标  31
熟练度  142, 142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9
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131, 131

所罗门群岛
初等教育  156, 160, 196
教师 19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8
入学  60–61, 156, 160, 162, 222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性别均等  156, 160, 162, 228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9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228

索马里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初等教育  236, 237, 266
非政府组织  27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237
人道主义援助  276, 276
入学  236
生均援助  266
索马里  266
性别均等  237

T

塔吉克斯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156, 196, 223, 225, 266
发育迟缓  230
合格教师  7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4, 246, 260, 268
课程  69
农村地区  59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0,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34
入学  60–61, 156, 162, 221, 222, 222, 223, 

225, 231
社会流动运动  167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83, 225, 231
性别均等  156, 162, 167, 231
学前教育  59, 60–61, 69, 71, 221, 222,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9
学业评估  31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0,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太平洋 见 东亚和太平洋；各个国家
态度
对残疾  103
对怀孕女童和在学的母亲  170
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124
对性别平等  123–4, 124, 166–8
教育对人的影响  173

泰国
财富不均等  62, 195
初等教育  60–61, 95, 113, 156, 196, 230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 125
国家全民教育行动规划  125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6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45, 246, 248, 260
课程  69
难民教育机会  5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30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95, 114, 156, 162, 222, 230
扫盲  138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124, 125
私立学校  95
同性恋  180
推行适合儿童的教育  63, 69
小学离校考试  113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38, 156, 162
学前教育  54, 59, 60–61, 62, 63, 69, 222, 

230, 248
学习环境  204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09
义务教育  113
幼儿保育和教育项目  54
预期上学年限  59,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13, 114, 16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按人头拨款  86
财富不均等  59, 62, 95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3
初等教育  78, 81, 82, 86, 87, 94, 95, 157, 

159, 160, 175, 197, 223, 267
辍学  159, 256
发育迟缓  52
公平  87
基础教育援助  267
家庭教育支出  261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75, 176, 197, 200
教师培训  72
教育费  63
教育援助接受方  272
教育支出  247, 248, 256, 261
课程  69, 178, 207
留级  86, 256
免疫  51
民间组织  257
母亲教育  52
女教师  175, 176
女童科学夏令营  185
普及教育  82, 95
取消学费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78, 223
权力下放  214, 215
入学  87, 157, 160, 223
扫盲  140
社区学校  94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200
失学儿童  81, 82
数学和科学成绩  185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校园暴力  181
信通技术  213
性别均等  87, 123, 140, 157, 159, 160, 175, 

176, 178, 181, 185
性教育  170
学费  113
学前教育  62, 63, 69, 72, 247, 24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209
学校领导  215
学业成绩  185, 193
学业评估  192, 195, 305
一般预算支助  272
义务教育  63
游牧群体  99
阅读熟练度  193
中等教育  113, 207
助产士  51

汤加
初等教育  87, 95, 196, 223, 250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50, 255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7
入学  60–61, 95, 162, 223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62, 227
学前教育  60–61
学业评估  309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中等教育  162, 22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入学  156, 222, 223
初等教育  86, 156, 223
教师培训  177
留级  8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性别均等  156, 166, 177
学前教育  222
学业评估  307
职业技术教育  166

特殊需求 见 残疾儿童；边缘群体
提高男童成绩计划  184
提供保育  53–4, 53, 54, 55, 58
另见 儿童保育和教育 (ECCE) （全民教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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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罚  173, 180
体重过轻儿童 4
听障儿童  101
同性恋社群，校内欺凌  180
同性恋学生，欺凌  179, 180
童工
对教育的影响  98
减少  23–4, 97, 98
男童辍学  173
女童从事国内工作  98, 117n, 167
同时上学  116–17, 118

童婚  90, 165, 169–70, 169
突尼斯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59, 62
成人扫盲  229, 232
初等教育  87, 156, 160, 196, 223, 225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96
教学时间  205
教育支出  245, 246
留级  87
女教师  176
普及教育  164, 16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5, 227, 234
入学  156, 160, 162, 223, 225, 232
扫盲  138, 139
升入中学  112, 113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25, 232
小学离校考试  176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60, 162, 164, 164, 

176, 227, 232
学业评估  307
中等教育  113, 162, 164, 164, 227

图瓦卢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236
入学  235, 236
学前教育  235
学业评估  309

土耳其
“嘿，女孩，我们去上学”  167, 168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156, 160, 206, 208, 223
发育迟缓  52
教师激励  70
教学语言  210
课程   206, 207
难民儿童  104
女性教育，因素  12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56, 160, 162,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39
少数族裔和少数语言  96
社会流动运动  167, 168
失学儿童  104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24, 138, 139, 156, 160, 162, 167, 

23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前结果  5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业成绩  210
学业评估  310
移民  12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207

土库曼斯坦，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推迟入学 见 超龄入学

W

瓦努阿图
初等教育  87, 196, 250
教师  196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支出  244, 246, 250, 268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14, 162, 222
生师比  196
性别均等  162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业评估  309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2

外国学生，援助  262, 268
外语，全国学业评估  191
完成率 见 完成学校教育；续读率（学校）
完成学校教育
另见 辍学；续读率；受教育年限
初等教育83–4, 95, 113, 159–60, 160, 171, 

189, 224–5, 225,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和提高学习结果 187
和增加教育机会 189
和支出 249
教育援助的影响 274
进展概述  3, 6, 20
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 294
性别不均等 163, 173
中等教育  3, 12, 12, 128, 129, 170

网上欺凌  179, 180
危地马拉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成人扫盲  229, 233
初等教育  79, 80, 82, 83, 83, 86, 95, 96, 97, 

98, 156, 158, 158, 160, 197, 223, 
229, 250

发育迟缓  52–53, 52
《国家语言法案》  96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0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支出  250, 255
留级  86
农村地区  117, 194
普及教育  82, 83, 95, 97,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0, 233,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80, 95, 98, 114, 156, 158, 158, 

160, 162, 222, 223, 229, 233
扫盲  138, 139, 146
少数族裔和少数语言  96, 97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79, 83, 98, 118
双语跨文化教育司  96
私立学校  95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170, 229, 233
未成年母亲  170
性别均等  138, 139, 156, 158, 158, 160, 162, 

233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208n8
学业成绩  194, 210
学业评估  195, 306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14, 117, 118, 162

危机
另见 复杂紧急情况；冲突地区；动荡国家
人道主义援助分配  276

微融资倡议，和扫盲  149–50
为了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测量合作伙伴关

系  38
为了赋权的扫盲倡议  145
“为了更好的教育结果系统方法”倡议  34, 38
为了教育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  

294–7, 295, 296, 296, 297, 299
为美国而教  200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60, 223, 224, 251
发育迟缓  52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51
留级  8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7
入学  60–61, 113, 114, 160, 162, 222, 223, 

224, 232
扫盲  138, 138, 146
升入中学  113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性别均等  138, 160, 162, 227,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113, 114, 162, 227

卫生项目
和女童教育机会增加  171
一般预算支助  272

文化，保护  96
文化背景，当地教师  200
文化内容
在学前教育课程中  69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0

文化因素
对残疾的态度  103
教师与学生背景相同  200
教学观念，教师地位  201
女童教育  166–7, 184
学前教育  69, 70
学生中心的教学问题  209

文莱达鲁萨兰国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56, 175, 196
教师  175, 196
教育支出  244, 247
女教师  17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26, 156, 162, 222, 231
扫盲  138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38, 156, 162, 175,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文盲
另见 成人扫盲；读写技能；阅读熟练度;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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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扫盲
减少  135, 137–8, 138
侮辱  147

问责
另见 监测
教育治理中的  34–5, 256–7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92, 

299–300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  39

乌干达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按人头拨款  88
部门援助  273
财富不均等  59, 62, 95
初等教育  82, 85, 86, 86, 87, 88, 89, 95, 157, 

160, 197, 199, 205, 208, 224, 250, 267
辍学  256
发育迟缓  52
腐败  253
公平  87, 88
合同制教师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7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97, 199, 201
教师工资  250
教师缺勤  205, 254
教学时间  205
教育支出  244, 247, 250, 256, 260, 268
课程  69, 207
留级  86, 256
免疫  51
农村地区  88
普及教育  82, 95
取消学费  85, 86, 87, 88
入学  87, 88, 89, 157, 160
扫盲  138, 139
生均援助  267
生师比  197, 199
失学儿童  118
私立教育  66, 199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2, 88, 95, 160, 224
校餐项目  89
性别均等  87, 88, 89, 123, 138, 139, 157, 160
性教育  170
学前教育  59, 62, 66, 69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习环境  204
学业评估  192, 305
中等教育  118, 207
助产士  51

乌克兰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175, 196, 223
教师 175, 175, 196
教育支出  244, 247
女教师  175, 175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2,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83, 231
性别均等  123, 124, 162, 175, 175,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162

乌拉圭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7, 156, 197, 223, 226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6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9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6, 227
入学  60–61, 156, 162,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1
信通技术  211
性别均等  156, 162, 226, 227,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4
学业评估  307
义务教育  6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中等教育  162, 227

乌兹别克斯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教师  196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222, 231
生师比  19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9
学业评估  310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无所畏惧地学习”运动  180
“无文盲”国家  147, 147
“五分之一”运动  180
五年级 见 完成学校教育；续读率
武装冲突 见 冲突地区
侮辱，文盲  147

X

西班牙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7, 223,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2, 263, 266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60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31
扫盲  140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3,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3

西非
合同制教师  251
性别不平等  101

西欧
另见 欧盟；北美和西欧；各个国家
初等教育  84

完成学校教育  84
西亚 见 南亚和西亚；各个国家
希腊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2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3, 222, 223, 231
少数族裔和少数语言  96–97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63,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3

现金转移项目

货到付款式援助  274
解决弱势群体的资金  258
收到资金  91
条件  54
效果  89
学前教育  66
政策  2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24
消除童工国际计划  116
消除文盲行动规划  145
小学经调整的净入学率 (ANER)   6, 6, 78, 79–

81, 79–80, 223, 223, 224, 225, 225,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237

小学毛入学率  6, 156, 156–7, 157
校本管理  214, 215
校餐项目
成本  91
扩大规模  91
效力  88–9

校内水与卫生供给  171
校内性虐待  35, 179, 179–80, 181
校园性别暴力 179–80
校长  176, 215
协作，在多部门办法中  56
协作机制
机构  27, 35–6
能力建设  39
效力  40–1, 43
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  27–8, 28

新加坡
初等教育  236
教师地位  201
教师激励 70
教师培训  72, 202
教育支出  245, 24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入学  236
扫盲  137, 138
私立学前教育  66
性别均等  138
学前教育  66, 70, 72
学前资格认证委员会  72
学业评估  309

新教育战略规划（加纳）  63
新开发银行  268
新西兰

“语言巢”幼儿保育和教育模式  54
财富不均等  195, 216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6, 223
教师  196
教师激励  70
教育支出  245, 246,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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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62,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私立教育  216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62, 180, 231
学前教育  54, 60–61, 70, 222, 248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0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中等教育  162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ICT)
旧技术的使用  211
全民教育议程  38
扫盲支持  150
使用电脑  132, 132, 211

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教育全球论坛  38
性暴力
危机儿童  101
校内  35, 179, 179–80, 181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  104

性别不平等 见 男童；性别均等/不均等；女童
性别均等/不均等 （全民教育目标）
另见 男童；女童；妇女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9
成人扫盲  3, 13, 14, 135, 138, 138, 140, 142, 

143
国内劳动力责任  98, 117n, 167
和财富不均等  153, 158, 159, 164, 168
教育援助的效果  274
教育质量  166, 174–81, 175, 177
进展  3, 15–17, 15, 16, 17, 20, 24, 226–8, 

227, 228, 229, 230, 233, 236, 236, 
237, 237

初等教育  15, 15, 20, 78, 155, 155–60, 
156–7, 157, 158, 160, 161, 228, 228

解决早孕和早婚  90, 165, 169–70, 169
课程  176, 178–9
女教师  172, 174–7, 175, 177
缩减教育成本  89, 168
态度变革  166–8
校园暴力  179–81
学习结果  181–5, 182, 183
在成人扫盲中  135, 139
政策与法规  164–6
中等教育  15, 16, 17, 17, 160–4, 162–3, 

164, 171, 228, 228
可能的成就  225–8, 227, 228
男童  157, 160–3, 160, 162, 173–4, 179–80
平等的免费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可持续发展

目标）  287
普及教育  97, 159–60, 161, 176, 181, 182, 

182, 183–5, 184
扫盲  181, 182
失学儿童  153, 158, 159
数学成绩  182, 182, 184–5
私立/公立学校中的隔离  93, 168
完成学校教育  163, 173
薪酬的影响  168
性教育  170, 179
在教育规划中  32, 33
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中  229, 230, 231–3
在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倡议中被忽视  272
在学校参与中  6, 7, 7
招聘  185

性别均等指数 (GPI)
成人扫盲  13, 13
教育  17, 156, 156–7, 157, 160, 161, 162, 

162, 226–7, 228, 229, 236, 236, 237, 

237
性别偏见，从课程中消除  176, 178–9
性别平等
另见 性别均等/不均等
策略  35–6
概念  155
课程改革  176, 178–9
态度  123–4, 124, 166–8

性别平等战略规划（巴布亚新几内亚）  177 
性别歧视
另见 性别均等/不均等
全球趋势  24

“性别日程”计划（英国）  184 
性别预算编制计划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65
性别主流倡议  165, 166
性教育  36, 123, 170, 179
性行为；青年  170
匈牙利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95, 196, 205, 223, 249
教师  196
教学时间  205
教育支出  245, 247, 249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95, 126,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6
私立学校  95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0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8, 126

续读率
另见 辍学; 完成学校教育
小学最高年级  3, 6, 8, 20, 21, 78, 82–3, 

83–4, 84, 95, 113, 159, 159–60, 160, 
161, 171, 189,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学费
另见 教育成本
初等教育
非法收取  260
恢复收费  88

取消  5, 84–8, 99, 113, 168, 242, 259–60
学前教育 5, 65, 67, 73

学费 见 教育成本
学前教育
另见 幼儿保育和教育(ECCE) （全民教育

目标）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差距  297
补助金  247
财富不均等  59, 62, 65, 67
对小学保留率和成绩的影响  58, 256
公共支出  246–8, 248–9
教师  18, 70
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的估计  296
培训和资质  70–2
融资  246–8, 248–9, 264
入学  5, 5, 20, 45, 59, 60–1, 63–5, 64, 65, 67, 

221, 222–3, 222, 235–6, 236
生师比  18
收费  5, 63, 65, 67, 73
援助承诺  264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中  286–7
学前助学券  66
学前毛入学率  5, 5, 20, 60, 63, 66, 221, 222, 222
学前资格认证委员会（新加坡）  72
学生/计算机比率  211
学生/课本比率  203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9, 209
适合儿童的方法  37, 68–9, 204, 208
在私立学校中缺乏  216

学术成就 见 学习成绩
学术课程, 中等教育水平  125
学习材料
低收入国家的需求  252
腐败的供给  253, 253
消除性别偏见  178–9

学习和生活技能 见 青年和成人技能（全民教
育目标）

学习环境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90
改进进展  37
灵活的学习框架  99
为了教育成功  37, 203–13
学前教育  68
幼儿保育和教育  55

学习结果
另见 普及教育；学业成绩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98–9
和性别均等  181–5, 182, 183
和增加教育机会  189–90
教育规划指标  32

学习困难，有困难的儿童  101
学校 见 基础教育；学校建设；学校管理；中等

教育；教师；普及初等教育 (UPE)
（全民教育目标）

学校保留率 见 辍学；完成学校教育；续读率
学校参与
另见 辍学; 入学；失学儿童；完成学校教

育； 续读率
改进  89, 91, 230

学校成本 见 教育成本
学校出勤 见 辍学；失学儿童；完成学校教育； 

学校参与
学校督导  215
学校攻击  104
学校管理
另见 权力下放
校本  214, 215
校长 176, 215

学校环境 见 学习环境
学校建设
教室  92
新学校  171

学校教育免费  75, 84–8, 99, 113, 168, 225, 244
学校课程 见 课程
学校升级  78, 168
另见 留级；升级
和童工  98

学校性别平等运动（印度）  179 
学校自治 见 权力下放
学业成绩
另见 普及教育
财富不均等  9, 195
和教学语言  210
兼职工作的影响  117, 118
教师质量的影响  201
接触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影响  212–13
科学  117, 118, 200
母语的影响  120
农村地区  122, 142, 142, 192, 192, 194
数学  18, 120, 182, 182, 184–5, 192, 192, 

213, 214
私立教育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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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熟练度  18, 140, 141, 142, 142, 143, 
181, 182, 183, 192–3, 192, 194, 194, 
195, 199, 203, 210

学业评估
另见 国际评估；地区评估
国家  18, 18, 181–3, 182, 187, 190–2, 190–5, 

191, 304, 305–11

Y

牙买加
城市地区  173
初等教育  87, 89, 95, 249, 250
辍学  173
第二次机会项目  170
发育迟缓  52
家访服务  53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工资  250
教育拨款 174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250, 255, 261
课程  69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89, 95, 162, 174, 222
扫盲  138
失学儿童  170, 173
私立学校  95
未成年母亲  170
校餐项目  89
性别均等  89, 138, 162, 166, 174
学前教育  60–61, 69, 222
学业评估  306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预算分配  255
职业技术教育  166
中等教育  162, 174

亚美尼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3
教育支出  245, 268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入学  60–61, 126, 221, 222
完成学校教育  83
学前教育  60–61, 221, 222
学业评估  310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132
中等教育  126

亚洲
另见 中亚；东亚；南亚；南亚和西亚；各

个国家
小学离校考试  113

亚洲开发银行  262
研究  132, 132
也门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初等教育  87, 92, 95, 156, 196, 196, 223
发育迟缓  52
国家儿童教育战略  165
基础设施改善  92
教师  196
教师短缺  196, 198
教育规划  165
留级  87
女童教育部门  165
取消学费  16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7
人道主义援助  276
入学  60–61, 92, 95, 114, 156, 162, 165, 

222, 223

扫盲  138, 138, 139
社区参与小组  165
生师比  196, 196, 198
私立学校  95
童婚  169
性别均等  92, 138, 138, 139, 156, 162, 165, 

227
学前教育  60–61, 165, 222
学业评估  307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4, 162, 198, 227

一般人道主义基金  277
一年级 见 入学，初等教育；招生率
伊拉克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初等教育  223, 236, 237
发育迟缓  52
难民儿童  10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6, 237
入学  222, 223, 236
扫盲  138, 139
失学儿童  104
完成学校教育  237
性别均等  138, 139
学前教育  62, 222, 236
学业成绩  193
义务教育  113
阅读熟练度  193
中等教育  11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7, 113, 156, 157, 160, 223, 249
教育支出  245, 246, 249
课本  178
留级  87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126, 156, 157, 160, 163, 221, 

222, 223, 232
扫盲  138, 139
升入中学  113
童工  118
完成学校教育  160, 232
小学离校考试  113
性别均等  124, 138, 139, 156, 157, 160, 163, 

178, 232
学前教育  60–61, 64, 221, 222
学业评估  308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3, 118, 126, 163

移民
另见 国内流动人口；难民
成人教育   129
计算机供给  212
教育机会  109, 119–20, 119, 121

以色列
财富不均等  195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7, 223, 249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97
教育支出  244, 247, 249, 261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60–61, 222, 223, 231
生师比  197

完成学校教育  231
性别均等  181, 231
学前教育  60–61, 64, 222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11
义务教育  64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81, 195

意大利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223, 225, 251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工资  251
教育支出  245, 247, 248, 251, 260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234
入学  60–61, 222, 223, 225, 231
扫盲  140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222, 248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印度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按人头拨款  88
本土语言 见 母语
布拉罕开放教育学校  125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103
残疾评估  58 
初等教育  87, 88, 89, 92, 93, 100, 103, 156, 

157, 158, 196, 205, 223, 249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 125
读写技能倡议  150
发展合作局  267
发展影响债券  278
孤儿和脆弱儿童  99
国家开放学校研究所  125
合格教师  200
合同制教师  200, 201
基础设施改善  92
家访服务  55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76, 196, 200
教师培训  200, 201
教师缺勤  205
教学语言  210
教育权利法案  85, 88, 102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6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7, 268
教育支出  244, 246, 249, 255, 260
课程  68–69, 70, 179
留级  87
年度教育状况报告 (ASER)   192, 192, 308
农村地区  67, 89, 92, 150, 208
女性教育，因素  124
贫民窟  100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8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78, 103, 114, 156, 157, 158, 163, 

222, 223
扫盲  138, 139, 146, 147, 150
生师比  196, 199
失学儿童  81, 103, 124, 125
私立教育  67, 93, 100, 210, 216
校餐项目  89
校园暴力  181
性别均等  92, 93, 138, 139, 156, 157, 158, 

163, 165, 166, 167, 172, 173, 176, 179, 
181, 228

学前教育  58, 60–61, 67, 68–69,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学校性别平等运动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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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  192, 216, 257, 274
学业评估  192, 308
义务教育  85, 113
游牧群体  99
《幼儿教育课程框架》  68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13, 114, 163, 228

印度尼西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115, 116, 195
成人扫盲  232
初等教育  83, 87, 94, 95, 113, 196, 223, 224
发育迟缓  52
基础教育分权改革  177
教师  196
教师培训  177, 202
教育支出  245, 246, 247
留级  87
免疫  51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7
女性教育，因素  124
普及教育  83, 95, 117, 11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2,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34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114, 126, 222, 223, 224, 232
扫盲  138, 146
升入中学  115, 116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118
童工  117, 118
童婚  169
完成学校教育  83, 95, 232
现金转移  89
小学离校考试  113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24, 138, 177, 180, 232
学前教育  54, 60–61, 222, 247
学业成绩  195
义务教育  113
幼儿保育和教育中心  54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2
幼儿教育和发展计划  247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3, 114, 115, 116, 117, 117, 118, 

126
助产士  51
宗教学校  94

英格兰
财富不均等  195
普及教育  183, 184
扫盲  146
性别均等  183, 184
学业成绩  195
阅读熟练度  195

英国
另见 英格兰
“超级联盟阅读明星”  184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197, 223, 225, 251
教师  176, 197
教师工资  251
教师激励  70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3, 264, 266, 270, 274
教育支出  244, 247, 251
教育质量  68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得分  22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5
入学  60–61, 126, 222, 223, 223, 225, 231

生师比  197
私立学前教育  65
完成学校教育  225, 231
性别均等  231
学前教育  60–61, 65, 68, 70, 222, 223
学业评估  31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英国国际开发部，援助  102, 274
英联邦教育基金  253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177
英属维尔京群岛
初等教育  86, 95, 156, 197, 223, 224, 226
教师  197
留级  86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24, 226
入学  60–61, 95, 156, 162, 222, 223, 224
生师比  197
私立学校  95
性别均等  156, 162, 226
学前教育  60–61, 2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210
婴儿死亡 见 5岁以下死亡率
营利部门 见 私立教育
营养
另见 营养不良
改进  50, 51–2, 52
干预的效果  52, 54

营养不良
另见 饥饿；营养；发育迟缓
和5岁以下死亡率  50
母亲教育的影响  52
全球程度  48

硬技能 见 认知发展
游牧群体, 初等教育    98–9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框架  111
读写调查  141, 142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  90, 91, 158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  90, 91, 258
幼儿 见 幼儿保育和教育 (ECCE) （全民教育目

标）；学前教育
幼儿保育和教育 (ECCE)（全民教育目标）
另见 学前教育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7–8, 298
定义  47n1
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和支持  278
进展  4–5, 4, 5, 47
存活与营养  48–53
多部门办法  56–8
服务质量  47, 55–6, 68–72
认知发展  53–5
学前教育  47, 58–68, 221, 222, 222

可能的成就  221–3, 221, 222
利益  47
全部门缺乏援助  274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资金  272
人员  55, 56
援助  262–3, 264, 264, 265
在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中  230n7, 231–3
指标  48–9

《幼儿保育和教育行动法》(2000)（菲律宾） 
57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0n7, 231–3
《幼儿教育课程框架》（印度）  68
幼儿教育与发展计划（印度尼西亚）  247
诱拐女童  104
语言差距，少数族裔  96–7
语言桥  148
语言学习

另见 母语
对移民的支持  120
多语教育  209–11
权力下放的影响  214–15, 215
外语评估  191
学生中心的教学的影响  208

预测  7, 7, 14, 14, 233–4
预期上学年限
另见 完成学校教育
小学最高年级  3, 6, 8, 20, 21, 78, 82–3, 

83–4, 84, 95, 113, 159, 159–60, 160, 
161, 171, 189, 229, 230, 231–3, 236, 
236, 237

学前教育  59, 60
援助，教育 见 援助承诺；援助分配；教育援助
援助拨款和贷款  88, 269
援助承诺
部门承诺  261
国际发展援助  69–72, 261–2
教育部门  261, 264, 265

援助分配
达喀尔论坛后  261–2
国际发展援助  263–7, 263, 265
国家定项援助  273, 273
基础教育  262, 263, 264–5, 264, 265, 267, 

271
教育部门  262, 263, 265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270, 271
人道主义援助  277
双边捐助方  270
通过非政府组织  278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  297, 297
占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份额  30
支付进展  42

援助机构  267–8
援助流向
吸收资金的能力  29
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25

援助效力  269–71
援助效力巴黎宣言  269
援助效力高级别论坛  270
约旦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95, 160, 223, 249
多部门办法  57
发育迟缓  52
教师  176
教育支出  249
课本  178
难民儿童  104
女教师  176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23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234
入学  60–61, 95, 160, 162, 222, 223, 231
私立教育  68, 95, 176
完成学校教育  83, 160, 231
面向知识经济的教育改革  68
性别均等  160, 162, 176, 178, 231
学前教育  57, 60–61, 68,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209
学业评估  307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1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中等教育  162

阅读熟练度  18
财富不均等  192, 194, 195
成人  140, 141, 142, 143
初等教育  183, 183, 192–3, 192, 210
和教师分派  199
和教学语言  210
农村地区  142, 142, 192, 192, 194



附录

492

1
0

2
5

全
民
教
育
全
球
监
测
报
告

小学低年级  192–3
性别差异  181, 182, 183
中等教育  181, 194

越南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边缘群体  59, 258
财富不均等  62, 94, 95
残疾和教育机会  102, 102
成人教育  130
城市地区  142
初等教育  83, 83, 87, 95, 98, 156, 175, 196, 

223
第二次机会项目  130
发育迟缓  52, 52
合格教师  71
家庭教育支出  261
教师  175, 196
教育支出  258, 261
课本  252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3, 83, 95, 117, 164, 164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3
入学  59, 60–61, 98, 156, 222, 223
扫盲  138, 141, 142
社区学习中心  130
生师比  196
失学儿童  98, 118
童工  97, 98, 118
完成学校教育  83, 94, 95
校园暴力  180
性别均等  138, 156, 164, 164, 175, 180
学前教育  59, 60–61, 62, 71, 222
学习结果的成就  102
学业成绩  258
学业评估  309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117, 118, 164, 164

运动
女童教育  167
全民教育的基本方面  26, 27, 28, 40–3
全球教育运动 (1999年)  26, 33, 167
扫盲  144, 145, 146, 147
性暴力  180
学前教育  64–5

Z

在职培训，学前教育  71
赞比亚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95
超龄入学  81
初等教育  81, 82, 86, 87, 95, 157, 160, 197, 

223, 225
发育迟缓  52
公平  87
孤儿和脆弱儿童  99–100
家庭教育支出  260
健康教育  123
教师  197
教师培训  177
教育支出  260
课本  203
留级  86
民间组织  257
女教师  177
普及教育  82, 95, 183
取消学费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5

入学  87, 157, 160, 223, 225
扫盲  140
社区学校  94
生师比  197
失学儿童  81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现金转移  90
性别均等  87, 123, 140, 157, 160, 177
性教育  170
学业评估  195, 305

早婚  90, 165, 169–70, 169
乍得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50
财富不均等  62, 95, 159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2, 84, 85, 86, 95, 157, 158, 160, 

197, 198, 223, 248, 267
辍学  256
合格教师  187, 198
基础教育援助  267, 267
教师  175, 197
教育支出  245, 246, 248, 256, 267, 268
课本  178
留级  86, 256
农村地区  117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117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29, 233, 234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得分  22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7, 234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84, 85, 114, 157, 158, 160, 162, 163, 

223, 233
扫盲  137, 138, 138, 139
社区学校  93
升入中学  113
生均援助  267
生均支出  267
生师比  187, 197, 198
失学儿童  82, 159
完成学校教育  82, 84, 85,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38, 138, 139, 157, 158, 160, 162, 

163, 175, 178, 227, 233
学前教育  62
中等教育  113, 114, 117, 162, 163, 175, 227

债务
用教育资金偿还  253
债务减免  25, 268–9

障碍 见 入学；弱势；边缘群体
招聘

“有利于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技能”框
架  111

儿童 见 童工
女性  24, 70, 172, 174–7, 175, 175, 177, 185

招生率  160, 225
政府
另见 教育规划；教育政策
对多部门组织的承诺  57–8

政治，其中的女性  24
政治承诺
对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6, 292
对全民教育  27, 28, 41, 43

知识与专业沟通  28, 42
肢体暴力，校内  179–80
职业技术技能  112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技能测量  132, 132
课程  166, 207
男童的主流学科  166
欧洲政策  29
缺乏监控  127–8
入学  126, 126

世界银行评估  127
学生的算数技能  131
与经济的关系  128
与中等教育比较  131
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88

职业教育
另见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8, 289
援助承诺  264
中等教育阶段的课程  125

治理
和问责  34–5, 256–7
教育预算  252–4, 253, 256–7
权力下放  213–15

智力发展 见 认知发展
智利
财富不均等  216
成人扫盲  231
初等教育  83, 87, 89, 156, 197, 226
教育支出  244, 245

合格教师  200
合同制教师  201
家庭教育支出  260
教师  197, 201
教学时间  205
教育支出  244, 245, 246, 247, 248, 256, 260
留级  87
农村地区  194
女性教育，归因  124
普及教育  8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226
权力下放  215
入学  60–61, 89, 126, 156, 162, 222, 231
扫盲  146
生均支出  244, 245
生师比  197
私立教育  66–67, 216
完成学校教育  83, 170, 231
未成年母亲  170
校餐项目  89
信通技术  212
性别均等  89, 124, 156, 162, 226, 231
学前教育  60–61, 66–67, 222, 247, 248, 256
学校领导  215
学业成绩  194, 205, 216
学业评估  191, 306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4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26, 162, 205

中等后教育
另见 第二次机会项目；高等教育；青年和

成人技能
捐助方优先事项  262, 263
科学和数学的性别差异  185
融资  262, 263, 264
援助  262
援助承诺  262, 264, 265
援助支付  262, 264, 265

中等教育
另见 基础教育；初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高中教育
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7, 291
融资差距  297

财富不均等  109, 115, 116, 164, 259
参与  109
从初等教育升入  109, 112, 113, 115, 164, 

164, 168
第二次机会项目  124–6, 170, 211
公共支出  252, 254, 259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的估计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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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兼职工作  116–17, 118
和政治参与  124
教师  18, 199, 202
教学时间  205, 205
教学语言  210
课本可得性和内容  203, 204
课程  206, 207
平等的免费入学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287
普及  11, 115, 163–4, 164, 295, 295
取消学费  113
权力下放  214–15
融资  252, 254, 297
入学 见 入学，中等教育
弱势群体  115–20, 171
生师比  18, 19, 19, 197–8, 197, 199
失学儿童  10–11, 10, 11, 118
数学能力  214
完成学校教育  3, 12, 12, 128, 129, 170
性别均等  15, 16, 17, 17, 160–4, 162–3, 164, 

171, 228, 228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9
学业成绩  181, 194, 214
与职业技术教育技能比较  131
援助  262, 264, 264, 265, 282
阅读熟练度  181, 194
政府投入  214

中等收入国家
另见 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
采纳全民教育议程  32
初等教育
普及  9, 9
失学儿童  8
私立学校  95
完成学校教育  3

定义  317–18
儿童评估工具  58
分配给教育的国民生产总值  249
合格教师  71
和贫困人口  265
减贫  23
教学实践  208
教育机会  8, 8, 9, 20–1
教育支出  249, 261
教职员工  18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4, 6, 10, 13, 15, 18, 229
社会保障项目  24
生师比  18
失学儿童  8
数学成绩  184
私立教育  216
完成学校教育  3, 12, 12 
现金转移  91
学业评估  194
援助  263, 266, 297, 297
早孕  170
中等教育
普及  11
完成学校教育  3, 12, 12

中低收入国家
另见 各个国家
初等教育
公共支出  249
普及  9
私立学校  93, 95

定义  317–18
分配给教育的国民生产总值  30, 249
教育机会  8
教育支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期的估

计  296
教职员工  18
普及教育  9, 11, 29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4, 6, 10, 13, 15, 18, 229
融资差距  296, 297
融资框架  33
生师比  18
私立教育  66, 93, 95
完成学校教育  12
性别均等  15
学前教育  65
私立学校  66

援助  263
中等教育
公共支出  252
普及  11
完成学校教育  12

中非共和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62, 95
成人扫盲  233
初等教育  81, 82, 95, 157, 158, 160, 198, 

223, 226, 266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187, 198
合同制教师  201
基础教育援助  266
教师  175, 201
教师工资  202
教育支出  244, 245, 247, 268
经济增长  244
女教师  175
普及教育  82, 95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得分  229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EDI)  233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3, 226
入学  114, 126, 157, 158, 160, 162, 163, 

223, 233
扫盲  140
生均援助  266
生师比  187, 198
失学儿童  81
税收  243–244
完成学校教育  82, 95, 160, 233
性别均等  140, 157, 158, 160, 162, 163, 175, 

226, 233
学前教育  62
幼儿保育和教育指数  233
职业技术教育  126
中等教育  114, 126, 162, 163, 175

中高收入国家
另见 各个国家
初等教育
公共支出  249
普及  9
私立学校  95

定义  318
分配给教育的国民生产总值  249
教职员工  18
普及教育  9, 11, 291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4, 6, 10, 13, 15, 18, 229
生师比  18
私立学校  66, 95
性别均等  15
学前教育, 私立学校  66
援助  263, 267
中等教育
普及  11
完成学校教育  12

中国
5岁以下死亡率  48–49
财富不均等  195
城市化  22
初等教育  83, 196
多部门办法  57

发育迟缓  52
合格教师  200
教师  196
教师地位  201
教师激励  70, 71
教师培训  72
教育融资  121, 122
教育援助捐助方  268
课本  178
课程  206–207, 207
农村地区  67, 117, 122
普及教育  83, 117
取消学费  122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2
权力下放  214
入学  60–61, 112, 114, 222
扫盲  137, 138, 139, 146
生师比  196
私立教育  67, 121
私人补习  202
完成学校教育  83
现金转移  63
信通技术  211, 212
性别均等  138, 139, 178
学前教育  57, 60–61, 63, 67, 70, 71, 72, 222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209
学业成绩  195
学业评估  308
移民  120, 121–122
预期上学年限  60–61
阅读熟练度  195
职业技术教育  132
中等教育  112, 114, 117, 207

中国澳门
初等教育  87, 196
教师  196
教育支出  245
留级  87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36
入学  162, 235, 236
扫盲  138
生师比  196
性别均等  162, 236
学前教育  64, 235
义务教育  64
中等教育  162

中欧和东欧
另见 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48
成人扫盲  13, 13
城市地区  23
初等教育  6, 15, 16, 18, 79, 84, 156, 196, 

205, 205, 206, 224, 226, 228
定义  316
发育迟缓  4
基础教育援助  263, 265
教师  18, 174, 196, 197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3
教育支出  242, 243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女性扫盲  13
青年识字  1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29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2
入学  61, 63, 79, 156, 162, 224
生师比  18, 196, 197
失学儿童  6, 10
私立教育  93
完成学校教育  84, 22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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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  13, 13
性别均等  4, 15, 16, 156, 162, 174, 226
学前教育  4, 5, 5, 18, 61, 63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n8
学业评估  18, 18, 19, 309
义务教育  63
预期上学年限  61
职业技术教育  10
中等教育  10, 11, 15, 16, 18, 162, 197, 205, 

205, 206, 226, 228
中小型企业培训联盟项目（韩国）  130
中亚
另见 各个国家
5岁以下死亡率  4, 48
成人扫盲  13, 13
城市地区  23
初等教育  6, 15, 16, 18, 79, 84, 113, 156, 

196, 205, 205, 206, 224, 226, 228
定义  316
发育迟缓  4
基础教育援助  263, 265
教师  18, 174, 196, 197
教学时间  205, 205, 206
教育援助接受方  263
教育支出  242, 243
教育质量  18
经济增长  243
女性就业  24
女性扫盲  13
青年识字  13
全民教育发展指数  230
全民教育目标进展  224, 226
人口统计学因素  22
入学  61, 79, 156, 162, 224
生师比  18, 196, 197
失学儿童  6, 10
完成学校教育  84, 224, 225
文盲  13, 13
性别均等  4, 15, 16, 156, 162, 174, 226
学前教育  4, 5, 5, 18, 61
学生中心的教学  208, 208n8
学业评估  18, 18, 19, 309
预期上学年限  61
职业技术教育  10
中等教育  10, 10, 11, 15, 16, 18, 162, 197, 

205, 205, 206, 226, 228
中央紧急事件应对基金  274–5, 277
重债贫困国家倡议  25, 85, 269
主流 见 全纳教育
助产士  50, 51
住户调查  38
专业发展 见 教师培训
转型期国家
另见 各个国家
定义  316
国家教育规划  172
全国评估增多  191
学前教育增长  5

《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国际劳工组织）  
97, 117

资格
另见 教师培训
对教学  72, 202

资金
另见 教育援助；教育支出；全民教育融

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
包容性  257–60, 259
教育成本  24, 54, 66, 89, 91, 168, 258
来自非政府组织  277–8
来自税收  242–3
免费  5, 84–8, 99, 113, 168, 242, 259–60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  31, 272

资源管理倡议，导致扫盲  150
自然灾害
另见 复杂紧急情况；国内流动人口；移

民；难民

对儿童的影响  103
宗滴恩会议  1, 26, 241
宗教背景，教师和学生相同  200
宗教学校  77, 94, 115
最不发达国家
另见 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各个国家
学校内的水与卫生供给  172
援助  25

最贫困的五分之一 见 赤贫；财富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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