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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很多重要的经济指标在日复一日地波动，实事评论员几乎毫不例外地依据季度数据或年度增

长率来判断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但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评价教育，事情难得就令人兴奋了，因为

不论政策还是反映教育状况的指标均进展极其缓慢。确实，有关我们孩子的阅读、数学或自然科

学表现的头条新闻已经使人们难以安之若素。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可能要经过五年或十年，

甚至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若考虑到今年毕业高中生的教育效果可能受到他们 1990 年

前后最开始上学时所受教育的影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也许在这些班级的教师本人又可能

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受的培训。 

然而，从公共与私人教育开支上看，教育不仅吸纳了经合与发展组织地区 5.9%的国内生产

总值，而且还是当今知识社会至关重要的资源。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密切地监督教育的表

现吗？通过收集长达十余年期间内可靠的教育指标，并利用可比较数据对长期趋势进行跟踪，经

合与发展组织对此问题已做出了回答。这项工作的年度概要，教育概况的最新一期刚刚出版。该

期概要证实了情况改变得确实缓慢，但是清楚的指明了变化的方向。 

对比 2000/2001年度和 5年或 10年前的某些关键指标，可以发现多数指标仍然接近。以开支

水平为例，19 个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中 14 个国家对教育机构的公共与私人实际投资从 1995 到

2000 年间以超过 5%的速度增长，但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反，教育机构开支的增长速度通

常落后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丹麦与瑞典依然是对其教育系统投入公共资源最多的国家，分别达

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4%和 6.3%。在欧盟地区与美国，公共开支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8%，但

是美国的大规模私人教育投资(1.8%用于高等教育、0.4%用于小学和中学教育)将教育机构总开支

水平提升到 7.0%(相比之下欧盟地区为 5.3%)，使美国接近开支最高的国家。目前开支最高的国

家是韩国，这再次反映了私人对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投资。尽管高于平均水平(1.2%)的私人投资被

计算在内，但日本仍然是开支数量中等(4.6%)的国家。 

入学水平的格局变化要大一些。1990年的早期指标表明欧洲国家儿童早期教育的入学率往往

更高，但是继续求学获得大学教育的百分比低于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但是这种格局已经发

生了变化，尤其在包括英国和某些北欧国家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受到大

学水平的教育。目前的入学率显示出大学水平的教育规模将继续扩大。2001年，毕业生中十之有

四有可能加入高等教育计划，使其在有生之年获得等同于学士或更高水平大学学位，而且在新西

兰、芬兰、瑞典、波兰和澳大利亚这个比例则超过三分之二。这造成极大的教育资金筹措压力，

而且 22 个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有 8 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支跟不上入学人数扩大的步伐，

以至于 1995年以来学生人均开支实际上是减少了。 

至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这种转变的影响只是渐进的。例如，十年前青年人毕业率的提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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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目前工作年龄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不过，在某些国家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比例还是大

幅度上升了，如插图 1 所示。所有国家 23-34 岁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率均在上升，上升特别快

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爱尔兰、韩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1991年以来这些国家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率，已经赶上美国或就要赶上美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德国和英国 25-34 岁人口中就有五分之一获得高等教育，但是德国的情况一直没有变化，而

在英国这个比例目前正常向三分之一靠近。这说明德国在扩大高等教育的渠道上遇到了困难，不

过以多阶段学位制度取代目前单一的五年或六年毕业学位制度的改革正在进展之中，这将使目前

状况在未来几年得到改变。但是应注意到这些反映“高等”教育的数据中不仅包括了完全的大学

学位，还包括一系列的低水平文凭。后者在日本尤其普遍，日本较高的高等教育程度比率中也包

括了这些学历。 

除了教育系统规模持续扩大之外，其它一些特点也很突出。 

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十年中女士在教育程度上超过了男士。在大多数经合与发展组织国

家现在年轻女士获得第一个大学水平学位的可能性更大，只有三个国家(日本、瑞士和土耳其)年

轻男士获得大学水平学位的可能性要明显大于女士。过去的典型情况是男士更容易进入大学，而

且早期指标表明在具备可比数据的半数国家中 1990 年男士大学毕业比率仍然高于女士。不过，

在教育和职业选择上仍然存在性别差异。大学阶段年轻男士仍然偏爱物理、数学和工程学科，而

年轻女士则倾向于社会科学、卫生和教育相关学科。人文学科、艺术、教育、卫生及福利专业的

毕业生中女性平均超过三分之二，而数学和计算机学科女性毕业生少于三分之一，工程、加工与

建筑学科则少于四分之一。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获得高水平资质，例如博士学位。在参加 200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十五岁学生表现比萨调查”的 43 个国家中，15 岁女孩的阅读能力均更

好。在其中约半数国家中，男孩的数学能力仍然领先，但是差距要小多了，而且自然科学的差距

几乎不明显。在 43个参加比萨调查的国家中，40个国家 15岁女孩对未来职业表达出高于男孩的

期望。不过，目前大学毕业生的状况是男孩的职业期望更多与物理、数学或工程相关(男孩平均

18%，对比之下女孩平均 5%)，而女孩则更多地期望与生命科学和卫生相关的职业(女孩为 20%，

对比男孩为 7%)。 

与 1990年相比，现在学校本身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利用了信息通讯技术(ICT)。1990年，大多

数学校刚要开始以教育为目的引进基本计算机系统，但是现在每个学校均实际上已这样做了。在

过去十年的末期，大多数学校均大量采用了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技术。但如教育概况所示，开始采

用新技术的时间则差别很大。如图 2 所示，像比利时(佛莱芒语区)、丹麦、芬兰、法国和瑞士之

类的一些国家在高中应用信息通讯技术要早一些，而有些国家，如意大利、韩国和西班牙则晚得

多。 

一般来说，较早采用通信通讯技术的国家也是目前对其投入资源最慷慨的国家，但是韩国却

是一个反例。韩国只是最近才开始对此投资，但平均每台计算机学生人数比例却是经合与发展组

织国家中最低的。然而，计算机的可使用数量自身不用保证其得到有效利用。在 14 个被调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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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在平均 63%学生就学的高中校长均称教师缺乏知识和技能，构成了成功施用信息通讯技术

的障碍，而这个比例在法国和挪威则高达 75%。 

总而言之，对于何种教育体制效果最佳的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指标并未给出一个唯一

答案。但是它们确实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随着时间的过去确定投资和待改善领域的工具。而且，

这些指标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国际基准，帮助每个国家参照其它国家的表现来监督自身的进展，

进而有助于推进教育系统的进步。 

本期教育概况的其他重要结论 

教师短缺 

• 在 14 个被调查的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学校校长们报告称 2001/2002 学年开始时高

中教学职位(相当于专职教师)平均空缺 12%。教师短缺最严重的学科是计算机科学、数

学、外语、自然科学及技术，但艺术、体育、社会科学及教育语言学科的教师短缺程度

低一些。 

• 根据校长们的报告，同是在此 14个国家中，平均 14%的专职教师和 31%的兼职教师不

能完全满足目前的资质要求。 

• 在比利时(佛莱芒语区)、丹麦、匈牙利、挪威和瑞典，高中聘用新教师通常由学校负

责，而在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有占高中学生总数不超过四分之一的学校校长称聘

用新教师由学校负责。 

• 在未来几年内，当相当数量的教师将进入退休年龄时教师短缺可能更加严重。在 19 个

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中 15个国家的大多数小学教师年龄已不低于 40岁，而在德国、意

大利和瑞典，三分之一以上教师年龄已超过 50 岁。与 1998 年相比，年龄在 50 或超过

50岁的初中教师的比例平均上升了 1.8个百分点，而在芬兰、德国、爱尔兰和英国上升

超过 4个百分点。 

学生学习条件与教师工作条件 

• 小学班级平均人数为 22 人，但从韩国每个班级 36 人到希腊、冰岛和卢森堡不足其半

数，各国班级人数存在差异。 

• 在经合与发展组织各国，9至 11岁学生平均每年课堂授课时间义务教育为 813小时，目

的教育为 840小时，12至 14岁的学生每年受教育的时间要多出近 100小时。语言教育

的读写课、数学与自然科学授课时间在各国平均约占 9 至 11 岁学生义务教育课程一

半，占 12至 14岁学生课程的 41%。各个国家的学校、地方或地区当局能够对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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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授课时间表做出具体规定的程度差别很大。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年初中教师的工资变化幅度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不足 10,000 美

元到德国、日本、韩国、瑞士和美国不低于 40,000 美元之间。但是，中学教师收入常

常低于具有学士或更高水平大学学位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土木工程师和经营主管人员。 

• 从 1996到 2001年的 5年内，教师工资增长一般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得多，

除捷克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和新西兰例外。 

• 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共小学校每年平均授课时数为 792 小时，变化幅度在 605 到

1,139 小时之间。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初中教育平均授课时数为 714 小时，变化幅度在

553 到 1,182 小时之间。教师工作时间的管理规定各国不同。在大多数国家对教师工作

的具体时数都有正式规定，而其他一些国家仅对每周授课时数提出明确要求。 

学生的跨国界流动 

• 1998到 2001年之间，在经合与发展组织地区入学的外国学生人数上升了 16%。 

• 五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接收了 71%在经合与发展组织地区求

学的外国学生。 

• 在绝对数量上，来自希腊、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学生是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学生输入

的最大来源。非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学生输入数量最多的是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学生。 

与学生表现有关的因素 

• 学生监检测自身学习情况的程度与学生的阅读能力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当学生

们相信一个目标可行时，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必要的可用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不论

他们是否相信值得投入精力这样做，这个信念都是学生阅读能力表现的有效预测指标。 

• 毫不奇怪，阅读多样性出版物的 15 岁孩子在阅读能力上要比那些只阅读有限种类出版

物的人表现更好。每天阅读杂志、报纸和连环画，这种阅读或许在学校看来不及阅读小

说更有价值，但是至少在某些文化背景下似乎是一个成为熟练阅读者的有效途径。 

• 不仅学生的阅读表现，而且阅读量也因国家而差异很大。阅读量最大的是芬兰，最小的

是比利时、德国和西班牙。平均水平上，女孩趋向于比男孩读书更多。在几乎所有国

家，女孩均在阅读方面表达出高于男孩的自我认识，而在数学方面则反之亦然。 

• 在 15 岁的孩子中，如果其父母职业地位最低但是大量阅读，这样的孩子在阅读成绩上

要好于父母职业地位高但阅读很少的孩子。平均而言，所有大量阅读的学生其阅读能力

分数要显著高于经合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分数，不论其父母的职业背景如何。 

• 对教育机构的低水平开支不能自动等同于教育服务的低水平。例如，澳大利亚、芬兰、

冰岛、韩国和美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人均教育支出处在中间水平，但是在关键课目

上 15岁学生的表现水平却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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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的回报 

• 在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参与率随教育程度上升。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参与率几乎毫无例外

地明显地高于高中毕业生的参与率。男性参与率在高中毕业生与无高中毕业资质者之间

的差别尤其大。 

• 教育程度低于高中水平的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特别低。除了四个国家外，所有国家获得

高等教育的妇女参与率均达到或超过 80，但仍低于除一个国家之外的所有男性的参与

率。 

• 教育与收入是正相关的。高中与高中后非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都是收入分界点，超出这

个水平的附加教育吸引了特别高的报酬。在所有国家，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显著地高

于高中和高中后非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高等教育与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别通常要比

高中与初中或更低教育水平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别明显。 

• 一项对经济增长推动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大多数经合与发展组织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至少占有一半的份额。劳动生产率会以若干方式增长，而且

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力不仅作为一种投入发挥了

总产出与生产投入的纽带作用，而且也是技术进步速度的决定因素。在经合与发展组织

地区，一年的额外教育对经济产出的长期影响估计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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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所示年份中在应用了标准文字处理与数据表应用软件*的高中就学学生的百分比
(及2000年平均每台计算机的学生人数)

* 指标准字处理与数据表应用已被用为教学或计划、组织和评价评价学生学习的工具的学校。来源 :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3, Table D3.1.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平均每台计算机的

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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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5-34岁人口接受专科教育资质的百分比
（选定国家）

来源 :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3, Table 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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