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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全民教育会议 

教科文组织，巴黎 

2012年 11月 21--23日 
 

 

2012 年全球全民教育会议 

最终声明 

序言 

1. 应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邀请，我们，各国部长、代表团团长、多边和双边组织的负责

人、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的高级代表于 2012 年 11 月 21--23 日齐聚法国巴黎，参加

全球全民教育会议。 

2. 我们注意到 2012 年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全民教育地区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关于 2015

年后的高层专家会议、第六次全民教育非政府组织集体磋商会议以及九个人口大国全民

教育部长级审查会议的各项建议。 

3. 我们注意到经过调整的全球全民教育架构具有促进所有全民教育合作伙伴切实参与的潜

力。 

4. 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的全球教育倡议，该倡议与全民教育运动联系紧密，具有协同效

应。全球教育倡议注重让每一位儿童上学，提高学习质量和倡导全球公民意识，这有助

于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并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5. 我们重申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也反映在

1990 年《宗滴恩宣言》和 2000 年《达喀尔行动纲领》之中。 

6. 距离 2015 年目标日期不到三年的时间，必须确保履行在宗滴恩和达喀尔做出的集体承

诺，从而保证每一位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要得到满足。 

7. 尽管 1990 年以来，世界全民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扩大初等教育入学和促进

性别平等方面，但是，今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我们难以在 2015 年实现

全民教育目标，某些国家还差得很远。我们忧虑地看到，前进的步伐已经放缓，有些国

家的入学和质量甚至出现倒退。2010 年，失学儿童数量徘徊在 6100 万；7100 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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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入中学；虽然在减少男女差异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在 17 个国家里，小学女生与

男生之比仍低于 9:10；成人文盲数为 7.75 亿，仅比 1990 年减少 12%。在一国之内和国

家之间，无论是在入学还是在学习成绩方面，社会差异依然突出。6.5 亿小学适龄儿童中

高达 2.5 亿人尽管已在学校学习了四年时间，但仍然不会读和算。多年来对教育的忽视

造成现在未完成小学教育的青年达 2 亿之多。这些青年缺乏找到较好工资报酬的工作所

需的技能，急需学习基本技能的机会。 

8. 教育进展缓慢既影响了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妨害和平与社会团结。实现相辅相成和不可

分割的全民教育目标是享受人权和实现所有发展目标的前提。因此，良好的终身学习需

要采取综合性的方式，即教育方面的所有相关方应统筹解决入学、成绩、质量和公平的

问题。 

9. 需要特别努力帮助最难以普及到的群体，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以及最弱势的儿童、青年

和成人群体，包括女童、青年妇女以及遭受冲突影响的人群。过去工作的失误造成发展

中国家 15--24 周岁人群中五分之一的人甚至未能完成小学教育，急需再次有机会学习必

要的技能，以便找到工作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此外，必须为在非正规和生存性经济体

工作的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 

10. 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消除妨碍弱势儿童及时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和学习的障碍。这种

改革应涵盖政策、创新、课程、职业发展、研究、评估和评价以及在教学中切实运用信

息与通信技术等方面。 

11. 我们认识到教科文组织在全纳教育方面的领导作用，因此建议各国在教科文组织以及其

他教育相关方的支持下制定并实施全纳教育政策。 

为 2015 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而加快前进的步伐 

12. 强烈的政治意愿加上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持续的资金投入可以克服这些瓶颈问题。九个人

口大国中的有些国家所采取的学校供餐、对贫困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以及受教育权

立法等措施表明，快速取得进展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总结成功的经验，包括有效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的经验，研究是否可以加以调整、复制或推广。各国政府应提高其教育体系

和教育政策的效能，减少留级现象。 

13. 教育应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基础性技能、职业技术技能以及二十一世纪的通用技能（如创

造性、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和培训中心还应与雇主联系，通过见习培训等方

式，让年轻人获得他们所需的工作经验。此类工作有助于解决与人类发展以及社会和经

济发展、竞争力以及青年失业相关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技能培养战略应超出正规教

育体系的范围，努力改善城乡贫困青年和成人，特别是青年妇女的困难处境，他们当中

的许多人工作不稳定，且报酬极低。国家政策以及国际合作应支持针对处境不利群体的

技能培养战略并确保与各国的需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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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外，教育必须推动可持续发展，培养积极的和注重切实参与的全球与本土公民意识，

推动民主、对话、相互了解以及和平解决冲突，同时防止宣传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暴

力。这一点对于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尤为重要。 

15. 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年里，扫盲工作停滞不前，因此教育方面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倍努力，

加强成功经验的交流，确保扫盲，尤其是妇女扫盲工作取得进展。我们认识到，扫盲是

一项持续的工作，绝不仅仅只是识字。我们决心在各自国家努力落实关于加强扫盲工作

的巴黎公报。突出成人扫盲，特别是妇女扫盲也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入学率和改善他们的

学习。 

16. 我们认识到，正如 2009 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所指出，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有

助于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对最后 “冲刺”的承诺 

17. 严峻的形势要求所有合作伙伴紧急行动起来，加大力度，为 2015 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发

起最后的“冲刺”。 

18. 我们敦请所有教育方面的合作伙伴选择目标明确、有助于 2015 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重

点行动。 

19. 幼儿早期保育和教育急需增加投资，它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都具有直

接的和长远的积极影响。 

20. 我们重申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我们不仅仅是要实现男女入学均等。为此我们需要在我们

的教育制度和扫盲计划中采取注重性别平等的平权政策和行动。 

21. 资金缺乏是一个重大的瓶颈问题。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按照 2011 年宗滴恩高层小组会议商

定的标准，至少把国民生产总值的 6%或公共支出的 20%用于教育，并确保教育经费拨款

的效果、效率和公平。 

22. 教育援助停滞不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捐助者应履行承诺，并优先帮助距

离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最远的国家，包括局势不稳定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人道主义援助

行动应增加教育预算经费。 

23. 我们重申全球金融危机不应成为推卸在教育方面以及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兑现国际承

诺的借口。必须维持国内教育预算水平，并探索新的富有创意的国内教育融资渠道。私

营部门应继续加大对全民教育的承诺和支持。 

24. 一国教育体系的质量是由该国的教师及其教学质量所决定的。因此，我们重申教师在实

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的核心作用。必须大力解决全球合格教师短缺的问题。同时我们必

须确保所有学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地区的学校，拥有合格的教师。为此，教科文组

织必须继续实施其教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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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所有会员国必须与当地社区以及教师组织等相关方面一道，制定并定期评估国家教师政

策。教师政策必须包括招聘、初始培训和持续职业发展、改善有利于学习的工作条件以

及提高教师职业地位等方面的战略。正如 2008 年奥斯陆高层小组会议指出，全民教育所

有合作伙伴应继续开展国际教师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 

26. 我们重申必须促进南南合作和北南南合作以及交流良好做法，通过共享诀窍和创新经验

的项目和网络，推动跨境合作，以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和有关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必须

特别重视扫盲。 

筹备 2015 年后的议程 

27. 我们敦促教科文组织牵头推动就 2015 年后的全民教育议程进行广泛的和富有创意的磋

商。在思考 2015 年后的议程之时，我们应充分利用成功经验，同时也要解决停滞不前背

后的原因以及妨碍全民教育目标实现的瓶颈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在每年的全民教育全

球监测报告中都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我们强调，2015 年后的教育目标应宏伟并且明晰，

必须把教育列入 2015 年后的国际发展议程，必须确保全民教育和国际发展目标相互协调

和相互促进。 

28. 我们大力支持教科文组织发挥领导和协调全民教育工作的作用，以期与有关合作伙伴一

道，加强有的放矢的宣传和动员活动。 

29. 今天，我们重申对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承诺。我们也赞同通过举办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

性全民教育评审会议，为 2015 年的全球全民教育大会做准备。我们敦请教科文组织的所

有会员国积极参与 2015 年全球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确定 2015 年后的全球教育议程。

我们对提出愿主办此次大会的大韩民国政府表示感谢。让我们携起手来，扎实推进实现

全民教育目标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