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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第 115 号新闻稿 
 

本稿件 11 月 25 日（巴黎时间）前禁止流通 
 

不平等致使数百万儿童丧失受教育机会 
 

巴黎，11 月 25 日——教科文组织今日发布报告称，由于世界各国政府未能应对教育
领域中深重而持久的不平等现象，致使数百万儿童置身贫困境地，丧失受教育的机会。 
          

这份报告题为《2009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战胜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
报告谴责了政治上的漠然态度、缺乏力度的国内政策以及援助捐助者不履行承诺的行为，
同时也在警示：“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内与国际教育差距正在削弱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努
力。 
 

“如果金融体系垮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便会有所行动，”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评论说，“而如果教育体系垮了，后果就不那么明显，但却同样是不可回避的事
实。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了贫困、饥饿和儿童死亡率，有损于经济发展的前景。正因为如
此，政府必须以更大的紧迫感采取行动。” 
 
  教科文组织的这份报告对贫富国家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做了评述，这一差距被报告称
为“鸿沟”。文中谈到： 
 

• 发展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总计 1.93 亿）在达到小学入学年龄时，大脑开发及
学习潜能都因营养不良而受损。在南亚某些地区，这一数字已增加了 40%。对于一
些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无益于儿童营养不良情况的改善，这让人不禁对现行
公共政策表示质疑。  

•  有 7500 万小学适龄儿童尚未入学，该年龄组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
地区。 

• 富裕国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儿童能够完成大学学业，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
区，能读完小学的人数比例甚至低于三分之一，并且大学就读率仅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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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和西亚，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10-19 岁青少年在
各年级的人数） 

国内差距反映了全球不平等现
象。在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尼日尔
等国家， 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上
小学的可能性要比 20%最富裕家庭
的孩子低三倍。在秘鲁和菲律宾， 
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
育要比最富裕家庭的孩子少 5 年。  
 

这种优劣势不仅仅通过财富来
体现。在教育领域，女童依然被忽
视。在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
部分地区，入学率方面始终存在较
大的性别差距。而源于语言、种
族、民族和城乡差别的优劣势之分
同样根深蒂固。在塞内加尔，城市
地区儿童入学的可能性比农村地区
儿童入学的可能性高出一倍。 

纵坐标：各年级留下的人数（％） 
横坐标：年级 
 
图线（从上往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最富裕家庭的孩子 
南亚和西亚，20%最富裕家庭的孩子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0%最富裕家庭的孩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 
南亚和西亚，20%最贫穷家庭的孩子 
 
（以上为最近一年数据，可于具体期限内获得。 
来源：见《2009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图 1.2） 
 

该报告作者评论道：“不应以儿童的出身、性别、家庭财富、语言及肤色来界定其接受教育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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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无法实现 
 
 
 
 
 
 
 
 
 
 
 
（图 2 ：所选国家 12006 年失学儿童的估计人数以及 2015 年失学儿童的预测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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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文组织年度报告针对关键教育目标
的实现进程提供了详细的评估分析，这些目
标包括幼儿发展、普及初等教育、性别平
等、扫盲以及有质量的教育等等。尽管报告
注意到，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已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果，但它还是提出警示，如不大
力采取行动，许多目标都将无法实现——有
些情况下，与实现目标的差距非常惊人。 
 

以普及初等教育为例。报告评述了一些
国家和地区较为突出的行动成果。自 1999
年至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南亚和西
亚的净入学率有了显著的增长。坦桑尼亚和
埃塞俄比亚的失学儿童人数均减少了 300 多
万。尽管国内冲突持续不断，尼泊尔还是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而在孟加拉国这样一个性
别不平等极为深重的地域内，就读中等学校
的女孩与男孩数量相当。 
 

但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并非
在向到 2015 年普及初等教育这一国际发展
目标迈进。  
 

局部预测结果显示，到 2015 年，至少
还有 2900 万失学儿童。这一标题中出现的
数字是低估了的数字，因为它并未将苏丹、
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深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包括
在内。此外： 

• 预计到 2015 年，尼日利亚将有 760 万
失学儿童，巴基斯坦将有 370 万。报告
指出：“这两个国家都缺乏治理力度，资
金与供应上的不平等极为严重。”在巴基
斯坦，女童与男童的入学比例仍为 80：
100。  

• 到 2015 年，埃塞俄比亚与布基纳法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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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 万以上的儿童失学。 

• 总体而言，到 2015 年，将有 12 个国家
的失学儿童人数超过 50 万。 

圆圈：数百万儿童 
2006 年 
2015 年 
 
国家名（从上往下）：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缅甸、肯尼亚、尼

日尔、布基纳法索、加纳、莫桑比克、菲律宾、也门、马里、土耳其、巴西、塞内加尔、
伊拉克 

 
（1. 如现有资料显示某一国在 2006 年有 50 多万失学儿童，则该国被包括其中。 
来源：见《2009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表 2.5） 

 
教科文组织报告提出警示，失学儿童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数百

万已入学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之前便告辍学。此外，教学评估结果也有力地证明，教育系
统未能提供有质量的教育——许多学生离校时尚未掌握最基本的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 

• 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至少有 60%或以上的中等学校学生成绩排在国际科
学成就评估榜的末位。 

• 印度的一项评估发现，3 年级小学生中能够阅读小学 1 年级课文的学生还不足一
半。 

 
为弥补此种不足，需要广泛实行改革并加大投资。许多国家的教育系统长期陷于资金

短缺、资源不足的局面。要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到 2015 年以前，仅非洲撒哈拉以南
地区就需要再招聘 160 万名教师。 
 

除目前学校资源匮乏这一问题外，教科文组织报告还谈到了另一个长久积蓄的重大问
题。据估算，目前全世界有 7.76 亿成年人缺乏基本的识字能力——占世界人口的 16%。
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以目前的趋势推算，到 2015 年，成人文盲的人数仍将有 7 亿多。  
 
（图 6：2015 年按性别和地区分列的成人（15 岁以上）文盲预测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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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妇女或男子＝大约 500 万成人文盲        妇女，男子 
地区（从左到右）： 
南亚和西亚、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东亚/太平洋、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加勒比 
（来源：见《2009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表 2.11） 
 
制定政策，加强性别平等 
 

《战胜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设定了一套广泛的改革议程。其中心思想在于，政府
应更多地优先考虑公平和社会正义问题。“如果世界各国政府诚心要实现全民教育，那么它
们就必须更加严肃地解决不平等问题”，松浦晃一郎先生如是说。 
 

该报告借鉴国际经验，确定了一系列用以补救极端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其中包括取消
基础教育学费、加大公共投资、针对女童和处于边缘地位群体采取激励措施、强化教育质
量的承诺。相反地，权利下放的做法往往会加大贫富地区间的资金差距，从而使不平等范
围扩大。 
 

报告引用了拉丁美洲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实例。该地区几个国家推行了一种用于贫困家
庭 的 资 金 调 拨 计 划 ， 学 费 的 支 付 视 学 校 出 勤 及 医 生 出 诊 的 情 况 而 定 。 墨 西 哥 的
Oportunidades 计划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如今正在纽约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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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对当前的教育管理改革方法提出了批评。他们告诫富裕国家不要将其根据自
身情况绘制的“管理蓝图”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报告还对旨在扩大私营部门在补偿国家失误
方面的作用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在某些地区，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全民教育的真正基础还在于有效且可承受的公共基础教育供应，” Kevin Watkins 说道。
“一旦公共体系出现故障，政府就应对其加以修理。” 
 
援助捐助者背弃承诺 
 

教科文组织报告谴责捐助者对援助承诺的履行是一次“整体失败”。  
 

据报告的保守估计，为在 2015 年前实现基础教育目标，所应填补的援助资金缺口约
为每年 70 亿美元。报告指出：“这一巨大的援助赤字阻碍了实现目标的进程。”  
 

在 2008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上，与会的捐助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宣言，
但目前的援助趋势却朝着令人堪忧的方向发展： 
 

• 2005 年，捐助者承诺将到 2010 年增加 500 亿美元的援助。而依目前的援助投入，
我们将会看到，当初承诺的数量实际缺欠 300 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的缺欠都来自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 自 2004 年以来，基础教育援助承诺就已停滞不前。这让人对中期融资承诺产生了
质疑。 

• 报告指出，支持全民教育的多边援助框架“快速道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成果。捐助者
支援不足，便意味着到 2010 年，拥有已批准计划的国家将面临 22 亿美元的“快速
道行动”资金短缺。 

 
“如果捐助者能严肃对待其教育援助承诺，那么它们是无法让这种欠佳的表现再持续下

去的，”报告评论说。 
 



 8

（图 11：优先考虑低收入国家和基础教育，主要捐助者，援助承诺，2005-2006 年度平
均值） 

报告作者严厉批评了一些捐助
者将援助预算偏重于高等教育的做
法。尽管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将其援
助资金的 60%以上投向了低收入国
家的基础教育，但其它捐助者却把
重点放在了别处。法国仅将其教育
发展援助资金的 12%拨到低收入国
家的基础教育领域，而德国的这一
分配比例仅为 7%。 
 

报告指出：“这两个国家都优先
考虑向在本国上大学的低收入国家
的学生发放补助金……而不是支持
这些国家的基础教育” 。 
 

报告还敦促美国和日本将更多
的国民收入用于提供援助。 

纵坐标（从上到下）： 
荷兰、英国、国际开发协会、欧盟委员会、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挪威、瑞典、德国 
横坐标：2006 年常数，100 万美元 
空心方框：教育援助总额 
有色方框：提供给低收入国家基础教育的教育援助总额 
 
（来源：见《2009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图 4.13） 
 
 

***** 
报告全文见： www.unesco.org/education/gmr2009/press 

登录名和密码： gmr2009 
 
图片库： www.unesco.org/en/photos/efa_2009 

 
   视频，请联系公众宣传局 Carole Darmo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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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3 1 45 68 17 38，邮件地址： c.darmouni@unesco.org 
 
更多信息或采访，请联系公众宣传局： 

Sue Williams，电话：+33 1 45 68 17 06，s.williams@unesc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