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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作为一项国际教育合作的主张，最早是 1985 年在泰国曼谷

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教育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

199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在

泰国宗滴恩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2000 年 4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

使得全民教育的目标更为具体化并确定了时间表。

2000-2015 年全民教育的六大目标是：大幅度提高幼儿保育和教育水平；普及免费初等

教育；使成人文盲减少一半；提升青年和成人的生活技能；缩小教育中的性别差距；提高各

级教育质量。

此后，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在实现全民教育六项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许多

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国家政府和相关参与机构履行了

承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举措，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事实上，全球实现全民教育的关键点在发展中国家，难点在农村地区。1991 年中国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山东泰安共同召开了“国

际农村教育研讨会”，“农村教育”首次被国际组织正式承认。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马约尔在会议发言时指出：“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2%；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农村人口占 67%。”世界上还有“一亿多（学龄）儿童没有接受初等

教育的机会。最不发达国家接受初等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为 37%，发展中国家为 60%，工业

国家为 98%。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一倍。”因此，推进全民教育（特别是普及初等教育和扫

除文盲）的关键在农村。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INRULED）作为中国政府与教科文组织上世纪 90 年代

初期合作的产物，为实现全民教育的各项目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聚居着 61% 的世界人口，是全民教育运动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系列出版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办事处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从亚太地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这一行动。这六本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评估了亚太地区国家十年内（2000-2010 年）全民教育的进展情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和面

临的挑战，希望通过分析和分享上述信息，帮助各国政府调整或采取政策改革和战略措施，

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中国政府自 1990 年以来积极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农村

教育，这为全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少数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现阶段的全民教育工作还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

问题，如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公平与质量方面的问题。

在2015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将《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共6册）翻译成中文，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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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借此传播和呈现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工作的规模和深度，分享区域内国家政府及相关

机构在探索六项目标实现进程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政策和措施。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系列中文版是共同努力的成果，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同事翻译，我在此特别要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是：

《目标一报告》译者池瑾博士和殷惠娟女士，《目标二报告》译者葛艺女士，《目标三报告》

译者萧淑贞博士，《目标四报告》译者秦行音博士、马跃女士和陈婷婷女士，《目标五报告》

译者赵玉池博士，以及《目标六报告》译者刘静博士和葛艺女士。还要感谢葛艺女士为本

报告的后期统稿工作所做出的努力。

全民教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教育合作活动，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多、

参加人员之广、动员资源之大、取得成果之丰也即将被载入史册。虽然全民教育运动即将

结束，但是她所倡导的理念（教育的公平与质量、消除性别歧视、减少贫困、增加就业和

促进社会和谐等）以及相关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还将继续下去。

2014 年 5 月，“全民教育全球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2015 年后全球教育议程总体目标是：“确保到 2030 年实现全民享有公平、包容的良好教育

和终身学习”。包含的七项建议指标在 5 月 14 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具体为：

大幅提升学前教育的入园率；使所有儿童完成 10 年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一年学前教育）；

提升成人识字率使其拥有参与社会生活必须的读写算技能；提高青年与成人获得体面工作

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所有学习者都具备全球公民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技能与态

度；政府保障提供充足的教师；将公共教育经费增加至占 GDP 的 4-6%，政府公共支出的

15-20%。

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一系列报告可以为中国国内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

提供有益借鉴。由于能力有限，且时间紧迫，翻译中难免有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 力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INRULED)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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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仅是一项

基本人权，它还让人们接受了知识和技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为人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教育还不是一项被大家公认的权利，很多错失教育机会的人们也因此错过了改善生

活的机会。

有鉴于此，1990 年 3 月，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捐助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

体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共同做出了提供全民教育（EFA）的承诺。该

承诺由 155 个国家政府、20 个政府间组织代表和 150 个非政府机构代表缔结。宗滴恩世界

全民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重申了

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并敦促各国政府加大力度，到 2000 年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学习需要

（UNESCO, 1990）。

2000 年全民教育评估表明，在宗滴恩做出的承诺并未兑现。因此，2000 年 4 月，在塞

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论坛上，国际社会重申了实现全民教育的承诺，这

次的目标时间为 2015 年。

达喀尔行动纲领规定了以下六个目标：

1. 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及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及教育。

2. 确保在 2015 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及少数民族儿

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

3. 确保通过平等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学习各种生活技能，以满足所有青年及成年人

的学习需求。

4. 2015 年以前使成人特别是妇女的识字率提高百分之五十，并让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接

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机会。

5. 在 2005 年以前消除初等及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 2015 年以前

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重点确保女青少年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

础教育。

6.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特别是在读、写、算及基本生活技能习得

方面都能取得受认可的、看得见的学习成果。

之后，2000 年 9 月，189 个国家齐聚联合国千年峰会，重申了其中的一些目标，并签

署了千年宣言。宣言提出了在 2015 年之前实现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DGs），包括实现

普及初等教育（MDG 2）和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MDG 3）。大家的共识很明确，

即实现全民教育也有助于实现其他千年发展目标。

“道理很简单：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最基本保障。教育意味着机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它赋予了人们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自信，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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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代末期，亚太地区的专家回顾了本地区及各国的全民教育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

况。其成果《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评估了各个全民教育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进

展情况、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挑战。

十年回顾报告突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政策改革与策略的案例，特别是那些旨在减少入学

和教育质量差距的案例。报告还强调，为了在本地区实现全民教育，需要解决政策、能力

和治理的差距。

十年回顾报告由六本报告组成，每份报告对应一项全民教育目标。这些报告以亚太地

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2006-2008）成果为基础，考察了全民教育在 2000-2010 十年中

取得的进展和差距。

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的第一部分分别提供了该项全民教育目标的进展综述。第二部分探

讨了存在的挑战和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每本报告的结尾都提出建议，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来加快实现 2015 年目标的进程。

尽管每本十年回顾报告谈论的都是亚太地区，但是它也强调了次区域面临的特有问题和

挑战，这类似于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十年回顾报告从而涵盖了中亚、南亚和西亚、东亚

和太平洋次区域。关于次区域国家划分的详情可参见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结尾处的统计附件。

十年回顾报告

ix



前 言

1990 年 , 在泰国宗滴恩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重申了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距离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现在来评估亚太地区的成就和不足正当

其时，可以汲取经验，继续前行。了解和分享过去十年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到 2015 年实现

全民教育目标面临的主要障碍，这些信息都将帮助本地区国家和全民教育合作伙伴确定实现

上述目标的方案和策略。全民教育的成功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涵盖的领域有减贫、

营养、儿童成活率和产妇保健。

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全民教育目标十年回顾报告审视了本地区在 2000-2010 年间取得

的成就。报告凸显了各国实施的，尤其是解决教育差异的政策改革和策略，把它们作为潜在

的范例，为前行之路提供最新的观念。

亚太地区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现象并确保更多的儿童入学。然而，

这一进展遭到了扭曲；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困扰着本

地区，这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挑战和长远后果。

实现六项目标的进展过程并不均衡，一些儿童群体被排除在外，如少数民族儿童、移民

儿童、残疾儿童和南亚地区的女童。特别注意到，扩大幼儿保育和教育、减少失学人数和提

高教育质量方面的进程缓慢。

为了确保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我们必须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保证为所有学习

者提供优质教育。本地区的许多国家一直都在努力“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确保教育能够真

正为全民服务。十年回顾报告旨在支持和强化本地区全民教育的动力、活力和承诺。

距离 2015年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我们需要焕发活力，集中行动，

确保所有儿童公平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性别、地域、民族、残疾、社

会经济地位或其他导致边缘化的原因而错失学校教育和学习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各国的工作，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协作，

加快到 2015 年实现全民教育指标的进程。十年回顾报告是在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的支

持下创建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持工作，报告是我们拓展支持

和倡导全民教育的一种方式。

我们希望十年回顾报告能够有助于指导行动与干预措施，并最终能够加快实现全民教育

目标的进程。

Karin Hulshof
区域主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南亚地区办事处 )

Gwang-Jo Kim
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Daniel Toole
区域主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事处）x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建议和投入。

作为十年回顾报告出版物的组织方和协调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于

那些为了本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而奉献出时间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

我们在此感谢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 * 的成员，他们志愿成为六个十年回顾报告小

组的撰稿人和审核人；他们提供的宝贵见解和投入在每本书中都得到了体现。

特别要感谢亚太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他们为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的数版草案

做出了进一步的投入。

我们要感谢核心审核组的成员——Simon Ellis, Abdul Hakeem, Gwang-Chol Chang

和 Cliff Meyers——他们的指导和意见对于完成十年回顾系列报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Aurélie Acoca, Adrien Boucher, Kate Glazebrook, Maxwell Handrus, Leotes Lugo Helin, 

Nantawan Hinds, Sena Lee, Rachel McCarthy, Carey Neill, Tanaporn Perapate, Kevin Richtscheid, 

Malisa Santigul 和 Michaelle Tauso 为核心小组提供了帮助。

根 据 国 家 教 育 计 划 与 行 政 大 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副校长 Rangachar Govinda 的指导，关于普及初等和基础教育进展情况的十

年回顾报告由 K. Biswal 博士和 Madhumita Bandopadhyay 博士撰稿，由 Karen Emmons 编辑。

Raka Rashid（主管），以及 Shailendra Sigdel 和 Nyi Nyi Thaung 作为联合主管共同协调了报

告的编写工作。Michaelle Tauson 也对定稿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还要感谢报告的撰稿人和审核人：Lieke van de Wiel (UNICEF ROSA), Simrin Singh 

(ILO), Sherin Khan (ILO), Kimmo Kosonen (SIL International), Jim Smith (SIL International), 

Ushio Miura (UNESCO) and Florence Migeon (UNESCO)。特别应该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研究所（UIS），它是十年回顾报告使用的可比较的国际教育数据的主要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对参加 2011 年 7 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十二

次全民教育国家协调员地区会议的与会者表示感谢，他们审核了十年回顾报告并提出意见。

致 谢

* 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网址：
   http://www.unescobkk.org/education/efa/efa-network/east-and-south-east-asia/twg-on-efa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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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共同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小学入学比例最高的区域，占初等教育入学总数的

56%——2009 年，在校儿童人数为 3.9 亿。

第二个全民教育目标关注的焦点是“确保到 2015 年使所有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

儿童及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并完成优质的免费初等义务教育”。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取决于政

府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他国际文书的规定，并且履行其提供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的义务。

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的缔约国，有义务建立起能够满足所有学习者需求的无歧视的、

灵活的和负责的教育体系。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目标 2 十年回顾报告（Asia-Pacific End of Decade Note on Education for All 

Goal 2）分析了该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展情况。考虑到该地区的多样性，“亚太地区全民教育

目标 2 十年回顾报告”着眼于衡量初等教育参与进展的三个主要变量——国家面积，所有国家实

现全民参与和完成初等教育的需求，以及大部分国家为惠及边缘化群体而面临的困境。

这份报告阐述了在后达喀尔行动纲领（2000-2009 年）时期 1，亚太地区在实现第二个全民教

育目标时如何取得了重大但不均衡的进展。作为一个整体，本地区有望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全民

参与初等教育的目标。但是，在许多国家的次区域层面，初等教育参与情况依然存在着差距。9

个国家已经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还有 11 个国家很有可能在 2015 年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许多

国家依然拥有大量失学儿童，扩大初等教育的整体供给和入学机会仍然是它们的优先事项。

由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人人都能上小学，现在关注的焦点是扩大接受初中和高

中教育的机会。许多国家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扩大义务教育的覆盖面至小学和初中水平，并逐

渐延伸至高中学校。一些国家政府还提供免费基础教育，帮助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的目标。各国还

面临着不断增加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需求，以及更多的学前教育入学机会。

本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干预措施依然着重强调要不断增加最初入学率和参与度，而非学校

体系内的巩固率和升学情况，这仍然是一个挑战。除了体制上的阻力，（个人和机构层面的）信

息和能力的匮乏限制了旨在提高学校效能和服务效率的干预措施的相关性和成功率。其他因素，

如学校教学语言，也会成为不会讲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儿童所面临的阻力。同样，社会轻蔑、歧视、

缺乏设施和支持服务以及课堂缺乏全纳教育方法都可能阻碍儿童尤其是残疾儿童入学或留在学校

就读。

惠及最后一部分相关的小学学龄人口已经成为需要本地区所有国家注意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目标 2 十年回顾报告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各个国家和次区域为了惠及未受教育群体和边缘化群

体（reaching the unreached and marginalized）而实施的干预措施。其他挑战也在这份报告的调研中

1 出席 2000 年 4 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的与会者制定了达喀尔行动纲领，确定了六项全民教育的主要目 
   标和十二项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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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出来，包括：向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使儿童在正常年龄入学，让儿童留在小学阶段就读，改

善学前教育和基础后教育机会，改进学校效能和学习成绩，确保性别平等，提高体制和治理的质量，增

加基础教育供给。

通过分析有关实现目标 2 的进展和挑战，这份十年回顾报告以此为基础，最终提出了下列建议，以

加快实现本地区的普及初等教育。这些建议可以分为三个主要优先领域：

1. 把平等作为教育的核心，惠及边缘化群体：这包括创造有利条件，执行与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相关

的法律规定；减轻学校教育的间接成本，特别关注贫困儿童和遭受多重不利处境的儿童；以事实为依据，

深入分析未受教育群体（the unreached），包括紧急和冲突局势中的群体，为政策规划、政策针对性和计

划制定提供信息；分析初等和基础教育的辍学率、巩固率、复读率和完成率趋势，尤其是地方一级的趋

势，考虑特殊的边缘化群体；进一步探索成功惠及边缘化群体的好做法，包括冲突和紧急局势中的群体；

分析失学儿童的特点以及他们没有上学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惠及失学儿童。

2. 促进良好治理和合作关系，扩大教育供给：这包括采用创新的公私合作关系和其他合作形式，扩

大优质教育供给；加强地方层面上的教育规划和管理能力；加强监测和审查制度，促进以事实为依据的

教育管理；增加处境最为不利群体的教育资源分配，把其作为实现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长期投入；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合作关系、网络联系和活动，倡导更好的治理、有效公平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替代方

法来扩大全民优质教育的供给；制定沟通策略，告知地方各级利益相关方有关政策、当地学校预算和一

般实施程序的信息。

3. 支持扩大优质的学龄前教育和小学后教育：这包括通过并实施立法和政策，支持扩大学龄前教育

和中等教育，通过推拉式干预措施增加获得初等教育的机会；通过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帮助边缘化

群体从家中成功进入小学、从小学成功进入初中；确保为扩大的、有质量的学龄前教育覆盖面提供合适

的培训、课程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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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 介

2000 年 4 月，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和发展合作伙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世

界教育论坛上重申了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全民教育（EFA）的承诺。达喀尔行动纲领确定了六项

全民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十二项战略措施（UNESCO, 2000）。

距离 2015 目标年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有必要评估整个亚太地区及区域内国家实现全民教

育目标的所处阶段。了解并分享过去十年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主要障碍等信

息，帮助政府调整或采取战略措施，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十年回顾报告（EDN）反思了各个全民教育目标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挑战。报告突出强调

了创新性政策改革和战略措施方法，特别是缩小教育差距的创新性方法，以及实现全民教育和

与教育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其他差距，包括政策、能力和资金差距。

1.1 目标 2十年回顾报告

第二个全民教育目标呼吁“确保在 2015 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

儿童及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UNESCO, 2000, p. 8）。

这份关于目标 2 的报告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2006-2008 年）”的研

究结果之上。在 2000-2010 年的中期阶段，“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2006-2008 年）”

审查了全民教育的进展和差距，以及在第十二次全民教育国家协调员地区会议（韩国首尔，2011

年 7 月 25-28 日）上提交的国家报告。目标 2 报告继续聚焦于让教育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和在“十

年中期评估”中出现的重视全民教育的公平性问题。这份报告具体关注的焦点是普及初等教育，

同时也记录了有关千年发展目标 2 的进展和差距。

这份十年回顾报告涵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区域划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次区域划

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国家（见附件 2 的国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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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容性增长”应理解为“机会平等的增长”（Felipe, 2010）

2 亚太地区：
高度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环境

亚太地区是 61% 的世界人口的聚居地，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近年来，

该地区的整体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不足 1.2%（UNESCAP, 2011a: ix, 1 and 147）。该地区的国家

情况迥异，不仅是国家面积，经济和政治体系、文化、历史、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等方面

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在国家内部，文化、种族、语言乃至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多样性。

1990 年以来，该地区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尽

管实现了经济进步，但是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包括新兴中等收入国

家甚至更为严重。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经济数据显示，整个地区的 20% 最

上层人口的国民收入份额稳步上升，而 20% 最底层人口的份额却出现下降。基尼系数作为衡

量不平等程度的标准指标，在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也出现增长（UNESCAP, ADB and UNDP, 

2010）。

饥饿和营养不良在该地区仍然很普遍。据估计，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每三个儿

童中就有一个体重不足（UNESCAP, ADB and UNDP, 2010）；62.5％的世界饥饿人口生活在亚太

地区。该地区相当多的人口继续遭受多重剥夺：教育、基本环境卫生、保健和食品安全的获得

机会（FAO, 2010）。由于全球经济危机，预计收入不平等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会进一步加深。与

此同时，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2，把发展的好处分配到各个社会群体。许多人

由此日益认识到教育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

尽管该地区的经济进步令人瞩目，但是仍然有超过 9.5 亿人的生活标准低于官方制定的国际

贫困线每天 1.25 美元的标准（UNESCAP, 2011b）。不断上涨的食品和石油价格可能造成又将有

4200 万人陷入贫困。根据“2011/12 亚太区域千年发展目标报告”（Asia-Pacific Regional MDG 

Report 2011/12），亚太地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4（儿童身体健康）和目标 5（产妇保健）方面

进展缓慢。仅在 2010 年，就有超过 300 万名儿童在未满 5 岁前死亡。该地区至少有 32 个（有

相关数据信息的）国家偏离了降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目标的轨道。此外，只有 6 个（有相关

数据信息的）国家步入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5 的轨道（UNESCAP, ADB and UNDP, 2011）。

该地区的其他挑战包括多种形式的紧急情况，如灾害、武装冲突和暴力。在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该地区平均有超过 2 亿人受到影响，每年平均有 7 万人因自然灾害丧生。这些数

字分别占全球总数的 90% 和 65%（UNESCAP, 2011a）。冲突的重点往往集中在民族、宗教、文

化和治理模式。政治动荡，甚至非暴力的政治动荡，往往都会导致学校停办或者儿童和教师缺课。

治理不善和服务体系欠佳也已经成为该地区一些国家为许多儿童提供教育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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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标 2十年回顾报告的结构和概述

本报告共有六部分内容。除引言外，第二部分说明了报告的理论依据、亚太地区的学校教

育环境并概述了 2000 年达喀尔世界全民教育会议之后全民教育目标 2 的进展情况，强调了在地

区和次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第三部分侧重于定量分析达喀尔会议后亚太地区的各次区域间

和各国间的目标 2的进展情况。第四部分简要回顾了涉及全民教育目标 2的最新政策举措和方案。

第五部分着眼于各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采取的用于解决不平等和边缘化问题的战略干预措施。

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其他一些挑战，并指出那些可用于加快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进程的行动领域。

普及初等教育的背景

全民教育目标 2 关注的焦点是确保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及少

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UNESCO, 2000, p. 15）。它有三

个主要组成部分——1）普遍接受和参与教育，2）普遍续读和升级，3）普遍良好的学习成绩和

毕业率。这三个部分共同反映了需要所有儿童入学、在校内定期升级并毕业。例如，在历年的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它们被习惯性地认为是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反思了一些问题：儿

童是否（有机会）入学，是否在不留级或退学的情况下在学校继续学习，是否完成了学业。

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取决于政府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他国际文书的规定，并且履

行其提供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的义务。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的缔约国，有义务建立

起能够满足所有学习者需求的无歧视的、灵活的和负责的教育体制。所有国家有必要实施有效

的社会政策、战略措施和激励措施，提供免费的和人们承受得起的教育。

除了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需要降低入学的间接成本，特别关注为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

遭受多种不利条件的儿童（如童工，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自处境不利的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

派群体的儿童，流动人口，偏远或偏僻社区或城市贫民窟）以及受武装冲突、灾害或因其他原

因不能接受教育的儿童创造学校教育的机会。

由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普遍的净入学率（超过 90％），现在关注的焦点是扩

大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许多国家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扩大义务教育的覆盖面至小学

和初中水平，并逐渐延伸至高中学校。一些国家政府还提供免费基础教育，帮助实现普及基础

教育的目标。例如，2009 年，泰国政府把免费学校教育的覆盖面扩大到 12-15 岁（Ministry of 

Education, Thailand, 2010）。2010年，巴基斯坦通过宪法第18修正案；该修正案第25a款呼吁为5-16

岁的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UNICEF, 2012b）。

把初中纳入义务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斐济，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澳门，马绍尔群岛，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汤加，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见统计附件 1）。

进展情况概要

需要有坚实的基础来保障普及初等教育的进程。全球证据表明，学前教育是初等教育的重

要前奏和推动因素。然而，中亚地区的学前教育毛入学率（GER）仍然很低，在 2009 年，平均

毛入学率是 28%（高于 2000 年的 21%）。南亚和西亚报告的进展情况最为显著，学前教育的平

均毛入学率在 2009 年达到 47％（高于 2000 年的 25％）。根据 2009 年国家数据，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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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老挝，缅甸和塔吉克斯坦的参与率非常低，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

20%（见目标 1 十年回顾报告的统计附件）。

南亚和西亚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图 1）——十年前，它是小学适龄儿童参

与率最低的亚太次区域。以调整后的净入学率计算的南亚和西亚的初等教育参与率从 2000 年的

80% 上升至 2009 年的 91%。2000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已经有较高的入学率，为 94%，2009

年的入学率上升了 1%。

图 1：以调整后的净入学率计算的初等教育参与率进展情况，2000 年和 2009 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小学各年级的续读率在南亚和西亚地区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大约 34% 的初等教育入学儿童

没有进入小学的最后一个年级（UNESCO Bangkok, 2011）。尽管中亚地区基本实现了普遍的初

等教育参与率，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率低下仍然是优质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低质量的初等教育依然是该地区许多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多个国内和国际学习评估显示，

学生的阅读和数学平均成绩接近或低于国际和国内设定的基本能力水平。印度、尼泊尔和巴基

斯坦民间社会团体组织开展了“教育状况年度报告”（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用

于衡量阅读水平和算术能力，其调查表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所有年级，学生阅读一篇完整

故事的能力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印度的除法计算能力出现下降，而 3 年来，巴基

斯坦的除法计算能力存在差异（SAFED, 2012）。南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全国毕业或

入学考试，反映了学习成绩的大致情况。例如，在马尔代夫，通过 O 级考试（十年级末）的学

生比例从 25% 下降到 20.8%，A 级（十二年级末）考试分数在 1999 年至 2005 年期间从 44.4%

下降到 39.4%（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dives, 2007）。在尼泊尔，学习成果是根据学生通过

“学校毕业证书”考试（the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 examination）的比例来进行评估的；学生

通过考试的比例一直处于下滑状态，从 2008 年的 68.5% 下降到 2010 年的 55.5%（Ministry of 

Education, Nepal, 2011）。

根据目标 6 十年回顾报告，有证据表明该地区的教育质量尤其是面向处境不利社区的教育

质量依然很差；学校及教育体系往往无法针对各种限制优质学习的条件作出响应，这缘于不同

的个人和家庭因素，比如贫困、性别歧视、语言和所在地。教师的资质差和教师的配备没有成效、

教室拥挤不堪和缺少课本等因素在一些低收入国家限制了教育质量的改进 3。 

全球

中欧和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和西欧

南亚和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3 关于优质教育的详细分析见目标 6 十年回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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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平均值表明，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亚，初等教育参与率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

南亚和西亚可能在 2015 年达到这一目标 4。然而，尽管整个地区的汇总数据共同叠加实现了平

等性，但是很多国家在次区域（地区或行政区）一级远远没有实现入学率的性别均等。

2000 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继续接受中等教育。在该地区许多国家，不断

重视普及基础教育也已为持续增加的中学入学率做出了贡献。2009 年，中亚地区的中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96%，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 78%。虽然南亚和西亚的毛入学率持续上升，但是它

依然偏低，2009年为56%——大大低于68%的世界平均水平（见目标3十年回顾报告的统计附件）。

这篇关于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进展情况的概要指出，有必要转变优先事项。在一些国家，

由于大量的学龄儿童依然处于失学状态，因此，扩大初等教育的整体供给和入学机会仍然是优

先事项。其他国家即将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它们的关注重点在两个重要方面发生了转变。首先，

它们的政策针对“未受教育”和“边缘化”群体。因此，正致力于消除社会和经济障碍，让学

校教育与那些来自特定文化背景和偏远地区的人口相关。其次，小学入学率高于 90% 的国家面

临着不断增加的中等和更高等级的教育需求，以及更多的幼儿保育和幼儿教育入学机会需求；

这些国家正试图满足这些需要 5。此外，改进初等教育质量，尤其是学习质量，已经成为许多政

府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4 关于性别的详细分析见统计附件和目标 5 十年回顾报告

5 目标 1 和目标 3 十年回顾报告分别论述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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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民教育目标 2 在十年中期
评估后的现状和进展

这一部分重点关注国家定量数据的分析，评估 2000 年达喀尔会议和 2005 年全民教育十年

中期评估（MDA）之后的普及初等教育的进展。突出显示了亚太地区各国间和各次区域间取得

进展的领域或缺乏进展的领域。

3.1 接受教育和参与教育

亚太地区是小学入学比例最多的区域，占 2009 年世界总数的 56%（图 2）。达喀尔会议后，

该地区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时取得了重大但不均衡的进展。2000 年至 2009 年间，全球进入初

等教育的儿童人数增加了 8%，而亚太地区的记录显示小学总入学率增加了 2.2%，从 2000 年的

3.816亿上升到2009年的3.901亿（统计附件）。这相当于该地区的小学入学儿童人数增加了850万。

亚太地区的入学儿童总数增长较慢，其中部分原因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09 年的小学入

学儿童人数少于 2000 年，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减缓。

南亚和西亚的进展促成了该地区相当大的增长比例（图 3）；2000 年至 2009 年间，小学总

入学率大幅上升——为 26%，其中，2000 年至 2005 年增长明显，为 20%，2005 年至 2009 年增

长减缓，为5%。与前达喀尔时期（1990年 -2000年）相比，南亚和西亚在后达喀尔时期（2000年 -2009

年）经历了小学入学儿童人数的较快增长（图 4）。虽然阿富汗小学总入学率的增速超过 5.5 倍，

但是印度 28% 的增速更能代表南亚和西亚的数据。在八年时间内，印度的初等教育学生人数增

加了近 3200 万。

图 2：全球小学总入学率地区比例（%），2009 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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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亚太地区小学总入学率次区域比例（%），2009 年

图 4：小学阶段总入学率进展情况（% 参照基准年变化）

注释：上图展示了不同时间段（如括号内所示）的小学总入学率的百分比变化。如图所示，这些变化因地区和时间段而有所差异，
           变化率有正有负。例如，在所有时间段内，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小学入学率一直在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i.地区或全球的小学法定年龄儿童人口比例。2009年，该地区的五个国家（孟加拉国，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作为“九个人口大国行动倡议”6 的参与国，占全球初等教育总

入学率的 45% 和亚太地区总入学率的 80%7。这些国家还居住着 45% 的世界人口和 75% 的亚太

地区人口（UNESCAP, 2011a, pp. ix, 1 and 147）。因此，九个人口大国亚洲国家的初等教育进展

速度至关重要，决定了全球和地区全民教育的进展。照此推算，通过让大量儿童进入初等教育，

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仍然有相当多的失学儿童。

6 “九个人口大国行动倡议”是面向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 
    亚和巴基斯坦）的论坛，探讨教育经验、交流最佳做法和监测实现全民教育的进展。1993 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九个人口大
    国全民教育高峰会议”期间发起了这项倡议，此后，它的网络联系已经成为全民教育和南南合作的有力场所。这些发展中人
    口大国发生的事情极大影响了全球教育的发展趋势。

7 见统计附件。

南亚和西亚：51

中亚：1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48

世界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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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和西欧 南亚和西亚
撒哈拉以
南非洲

宗滴恩会议后
(1990-2009)

宗滴恩会议和
达喀尔会议之间
(1990-2000)

达喀尔会议后
(2000-2009)

达喀尔会议和
全民教育十年中期
评估之间
(2000-2005)

全民教育十年中期
评估后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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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调整后的 100% 净入学率方面的进展。这是衡量全民教育目标 2 进展的最常见方式；这

种衡量标准同时考虑了人口最多的国家（九个人口大国亚洲国家）和人口最少的国家（如太平

洋岛国）。在对比国家比率时，没有考虑国家规模在儿童数量和资源方面的差异。照此推算，

九个人口大国中的许多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可以取得更多的进展。

iii. 惠及未受教育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绝大多数小学学龄人口在

学校就读。因此，这些国家会更多地关注剩余的失学群体，他们往往包括偏远地区人口、社会

边缘化少数群体、残疾儿童或特定性别儿童。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女孩接受教育通常会是一个

大问题，特别是在阿富汗、柬埔寨、印度、老挝和巴基斯坦。然而，在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

基里巴斯、蒙古、瑙鲁和菲律宾，男孩在教育阶段的巩固率已成为一种挑战 8 。

总之，这三个因素揭示了影响初等教育参与进展的一些重要维度——国家面积，所有国家

实现全民接受和完成初等教育的需求，以及所有国家为惠及边缘化群体而面临的困境。

3.1.1 接受初等教育情况

每个国家都规定了各自的初等教育正规入学年龄。在合适的年龄进入小学一年级仍然是整

个地区的一个主要问题。2009 年，中亚地区只有 72% 的儿童是在正规入学年龄时开始上学。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2009 年在正规入学年龄开始上学的儿童不到

70%（UIS, 2011, Statistical Table 2）。

一些国家的初等教育正式入学年龄和实际入学年龄不对称；实际上，父母送孩子上学的年

龄比政府政策建议的晚（或早）一两年（图 5）。这会产生几个重要的影响。从国家政策的角度

来看，它表明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如果一年级的课程面向的儿童比实际在课堂里的儿童

小或大一两岁，可能会对课堂产生实际或发展影响。它也可能产生累积效应，影响到中学教育。

例如，儿童比预期晚一年进入小学，那么进入中学的时间也会晚。逾期入学也会影响到辍学率。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面临更多的压力，要为家庭做出贡献（通常是通过挣钱或照顾家

庭的方式），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离开学校（Sabates et al., 2010）。此外，如果父母认为自己的孩

子上学时或就读一年级时年龄太大或太小，就会对儿童入学年龄产生情感影响。另一方面，印

度尼西亚等国的一年级入学年龄是 7 岁，但是超过 70% 的 6 岁儿童和 11% 的 5 岁儿童提前入读

一年级。这意味着学习的课程和使用的材料不适合他们的年龄，因此他们极有可能留级或辍学

（UNICEF, Indonesia report, forthcoming）。基于这些原因，即使政策规定的儿童上学年龄和实

际上学年龄之间存在一年的差异，这也可能有重要意义。

多数国家无法按年龄提供新生数据，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没有初等教育净招生率（NIR）的数

据。净招生率衡量了小学理论入学年龄的一年级新生总数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9。数据不足导致

难以评估适龄儿童的初等教育一年级教育获取机会。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使用了调整后的净招

生率（ANIR）。调整后的净招生率衡量了在初等教育（不只是一年级）阶段的特定学年，正规

入学年龄的学生入学总数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因此，它衡量了正规入学年龄人口的初等教育

实际入学年级（UIS, 2011）。

8 目标 5 十年回顾报告详细讨论了初等教育的性别问题。

9 见附件 B：指标定义 , UIS, 2011 或 UIS 在线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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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和总招生率，2009 年

资料来源：UIS, 2011, Statistical Table 2.

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六个国家，初等教育机会在后达喀尔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1999 至

2009 年间，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百分点的最大增幅出现在伊朗（52），其次是不丹（36），

柬埔寨（16），老挝（14），库克群岛（14）和澳大利亚（13）。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在同一时

期经历了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的大幅下降。菲律宾的下滑幅度超过 22 个百分点，而斐济、

马尔代夫和韩国下滑了 6 至 10 个百分点。

图 6：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1999 年和 2009 年

资料来源：UIS, 2011, Statistical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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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的性别均等指数，2009 年

资料来源：UIS, 2011, Statistical Table 2.

初等教育机会方面的性别问题

国家平均值表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亚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机会方面

的性别平等（图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3）把 0.97 至 1.03 的性别均等指数（GPI）

值设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标准。性别均等指数低于 0.97 表明对女孩存在偏见，而性别均等指数高

于 1.03表明男孩处于劣势。该地区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招生率的性别均等指数表明，在中国香港、

瑙鲁、菲律宾、所罗门群岛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文莱，男孩在初等教育机会方面处于劣势。初等

教育机会方面的性别差距是巴基斯坦的一个主要问题（2009 年，调整后的净招生率的性别均等

指数是 0.86）。图 7 所示的国家中，已经有二十二个国家实现了性别平等，性别均等指数等级

在 0.97 至 1.03 之间。

然而，次区域层面上的教育两性不平等现象将持续出现。全民教育目标 5 要求在 2015 年以

前实现教育方面的性别均等（通常用性别均等指数来衡量）和性别平等。目标5十年回顾报告指出，

在 2015 年以前实现性别平等“取决于教育政策及其他措施的能力，消除阻止女孩和男孩接受教

育的障碍，以及消除教学实践、课程和学习材料强化性别刻板观念和导致以性别为基础的学习

成果”（UNESCO and UNICEF, 2012, p. 12）。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定性指标来衡量实现目标 5

的整体进展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目标 5 十年回顾报告）。

3.1.2 参与初等教育情况

可以使用多种指标来衡量参与初等教育的情况。最常见的两种是毛入学率（GER）和调整

后的净入学率（ANER）10。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指在特定年份，初等教育的入学儿童总数占正

规小学学龄人口的百分比。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指，正规小学学龄人口在初等或中等教

育中的入学总数占小学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比。毛入学率反映了参与情况的一般水平，调整后

的净入学率衡量了正规小学学龄人口的实际学校参与情况。该指标可以清楚地显示一个教育体

系的效率。

10 见 http://glossary.uis.unesco.org/glossary/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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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参与初等教育的情况在后达喀尔时期取得了稳定但不均衡的进展。通过衡量初等教

育的毛入学率，南亚和西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亚却停滞不前，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次区域在 2000 年时就已经具有较高的毛入学率（图 8）。毛入学率高于 100%

表明，体系的内部效率低下，包括入学率高、入学年龄早或入学年龄晚和留级率高。

调整后的净入学率表明，中亚以及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基本实现了普遍参与初等教育，而南

亚和西亚地区在 2000 年至 2009 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然而，南亚和西

亚自 2005 年实现了 89% 的调整后的净入学率之后，2005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入学率扩大速度减

缓（图 9）。

图 8：各地区初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展情况

图 9：各地区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进展情况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整个地区有望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全民接受初等教育的目标，但是必须要检测学业完成率，

审查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和千年发展目标 2 的进展情况，这也就要求实现整个初等教育的普遍

学业完成率。但是，在许多国家的次区域层面，初等教育参与情况依然存在着差距。表 1 以国

家平均水平为基础，说明为了实现目标 2，各国之间存在或近或远的差距。九个国家已经实现了

普及初等教育，还有 11 个国家如果继续保持已有的调整后的净入学率趋势，就很有可能在 2015

年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衡量调整后的净入学率，九个人口大国中的两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和

巴基斯坦，距离实现普遍参与初等教育的目标依然很远。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是，国家平均

水平掩盖了国家内部的差距。此外，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没有历史数据，因此这次的分析不包括

它们（见表 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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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的变化，2000 年和 2009 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表 1：亚太地区国家的分布，按实现普遍参与初等教育目标的程度（调整后的净入学率≥ 99%）和所

能获得的最近一年的数据

注释：没有 1999 年至 2010 年期间阿富汗，中国，朝鲜，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缅甸，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托克劳，
           土库曼斯坦和图瓦卢的数据。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在后达喀尔时期，四个国家（不丹，库克群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记录显示，其调整后

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增加了 9 个或以上百分点。然而，斐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

卡在同一时期的调整后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记录都出现下降（图 10）。2000 年以来，尽管一些

太平洋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净入学率出现下滑，但是能够证明失学儿童人数增加的证据非常有限。

太平洋地区人数的精确度由于缺失数据而受到限制。这种现象很可能与从其他岛屿不断迁入的

移民有关。这可能是一个“统计假象”，引发的原因是儿童离开岛屿和当地学校与官方人口预

测更新之间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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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是需要克服的最重要的差距，以确保实现普及小
学教育的进展

该地区的国家都没有惠及处境困难的小学学龄组儿童。这些儿童大多来自社会上的弱势群

体。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大批处于不利境地的儿童，无法获得优质教育。他们忍受的问题包

括贫困，童工，社会排斥，地理位置偏远，民族和语言上的不利条件，身体和精神残疾，性别

刻板观念和艰难的环境，如流落街头或生活在受灾害、武装冲突和 / 或种族、宗教、社会和民族

歧视和童工影响的地区。

该地区不同国家关于“边缘化群体”和“处境不利群体”的定义有很大差别，在没有可靠

数据和信息的情况下，识别相关群体的儿童并了解他们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在中亚，社

会处境不利的儿童被定义为残疾儿童、孤儿、无父母照料的儿童、街头流浪儿童、贫困家庭的

儿童以及非学生和非在职的青少年。无家可归者、移民、难民、无国籍儿童、被传染或感染艾

滋病毒或艾滋病的儿童以及童工在这些国家也被认为是处境不利的群体（UNESCO, 2010b）。

相反，在南亚和西亚，处境不利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包括相同的人群以及因为经济、社会、民族、

宗教、地理和语言障碍而不能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此外，大量卷入武装冲突或受自然灾害和

其他国家内部紧急情况影响的儿童因其学校教育（schooling）条件而被认为是处境不利的群体

框 1:  向残疾儿童提供全纳教育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患有中等或严重残疾的 0-14 岁儿童人数是 9300 万（占该年龄

全球人口的 5.1%），其中 1300 万（0.7%）儿童有严重残疾（WHO, 2008）。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

计，2005 年有 1.5 亿残疾儿童的年龄低于 18 岁（UNICEF, 2005）。

各类调查和研究表明，残疾儿童不太可能上学或者即使他们去上学也极有可能辍学。这种情

况在较为贫困的国家更加明显。在亚太地区，残疾儿童和非残疾儿童的小学就读率差距范围是从

印度的 10% 至印度尼西亚的 60%，中学就读率是从柬埔寨的 15% 至印度尼西亚的 58%（WHO and 
World Bank, 2011）。

在印度，一项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估计未能上学的残疾儿童的比例比印度全国未能上

学儿童的平均比例高五倍多，即使在较为富裕的联邦属地亦是如此。卡纳塔克邦是经济表现最好的

联邦属地，有近 25% 的残疾儿童未能上学。在较为贫困的联邦属地，如中央邦和阿萨姆邦，超过

半数的残疾儿童未能上学（World Bank, 2009）。

如果没有为所有的残疾儿童提供优质教育，国家就无法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一些国际文件承

认了所有残疾儿童的权利，把他们纳入普通教育体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个人支助。最新的文件是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于 2008 年正式生效。公约第二十四条强调，缔约国应当确保在机会

均等的情况下，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向残疾人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合理便利和支

助措施，便利他们切实获得教育（UN, 2006, p. 16）。

儿童从小缺乏教育，其就业机会就会有限，并有可能在成年期陷于贫困。在孟加拉国的一项

研究中，研究人员估计每年由于残疾人及其养育者缺乏学校教育和就业机会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为

12 亿美元，占 GDP 的 1.7%（World Bank, 2008）。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正试图在全纳教育的总体框架下惠及残疾儿童。但是，还需要加大体系

变化的力度，消除障碍，提供支持服务，确保残疾儿童不被排斥在主流教育机会之外（WHO and 
World Ban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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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  失学儿童全球倡议

为了更好地提供关于未能上学儿童的信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在 2010 年启动了一项全球倡议，为旨在减少失学儿童数量的政策提供所需要的数据。项目的具

体目标是：

� 改善失学儿童的数据信息和统计分析，制定这类儿童的综合性报告，反映他们在教育方面

面临的权利丧失和差距

分析关于加强学校参与的现有干预措施，找到瓶颈问题，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战略，

提高被排斥儿童和边缘化儿童的入学率和就读率。

来自七大地区的二十六个国家目前正在参与这项倡议。东亚的参与国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东帝汶，南亚的参与国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作为倡议的一部分，正在准备关于失学儿童的国家和地区研究以及全球报告和方法论文件。

其目的是在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为教育部门的规划和改革尝试以及年度部门审查和预算审

查提供信息。

在国家层面上，家庭调查和教育部收集的一些学校管理数据共同被用作国家研究的主要来源。

这两个来源既有优点，又有局限性。家庭调查或人口普查数据的优势是：

� 同时涵盖在校儿童和失学儿童，直接分析可能的失学人口

� 根据众多的个人或家庭特征来分解数据

� 收集学校入学率数据，涵盖所有类型的教育提供者（公立和私立）

� 提供童工数据，这种现象与学校入学率有关。

家庭调查数据也有其局限性，包括：

� 往往不可能把结果与教育系统信息联系起来。

� 一般不会在每年都开展大型家庭调查。

� 样本人群通常不包括无家可归者（包括街头流浪儿童）和游牧或流动人口，在一些国家，

      这可以构成数量众多的失学儿童。

� 估算的精确度和数据分解程度受到了调查设计和样本容量的限制。

解决教育边缘化问题自 2006 年以来一直是该地区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也是 2010 年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重点 11。本地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报告试图建立一个通用的方法来

识别未受教育的群体。虽然国家在考虑少数民族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针对残疾

的通用标准和认识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通过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东南亚国家

在 2011 年同意采用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 12 和经合组织（OECD）关于残疾的描述标准 13。2009

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关于失学儿童的一项共同倡

议把重点放在协调统计分析、监测数据和共享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这项全球倡议旨在了解那些

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失学儿童和面临辍学风险的儿童之间的联系（框 2）。

11 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地区会议的记录见 UNESCO Bangkok, 2010。全球形势分析见 UNESCO, 2010b。

12 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成立于 2001 年，旨在促进和协调健康统计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侧重点是适用于人口普查和国家调查的
     残疾计量标准。它由国家统计部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见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
     citygroup/washington.htm。

13 关于本地区的残疾概况，见 UNESCO Bangko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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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概念和方法论框架介绍了一种通过“五个排斥维度”来分析失学儿童问题的模式（图

11）。这一模式提出了五类儿童目标组，包括 1）三个年龄组：幼儿园学龄儿童，小学学龄儿童和

初中学龄儿童；2）两个不同的学校参与状态组：失学儿童和面临辍学风险的在校儿童。“排斥”一

词的含义稍微有所区别，这取决于有关人口：失学儿童被排斥在教育之外，而面临辍学风险的儿童

可能在教育内部受到排斥。

资料来源：OOSCI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UNICEF and UIS, unpublished framework.

图 1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失学儿童全球倡议使用的五个维度

资料来源：UNICEF and UIS, 2012.

惠及失学儿童

即使许多国家接受初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但是在几乎所有的亚太次区域都发现了大量

失学儿童。根据统计研究所全球教育摘要（UIS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1），在 2009 年，全

球有 6700 万小学适龄儿童失学。其中，南亚和西亚有 1630 万小学学龄儿童失学，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有 830 万小学学龄儿童失学，中亚有 40 万小学学龄儿童失学。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小岛

屿国家，仍有相当一部分适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包括马绍尔群岛（20%）和所罗门群岛（19%）。

在东亚地区，主要集中在老挝（18%），东帝汶（17%），中国澳门（13%），柬埔寨（11%）

和泰国（10%）。在南亚和西亚，巴基斯坦小学阶段的失学儿童比例最大（34%），而在中亚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10%）的比例最大（图 12）。但是应当指出，本地区中有 17 个国家没有提供其

2009 年的初等教育失学率（UI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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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从小学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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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3

失学

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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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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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初等教育失学率，2009 年

注释：图示不包括失学率在 1% 或以下的国家。

资料来源：UIS, 2011, Statistical Table 5.

表 2 和表 3 显示的是，失学儿童全球倡议东亚和南亚参与国的未入学的小学和初中学龄儿

童人数。这些数字以家庭调查为基础，计算方法是基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关于小学

和初中教育的定义。在东亚地区的四个国家，估计未入学的小学学龄儿童有 220 万，未入学的

初中学龄儿童有 310 万。在南亚地区的四个国家，未入学的小学学龄儿童有 2380 万，未入学的

初中学龄儿童有 1560 万。

表 2：失学儿童全球倡议东亚参与国的未入学的小学和初中学龄儿童

注释：这些数字受到调查时间、国家的特定学年和学龄前年龄定义的影响。

            * 使用联合国人口司（UNPD）在调查年份的数据计算上述数字。

资料来源：Cambodia Socio-Economic Survey 2009, Philippines Annual Poverty Indicators Survey 2008 and 
                    Timor-Leste DHS 2010, cited in UNICEF, EAPRO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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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能就失学问题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斯里兰

卡等，那里大部分的入学儿童或失学人口都限定于特定人群（UNICEF, EAPRO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 and UNICEF ROSA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离开学校的儿童群体一般由特殊

需求儿童组成，他们来自偏远村庄、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一些儿童遇到了某种社会或经济障碍，

如居住在斯里兰卡茶树种植园的儿童。除了增强学校的保护功能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资源是

让这些儿童上学的必要条件。

第二组国家的失学人口规模相对于学龄人口总数来说要大得多，如印度和柬埔寨。虽然某

些特定人群更容易辍学，如印度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或柬埔寨的残疾人，但是整个失学群

体的规模较大、特征广泛，表明教育供给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需要解决教育体系的固有

障碍，如招聘员工时的歧视性做法、教学所用语言和缺乏性别敏感，让体系更具包容性，反映

被排斥群体的需求。有必要同时进行基础广泛的学校或教师数量扩展和针对特殊群体的项目。

鉴于过去一些大国和太平洋岛国在降低失学儿童数量时面临的挑战，预计到 2015 年许多小

学学龄儿童依然会处于失学状态。

正如前面提到的，未能上学的群体和失学群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阻碍儿童入学的因素包

括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这种情况针对的是少数民族儿童，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接受用官方多数

语言授课的国家课程。同样，社会轻蔑、歧视、缺乏物质工程设施或无障碍坡道以及课堂缺乏

全纳教育方法都可能阻碍残疾儿童入学或留在学校就读。

本地区使用了多种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份十年回顾报告的第 5 部分节强调了其中

一些惠及处于不利境地和边缘化群体的干预措施。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战略

干预措施，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这是在本地区实现目标 2——和整个全民教育——的关键。

表 3：失学儿童全球倡议南亚参与国的未入学的小学和初中学龄儿童

注释：使用联合国人口司（UNPD）的人口数据计算百分比；巴基斯坦使用巴基斯坦社会和生活标准计量调查（PSLM）。

            合计数字与男性和女性人数的总和相比略有差异，这是因为用倒推法计算会把百分比转换成数字并四舍五入。

            印度是失学儿童全球倡议的一部分，但是在本报告撰写期间尚未能获得其国家研究结论。

资料来源：Bangladesh MICS 2006, Pakistan Social and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 Household

                    Integrated Economic Survey (PSLM-HIES), 2007–08 and Sri Lank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DHS) 
                    2006–07, cited in UNICEF, ROSA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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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升学和续读

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和千年发展目标 2 不仅要求所有小学学龄的男孩和女孩都能入学，而

且要求他们都能升入高年级并按时完成初等教育。如果学生在小学延迟升学（留级）或在完成

初等教育周期前退学（辍学），那就无法实现普及并完成初等教育的目标。因此，初等教育巩

固率和升学情况的评估是全民教育目标 2 分析报告的主要组成部分。本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全民教育干预措施依然着重强调，要不断增加最初入学率和参与度，而非学校体系内的巩固率

和升学情况，这仍然是一个挑战。除了体制上的阻力，（个人和机构层面的）信息和能力的匮

乏限制了旨在提高学校效能和服务效率的干预措施的相关性和成功率。目标6十年回顾报告强调，

教育的整体质量确实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表 4：入学率及相关的升学和巩固率问题

注释：θ 数据可用，但不符合要求。

           …没有相关数据。

           * 国家估计数据。

      
    

 x
-n

引用参考年份前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and UIS, 2011.

国家和地区 留级率高%（≥ 4%）
招生年龄比法定年龄大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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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招生率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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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亚太地区的 5 个国家和地区（文莱，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和

乌兹别克斯坦），读到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巩固率在 95% 至 98% 之间。因此，这些国家很可

能在 2015 年就会实现普遍续读。中亚地区的初等教育内部效率水平高，只有大约 1% 的学生在

2007 年辍学。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在 2007 年约有 8% 的学生在完成初等教育周期前退学。2007

年，在南亚和西亚，近三分之一的初等教育入学儿童在完成初等教育周期前退学（UNESCO, 

2011b）。

降低小学阶段失学率的进程依然缓慢。2009 年，读到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巩固率在柬埔寨

低至 54%，而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和老挝的巩固率在 60% 至 67% 之间。鉴于这些国家

有大量的失学儿童，持续存在的高失学率进一步扩大了处于不利境地的儿童人数。在一部分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和菲律宾），贫困、学校教育的隐

性成本、国内冲突、灾害、疾病、流离失所、移民、语言障碍和初等教育质量低等社会经济因

素造成了大量儿童从小学辍学（UNICEF, EAPRO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除非这些国家

考虑应对初等教育高失学率的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干预措施，否则本地区即使在

2015 年后也无法实现普遍续读的目标。

2000 年以来，老挝、缅甸和尼泊尔在读到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巩固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图 13）。达喀尔会议后没有在这个指标上取得进步甚至退步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伊朗和韩国。令人担忧的是，在九个人口大国的五个亚洲国家中（不包括中国，因为没有收集

到该指标的数据；印度的数据见统计附件），有四个国家没有步入到保证 2015 年实现初等教育

普遍续读的正轨。

图 13：读到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巩固率，2000 年和 2009 年收集的数据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虽然一些国家政府出台了宽松的升级（grade promotion）政策，但是小学留级依然是一些国

家面临的问题。在中亚，学生一旦入学，很少会在小学留级。在南亚和西亚，留级生在 2008 年

占初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 4% 左右（UNESCO, 2011b）。

小学留级显然在一些国家是一个问题，如东帝汶（2009 年为 20%），老挝（2008 年为

17%），尼泊尔（2010 年为 14%），孟加拉国（2009 年为 13%），瓦努阿图（2009 年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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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柬埔寨（2008 年为 11%）。下表来源于柬埔寨的失学儿童全球倡议研究，反映了当地儿童在

2009 年的留级次数。小学一年级的留级率最高，至少有 15.2% 的儿童留级一次，2% 的儿童留

级两次。总体而言，约 88% 的儿童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没有留级现象，但是有 10% 的儿童至少留

级一次，2% 的儿童多次留级。

表 5：儿童留级次数，柬埔寨，2009 年

资料来源：Data from the Cambodia Socio-Economic Survey 2009 cited in UNICEF, Cambodia report, forthcoming.

图 14 显示了参与失学儿童全球倡议的四个南亚国家的留级率。斯里兰卡的留级率非常

低，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的留级率约为 1%，而孟加拉国的小学低年级留级率相当高（11%—

15%）。但是，在小学最后一个年级和整个初中阶段，它下降到 3%—4% 左右。巴基斯坦的小

学留级率高于初中留级率。初等教育前两个年级的留级率最高（在 2007/2008学年，1年级为 6.4%，

2 年级为 4.4%）。印度的年级差异较少，大多数年级的留级率在 4%—5% 左右，只是在每个阶

段开始和毕业的时候会出现几个百分点的上涨。

在一些国家，地点和性别会导致某些显著的差异。图 14 显示，巴基斯坦小学一年级的城市

和农村留级率差距最大，2007/2008 学年的农村留级率高达 7.1%，而城市地区为 5%。一年级后，

巴基斯坦城市和农村的留级率差距没有明显的模式。在印度，按地点或性别划分，留级率一般

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在 2007/2008 学年，一年级农村儿童的留级率高于城市地区同龄人 5 个百

分点。

最终读完的年级

总计

留级次数
总上学人数

没有读完任何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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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在可获得数据的最近一年失学儿童全球倡议南亚参与国的儿童留级比例，按年级划分（%）

注释：条形图下面的数字表示年级。

资料来源：Country data from Bangladesh ASC 2009, India DISE school level data 2007–2008, Pakistan PLSM-HEIS  
                    2007–2008 and Sri Lanka Ministry of Education Data Management Branch, 2010 cited in UNICEF, ROSA  
                    regional report, forthcoming.

当为次区域一级设计合适的干预措施时，重要的是要研究初等教育失学率、巩固率和留级

率的趋势，尤其是次区域一级的趋势，并考虑到具体的边缘化群体。在本地区，不仅是惠及未

受教育群体的问题很重要，在小学阶段留住潜在的易受伤害和处境不利群体的挑战也很重要。

改善学校体系的内部效率是本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全民教育发展挑战。

3.3 完成学业

在后达喀尔时期，各个次区域和国家提高小学学业完成率的进展参差不齐。尽管一些国家

的教育体系已经具备了为小学正规入学年龄人口提供直到最后一个年级的初等教育的能力 14，但

是一部分南亚和东亚国家还在努力提高其进入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见统计附件）。

进入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在九个国家最低——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

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瓦努阿图。九个人口大国亚洲国家中的两个国

家——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小学完成率非常低（61%），影响了本地区实现目标 2 的整体进度。

然而，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进入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GIRLG）为 95% 或以上。

一些国家在扩大进入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规模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丹的毛招

生率高达 37%，柬埔寨为 28%，印度为 22%（图 15）。与此同时，进入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

的毛招生率规模出现缩减，文莱高达 18%，中国香港为 15%。另外，在孟加拉国、不丹、纽埃、

菲律宾和图瓦卢，入读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的男生数量较少，这些国家的性别均等指数都高

于 1.06。

孟加拉国 印度
巴基斯坦
农村地区

巴基斯坦
城市地区

斯里兰卡

初等教育

初中教育

14 使用进入小学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代替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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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的毛招生率，2000 年和 2009 年

图 16：初等至普通中等教育升学率，2000 年和 2009 年

注释：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注释：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1.

3.4 升入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的一个成功结果是接受中等教育的需求增加，从而中学阶段的入学人数也会增加。

在亚太地区，升入普通中等教育的情况在后达喀尔时期得到显著改善。2007 年，中亚地区进入

初等教育最后一个年级的巩固率是 99%。92% 左右的东亚学生和 66% 的南亚和西亚学生继续入

读普通中等教育（UNESCO, 2011b）。

尽管本地区有 12 个国家基本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所有儿童都会升入中等教育（98% 或以上），

但是柬埔寨、印度、老挝、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所罗门群岛、东帝汶、

托克劳、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的升学率仍然很低。这些国家的初等至中等教育升学率各不

相同，在 44% 至 87% 之间，包括九个人口大国中的三个国家。幸运的是，关于初等至中等教育

升学率的性别差距在大多数国家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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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统计附件和目标 5 十年回顾报告第 3.3 部分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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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印度尼西亚、伊朗、老挝、中国澳门、缅甸和尼泊尔在小学至中学升学率方面的进

步显而易见（图 16）。另一方面，柬埔寨、印度、斯里兰卡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升学率出现下降，

这表明要么是从小学入读中学的儿童数量减少，要么是没有扩展相应的中学体系来匹配增长的

小学毕业人数。

3.5 公共教育支出

教育财政：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国际上推荐的最低教育投入 16 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在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公共教育

支出仍远远低于 6%。在 2009 年收集到数据的 27 个国家，其中有 8 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仍然

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 3%。只有 4 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马尔代夫，新西兰和东帝汶）的投入

在 2009 年为 6% 或以上（图 17）。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老挝，仅仅投入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 2% 在教育上。

2000 年以来，（有相关数据信息的）11 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出现下降。尽管一

些国家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投入到教育方面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或多或少的保持停滞状态，

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巴基斯坦、韩国、萨摩亚和塔吉克斯坦的记录显示它们有 1 至 2

个百分点的增长。然而，其中一些国家的投入仍然偏低。

图 17：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2000 年和 2009 年

注释：Statistical Annex of EDN on Go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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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个界限首先是由《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的，它是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出版

      于 1996 年。此后，多个高级别全民教育会议，包括 2011 年 3 月宗滴恩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都重申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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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育层次投入经费

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为小学生投入了 10% 至 20%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提交到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报告数据中，只有菲律宾（9%）和不丹（7%）的投入低于该水平，而马尔

代夫（26%）、泰国（24%）和日本（22%）的投入更高。2009 年，只收集到七个国家关于公共

教育投入中用于正规教育（《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4 级）17 工作人员工资的比例数据：瓦努阿

图为 87%，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孟加拉国，最后是东帝汶，仅为 55%（UIS, 

2011）。

按政府支出总额百分比投入经费

许多国家给予教育的优先权也体现在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这个比重在

整个地区有很大差异，从瑙鲁的 7.5% 到中国香港和瓦努阿图的 24%。一些国家在后达喀尔时期

增加了政府教育支出的比重。印度尼西亚、老挝、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和瓦努阿图出现了 5 至 7

个百分点的增幅。一部分国家的公共支出减少，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泰国（图 18）。这个

时期，一些九个人口大国亚洲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百分比相对较低（孟加拉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教育投入低往往会直接与教育质量低联系在一起。

加大投入力度、更好的规划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会改善免费优质教育的供给。例如，改善

的规划会让政府预先考虑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教育所需的成本。提高效率也意味着政府将会充

分利用投入资金的成果，因此不必非要增加投资水平才能取得成果。

图 18：公共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总额百分比，2000 年和 2009 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of ED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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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根据《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指初等教育至中等后非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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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突出说明了整个地区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战略方向，并特别强调了法律框架和管理

改革。为了实现普及初等教育或普及基础教育，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政治特点）都已经采取

措施来扩大自己的教育体系。

4.1 强化政策重点，制定法律规定，推进初等教育的权利

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要求缔约国使所有儿童

均能享有免费义务小学教育。结合第 2 条和第 29 条，缔约国有义务使所有人均能享有优质教育，

不受到任何歧视。许多政府通过其宪法和多种政策及教育法案制定了免费义务初等或基础教育，

进一步推广这项权利（见统计附件 1）。然而，一些国家仍处于把这项权利付诸实践的过程中，

如尼泊尔仅有一份教育法草案。

在推行免费教育供给方面，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这里，免费教育和义

务教育之间的差异值得注意。免费教育意味着政府将提供受教育机会，并且不收取任何直接费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不需要承担其他间接费用，如校服和交通费用。义务教育是指每个学

生必须完成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包括小学，并逐渐扩大到中学（见统计附件 1）。两者之间的

差异在中国的案例中非常明显，尽管中国在 1986 年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法，但是政府还是没能

够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Tilak, 2010; Tomasevski, 2006）。和中国一样，本地区的一部分国家

虽然做出了提供免费 18 教育的法律承诺，但是仍然允许学校收取一定费用。马来西亚则是一个

相反的例子，其基础教育（含中等教育）是免费的，但只有初等教育是强制性的。

并非所有国家都将其义务教育法付诸实践。例如，可能存在法定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的政策。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执行机制，政府、学校和家长就不会被追究违规责任。免费义务教育面

临多种障碍。另一方面，规划不周、管理能力薄弱、投入少和支出效率差都是执行难的原因。

缺乏重视教育和鼓励参与的社会规范以及缺乏监测也会造成执行困难。

印度在 2009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教育法（框 3），旨在进行系统改革，消除差距和不平等现

象。它的突破性在于，使初等教育具有强制性，要求体系以及家长和社区承担责任。印度的教

育体系还必须努力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努力适应国家的薄弱机制以及有限的地方规划和管理能

力（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dia, 2010）。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初等教育是免费义务教育，因此，学校

教育的额外成本对初等教育造成了障碍（UNESCO Bangkok, 2010）。

其他国家正试图扩大教育供给，让免费义务教育涵盖更高层次的教育，如伊朗。根据伊朗

宪法，免费教育一直持续到中等教育结束。为了惠及最难接触到的地区和处于不利境地的群体，

4 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的
政策措施和战略方向

18 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中国，印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菲律宾，
     塔吉克斯坦，东帝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见附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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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划并分配了所需的教育设施，为生活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儿童提供公平

的学校教育机会。蒙古在过去几年保持着较高的教育入学率，通过把学校入学年龄从 8 岁降低

到 7 岁，之后又降低到 6 岁，蒙古在 2005/06 学年将其学校教育供给从 10 年延长到 11 年，随后

在 2008/09 学年延长到 12 年。菲律宾一直在考虑把义务教育年龄从 12 岁延长到 14 岁。在其他

国家，除了免费的教育供给，还为贫困和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各种激励机制，如奖学金、校餐、

课本、自行车和校服。

框 3 ： 印度——实现八年免费义务初等教育

在印度，一个主要的新进展是实施《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

式生效。这部法案与新增加的宪法第 21A 款共同规定，向所有 6 岁至 14 岁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印度政府已经划拨资金来确保本法案的实施，并规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财政及其他责

任。法案还要求合理配备教师，保证受到良好培训的教师得到分配。这部法案有望使受益的印度小

学适龄儿童增加 2 亿人。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dia, 2010, pp. 7–9.

由于政治局势紧张和冲突，一些政府已经停摆（如斐济），或已自行解散旨在改写宪法（如

尼泊尔），要不然它们也会做出免费义务教育的规定。本地区发生的政治紧张局势比较频繁；

因此重要的是，在过渡和不稳定时期也应尊重受教育的权利。

4.2 初等教育投入

原则上，教育支出并不总是与学习成果和学校参与相关联。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政府投入的

越多，成果也越好。然而，如果没有效率、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较高的支出水平也不会带来

更好的成果。这并不是说应该减少投入，但是各国政府应更加注重两个方面的效率：一方面是

有效的支出，另一方面是教育体系的管理效率（包括学生流动，特别是留级和辍学问题），这

样才能减少浪费。

整个地区的初等教育支出各不相同。例如，马来西亚政府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投入教育，

但是初等教育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图 19）。在瓦努阿图，初等教育支出较高，有 2.8%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初等教育。这也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1.8%）。中国香港和新加

坡投入初等教育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足 1%。

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和瓦努阿图）把 50% 以上的教育支出投入小学阶段。三个国家把

40% 的教育支出总额分配到小学阶段：孟加拉国，柬埔寨和泰国。剩余国家把大约三分之一或

更少的教育预算投入到初等教育中。

在收集到数据的 19 个国家中，有 14 个国家分配到中等教育的比例高于初等教育。四个

国家 / 地区的高等阶段支出百分比高于初等阶段：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图

19）。在试图普及优质初等教育的国家，其数字（译者注：高等阶段支出百分比）相对较低，

政府需要谨慎均衡自己的支出，确保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也可以构建初等教育阶段的良好基础

（下一部分将探讨初等教育公共支出低所产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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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按教育层次和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划分公共支出，2009 年

注释：*“其他”包括学龄前教育支出，中等后教育支出和未分配支出。

资料来源：UIS database.

2009 年，初等教育学生人均支出在整个亚太地区有很大差别，范围从孟加拉国 134 美元的

购买力平价（PPP）19 到日本 7213 美元的购买力平价（UIS, 2011）。

4.3 基础广泛的基础教育公共管理战略

初等和基础教育的供给可以通过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团体、发展伙伴、私营部门和社区之

间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 以及其他全民教育目标，

许多层面都需要合作伙伴关系——学校和家长之间，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公立和非公立

教育提供者之间（UNESCO, 2009）。千年宣言也认识到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发展的作用，千年发

展目标八呼吁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UNDP, 2012）。

本地区的国家正在逐渐增加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和教育约定。菲律宾全民教育计划支持在全

国实施“大联盟”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 'grand alliance'）（见框 4）。“大联盟”的外在形式

是全民教育国家委员会，由教育部、其他国内政府机构和各类民间社会团体组成。委员会的其

中一项主要成就是，召集各政府机构、国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共同阐明实现基础教育目标的承诺。

大联盟”概念把基础教育绩效的责任和义务从单一的教育部分散到社会各界。

新西兰

马来西亚

蒙古

越南

瓦努阿图

澳大利亚

韩国

伊朗

不丹

日本

泰国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宾

柬埔寨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文莱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其他
*

19 本报告使用了相同的缩略语（PPP）来表示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和公私合作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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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菲律宾——通过大联盟概念建立网络联系，推进全民教育

在菲律宾，各部门的“大联盟”框架旨在扩大基础教育资源的使用范围，加强和规范社会责任，

并在基础教育重大决策和计划方面为教育部的战略盟友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持。大联盟协调和整合

所有公立和私立机构所作出的努力，在统一的框架和行动方针下，它们倡导给基本学习需求提供大

规模的供给。基本学习需求的供给作为一项社会责任，呼吁在不同层面建立新的、有活力的合作伙

伴关系：1）在所有教育分部门和机构之中；2）在教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包括规划部，财政部，

劳动部，通信部及其他社会部门）之间；3）在政府和国家层面以下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地

方社区、宗教团体和家庭之间。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hilippines, 2010.

其他主要合作伙伴关系安排包括教育部门工作组（education sector working groups, 

ESWGs），它的成立往往是为了协助政府准备教育部门计划并划拨资金。柬埔寨等国已经建立

了这样的工作组，除了教育部，还包括一系列部委，如财政部和社会福利部。柬埔寨非政府组织

教育合作伙伴（NGO Education Partnership）是一个拥有超过 100 个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协会，它

们也和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组织一起派代表参加了工作组。一个拥有健全工作组的国家能够召集

基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商议和参与教育部门的规划。在老挝，工作组为全国教育体系作出了

主要贡献，包括为一个教育部门发展框架的开发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持（Government of Lao PDR, 

2010）。老挝是接受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前身为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援助的亚太地区发展中国

家之一。在尼泊尔，教育部门捐助者也成立了一个小组来支持学校部门改革方案。在孟加拉国，

通过全部门的协调统一，教育捐助者和合作伙伴正在与政府合作，并已经在初等教育发展计划第

二阶段（Prima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Phase II, PEDP-II）的设计、筹资和实施中起

到了突出作用。由捐助者集中资金并通过教育部门工作组彼此紧密合作，这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逐

渐成为提高援助效益的总体趋势的组成部分。

4.4 教育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和非公立教育提供者

国家有责任保证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是这种供给面临着许多财政和体制的限制。

由于质疑教育过度耗费了政府的能力，本地区形成了许多与非公立伙伴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此来

满足教育服务以及管理、资金、能力发展和培训中存在的各种差距（后面将进一步讨论）。

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并不一定有助于教育的直接供给，但它们却是一个有效的平台，

用于宣传、知识共享等。其中一个网络是联合国女童教育计划（UNGEI），这是一个全球、地区

和国家层面上的合作伙伴联盟。在所有的职责中，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各国政府履行其职责，

确保所有儿童包括女童和男童的受教育权利和性别平等”（UNGEI, 2008）。

公私合作关系

公私合作关系（PPP）的定义极为宽泛，不同机构给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然而，一般来说，

它被认为是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正式约定。私营部门可能由企业或慈善机构构成，它们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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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教育服务供给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由政府主导提供政策和目标，由非政府实体利

用私人资金或公共资金提供服务，资金来源取决于合作关系。LaRocque 和 Fielden（LaRocque 

and Fielden, 2008）确认了六种类型的公私合作关系：教育服务供给计划，公立学校的非公立管理，

教育券计划，专业及支持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和慈善活动。

世界各地都有这些合作关系。例如在本地区，菲律宾政府通过“教育服务承包”计划（an 

Education Service Contracting scheme）与私立学校签约——如果私立学校有名额——招收因公立

学校名额不足而不能入学的儿童（LaRocque and Lee, 2011）。同样，政府可以和私营实体签约，

让它们提供特定的课程。这往往是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出现的。在老挝，印刷企业支付

学生的培训费用，这样它们就可以从技能熟练的劳动力中进行选择。在印度，新近出台的《儿

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Right of Children to Free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 2009）有助于

促进公私合作关系；印度最高法院于 2010 年 4 月正式实施这部法案，其中规定，所有私立学校

必须面向来自处境不利群体的儿童开放至少 25% 的总入学名额。政府会按人均成本定值对私立

学校给予补偿。

框 5：公民信仰组织的教育活动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政府，特别是宗教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政府，会与非公立提供者建立

更多的正式和系统的合作关系，协助提供教育服务。其中一个例子是公民信仰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伊斯兰机构（伊斯兰学校）约有 600 万学龄儿童，约占小学

入学人口的 20%。这些机构由私人非政府提供者管理，但是接受宗教事务部的监督。政府开办的

学校受国家教育部的监督。

同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50% 左右的小学和 30% 的中学是由教会管理的。然而，政府的参

与程度，比如在资金和监管方面，不如印度尼西亚深入。

资料来源：ADB and UNICEF, 2011.

巴基斯坦提供了私人管理公立学校的例子，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进步、康复和教育合

作组织（CARE）管理着拉合尔的公立学校。把专业及支持服务承包给民营企业，希望这些民

营企业可以提供更有效的、经济实惠的特定服务。这些服务可以是校餐（蒙古）或能力建设服

务，如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由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康复援助委员会（BRAC；译者注：

现更名为“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提供。教育

慈善事业也有多种开展形式。一个例子是菲律宾教育部推行的认领学校计划（Adopt-a-School 

Program），通过税收优惠让私营企业资助最贫困省份的公立学校（LaRocque and Lee, 2011）。

教育券制度是另一种类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允许学生入读自己喜欢的学校或学校类型。简

单来说，就是公共资金随着孩子而不是学校流动，并可以跟随孩子去私立教育机构。中国香港，

新西兰和巴基斯坦有教育券制度。

公私合作关系有大量潜在的惠益，包括提高效率、提高质量和与政府分担风险。然而，也

可能有大量负面的结果，如公立学校质量下降，以及进一步造成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距和不

平等。此外，缺乏适当框架的、薄弱的政府机构可能会无法监督合作关系，让政府面临大量风

险（LaRocque and Le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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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成果会有许多不同的效应；很难确定公私合作关系是否能惠及最为边缘化的群

体。如果本地区的国家决定选择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么有必要为采用这样的合作关系而创建一

个制度框架，确保利益最大化（LaRocque and Lee, 2011）。

私有化 

私有化与公私合作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相反，

私营部门会保有所有的控制权。一些亚太国家正在经历私立学校和私有化的稳定增长，越来越

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到初等教育的供给中（UNESCO Bangkok, 2012b）。本地区几乎所有

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有某种形式的私立学校。私立小学的入学比例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是相当

高的，如孟加拉国（40%）和巴基斯坦（31%），而泰国是 18% 左右，尼泊尔是 10%（UNESCO, 

2012b）。

在印度，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约占初等教育机构的十分之一。初等教育的公共

投入低促成了一系列学校教育机构的建立。柬埔寨、中国、蒙古和老挝最近才引入完全私立学校，

但其受欢迎程度正在快速增长。

在一些国家，人们认为私立教育的质量更好，公立学校的经费可能会不足，对优秀师资、

课本和其他学习材料或图书馆的投入不够。此外，缺乏激励机制（如为最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或免费校餐）会导致家长为子女的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印度的一些公立学校仍然被认为比私

立学校好，但是（实际上）许多公立学校已经不是这样了。对私立学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缘

于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整体的优质教育。在一些地区，一些较低经济阶层的家长现在也可以负担

私立学校（Kingdon, 2007; Tooley et al., 2007），甚至在农村地区，来自较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已

经开始就读低成本的私立学校（Tooley and Dixon, 2005）。因为这是一个迅猛发展的现象，规则

和法规还没有同步出台，所以最低工资、质量和安全标准等诸多挑战都有待解决。

4.5 教育管理权力下放是一项改善教育服务的策略

权力下放是一个非常宽泛复杂的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把教育供给的责任从中央政府向下

级政府、社区或学校层面转移（UNESCO Bangkok, 2012b）。这种转移的出现往往是因为中央政

府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其目的是把责任转移给地方当局。据观察，本地区的许多国

家已经对教育管理权力下放给予了强大的政治支持。鉴于人口的不同需要和学校的运作背景所

带来的挑战，许多国家政府正朝着多种教育服务权利下放形式发展。整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的策

略和权力下放程度，涉及管理权力下放、建筑权力下放甚至财政权力下放。权力下放的惠益可

能包括更有效的利用资源，问责制，儿童获得和参与教育的机会增多，本地语言和文化融入课程。

缺点可能包括进一步边缘化处境不利的群体，界限不明的职责和责任导致效率更加低下，以及

地方层面缺乏能力。整个地区的权力下放效果各式各样，关于权力下放的最佳做法还有待在多

种情境中得到充分地研究和分析。

亚太地区有许多教育权力下放的例子。在印度等国，中央政府把权力——财政及管理权

力——转移到各邦政府。巴基斯坦废止了中央政府负责教育事务，将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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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至省政府和地区政府。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和泰国等国已经增加了权力下放的力度，中

央政府保留决策权力，但是在教育机构内部推行决策过程。一些国家政府，如中国，把财政责

任转移到地方一级（县政府）。然而，这一举动扩大了最为边缘化县的差距，现在政府正努力

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加强平等（UNESCO, 2012b）。

在印度，教育权利法进一步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希望能确保所有 6 岁至 14 岁的儿童不

仅能获得初等教育的机会，还能入读并完成初等教育。该法案规定，地方政府是指城镇、不同

层级的潘查亚特及其他对学校有行政管理权的权力机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职责，

旨在确保随时都有邻里学校服务所有儿童。把这些职责下放的目的是确保：不歧视来自处境不

利群体和较为弱势人口群体的儿童；流动家庭儿童有入学机会；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工作者和

学习材料；保存记录；优质小学教育的供给符合法案规定的准则和标准。

许多国家已经主动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让家长、社区成员与教师共同参与。这些委员会

负责学校的本地管理，但是社区成员和家长的参与程度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尼泊尔，把学校管理自愿转让给当地社区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因为通过基于固

定拨款和教师人均经费的学校改进计划可以给予社区更多的自主权。在菲律宾，作为基础教育

部门改革议程的改革目标之一，教育部正在寻求校本管理方法来给学校赋权。研究表明，这个

体系要想取得普遍的成功就需要一个实用的社区，能够在学校一级实现适当的三权分立。

在孟加拉国，国会于 2010 年 12 月批准了一项新的教育政策，其中规定“应该继续进行由

国家负责初等教育（national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的进程。初等教育的责任不能转移给私

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Ministry of Primary and Mass Education, 2010b, pp.4-5）。然而，这个政

策又同时含糊地认同，只要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并符合国家规定，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就可以开

办小学。根据“研究与教育机会、升学与平等联盟”（CREATE）项目最近一期的政策简报（Ahmed 

et al., 2007），非政府和准政府组织学校在孟加拉国蓬勃发展。政府允许这些准政府机构承担大

部分扩展初等教育服务的重任，以实现普及初等教育。近四分之一的儿童是由非政府机构开办

的学校提供服务的，这些儿童大多来自贫困和处境不利的群体。这些类型的权力下放举措可能

继续存在的地区是，为了实现普及全民教育，当地政府自身很难满足本国所有民众的需求。这

些解决方案都伴随着一些缺点，如融资可持续性。但这样的策略也可以鼓励创新、在较小的范

围内鼓励社区更多地参与以及通过这些机构鼓励额外的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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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对初等教育
差距和边缘化的干预措施

在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仍然是全民教育的一个主要问题。已经有一些

创新的方案和举措来解决教育差距和边缘化问题。这一部分将探讨一些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个问

题的，以及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是如何努力制定以事实为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从而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

5.1 东亚

东亚地区的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针对性”是在大多数次区域国

家的地区、种族、语言和性别差距之间搭建桥梁的一个主要策略。在老挝，民族多样性非常丰

富（39% 的人口是少数民族），37.4% 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根据小学女童净入学率

和进入 5 年级的女性巩固率，政府已经通过排名确定了教育处境最为不利的县区。在此基础上，

在大约 140 个县区中，发现有 56 个县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政策规划特别关注并解决它

们的全民教育需求。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现称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或 GPE）正在将这些县区

作为目标，划拨资金建设新教室和翻新原有教室，提供社区补助和校餐以消除因贫困而带来的

障碍，提升现有教师的资格水平并引进优质示范学校。

在印度尼西亚，由于丰富的民族和语言多样性，提供全民教育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印度

尼西亚有 300 个族裔群体和 583 种方言。该国还存在童工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居住着 79%

的童工；他们中有 62% 的人在农业领域工作。政府正在不断努力，通过战略性的干预措施惠及

未受教育和边缘化儿童，如：1）开放初中学校计划（Open Junior High School Programme）；

2）同一屋檐初中学校计划（One Ro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Programme）；3）同等教育计

划（Educational Equivalency Programme）；和 4）灾区教育计划（Education in Disaster Areas 

Programme）。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以需求为基础的计划，如面向渔家儿童的社区船上学校

（community boat schools）。

菲律宾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创新战略，为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教育：寻找处境最为不利的

群体，全面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查明边缘化的原因。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的一个主

要策略是借助替代学习制度（Alternative Learning System），这个制度相当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平

行供给体系，致力于为失学青年、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儿童以及其他无法进入常规和正规基础教

育体系的边缘化群体提供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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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6：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惠及未受教育群体和教育边缘化群体

框 7：日本——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的历史性创新方法

作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过程的一部分，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的 11 个成员国、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8 年 9 月组织了一次讲习班。十个旨在惠及

未受教育群体的合作项目被挑选出来，随后在 2009 年 4 月，各教育部长在第 44 届东南亚教育部长

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这些项目。它们关注特殊需求学习者、有辍学风险的学生、失学儿童、偏远地

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和妇女、来自贫困家庭的学龄前儿童、偏远农村地区的学习者、无国籍和

无证儿童、携带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儿童以及受艾滋病毒或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以及处境困难的学

习者。借助全民教育合作伙伴的支持，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些项目授权东

南亚教育部长成员国自行引导自己的全民教育优先事项。

资料来源：UNESCO Bangkok, 2011

对于缩小初等教育性别差距有困难的国家而言，日本可能会给不断完善的惠及未受教育群体

的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过去在日本，一个常用做法是“子守学校”（Komori schools，译者注：

Komori 指照看孩子的人），这些学校面向的儿童是花费大量时间照看孩子的群体。在日本，现代

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当时的观念是女孩不需要得到教育。在那段时期，人们有家务劳动的习俗，

这阻止了女孩上学。绝对贫困是维持这种习俗的因素之一。女孩要承担家务劳动的一些主要责任，

其中一项就是照看孩子。许多学龄女童不得不照顾她们的弟弟妹妹，其他人则可以上学。有些女孩

会照看其他家庭的孩子，这在当时是一个为家人赚钱的难得机会。第一所面向照看孩子的女童的学

校开设于 1878 年。学校被允许使用简化课程。女童和需要照看的孩子一起去子守学校上学。许多

情况下，学生在课堂上背着孩子。这种学校有以下几种存在形式：在正规学校的上课时间开设一个

特殊班级；成立一个小学分部作为子守学校；或者在放学后或周末提供特殊课程。教师在许多情况

下自愿任教。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2011.

在越南，政府为渔家儿童成立了“流动教室”（船上教室）以及卫星学校，它们不是正规的学校，

而是社区或村庄的教室群。这些都被认为有助于把儿童特别是少数民族儿童吸引到并留在学校。

另一种做法是聘请教师助理或卫星学校助理挨家挨户地接孩子并把他们送到学校。聘请来自同

一族裔群体的助理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还能协助不能说当地语言的教师进

行交流。此外，政府已成功试行了三种语言的双语教育课程，已经证明这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儿

童的巩固率和就读率，改善了试点学校的学习成果。

泰国的一个项目致力于改善数据收集系统和决策使用的数据，这在一些国家正在成为惠

及未受教育群体的重要策略。这一项目已经采取措施来更好地整合和共享与教育相关的信息。

2010 年，教育部为泰国教育质量计划（the Quality of Thai Education Programme）推出了 3N 体系。

3N 包括全国教育网（National Education Network, NedNet），它用于连接现有的学校、学院、大

学和图书馆；全国教育信息系统（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它汇集了现有的教

育数据，促进相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全国学习中心（National Learning Centre），它是交换

教学和学习材料的虚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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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亚

中亚国家正在实施一些战略干预措施，用于解决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时的边缘化问题。获得

优质教育的差距仍然存在，主要是由于农村偏远地区的人口不易获得受教育机会，贫困，儿童

健康差，教学语言以及与文化、宗教、语言和民族多样性相关的差距。

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特别重视并保护处境困难的儿童或被剥夺了父母和家庭护理的儿童

包括孤儿和残疾儿童的权利和利益。政府还特别重视失学儿童和青少年的补习教育发展。这就

需要在儿童的空闲时间安排一系列的艺术和音乐学校，儿童图书馆，儿童与青年体育学校，业

余爱好俱乐部和活动场所，其目的是促进就读率。这个提议还包括为儿童和青年开发活动中心，

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和青年以及孤儿和残疾儿童。相比之下，本地区最贫

穷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教育和课外活动的投资偏低。

框 8：哈萨克斯坦——为残疾儿童进入全纳教育铺平道路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社会适应与劳动康复（SALR）中心正在开展名为“我在你们中间”

（I’m Among You）的项目，旨在让教师、家长和自闭症儿童做好进入主流学校的准备。项目为

从事自闭症儿童工作的教师和专家提供关于恰当教学法的培训班。它还向父母和家庭介绍了在全纳

教育环境中与自闭症儿童相处的方法，从而推动了自闭症及相关问题被更广泛地理解和接受。到目

前为止，参与项目的15名儿童都成功融入了主流教育体系。已经制定了计划来延长和拓宽这些服务，

包括开设资源中心、为教师和家长提供特殊的早期培训。项目的一个强项是，应对目标群体需求和

挑战的系统方法以及通过现有的教师培训机构和学校网络来扩展该模式的潜力。该项目具有在哈萨

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扩大规模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UNICEF, 2012a, p. 51.

在蒙古，尽管初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快速增长，但是一定比例的儿童由于其语言、文化和经

济背景的高度多样化，仍然处于失学状态。辍学主要是一种农村现象，并与偏远农村地区缺乏

宿舍和学校密切相关。失学儿童由贫困家庭儿童、残疾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和流动家庭儿童组

成。同时，延迟入学在一些族裔群体中比较普遍，会导致更高的辍学率和更低的成绩。蒙古政

府逐渐通过母语和双语方式把哈萨克族儿童及其他少数民族（如土瓦族）儿童作为服务对象。

政府最近还制定了“哈萨克族儿童全国教育框架”（National Framework on Education for Kazakh 

Children），认识到有必要为哈萨克族儿童及其他少数民族儿童发展双语教育策略。教育部在

2007 年批准了土瓦语国家计划，但是在实施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5.3 南亚和西亚

总体而言，该次区域的国家对边缘化人口的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特别是生活在偏远地区

的人口、少数民族和少数语言群体、女孩和处境不利的儿童。一些政府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框架，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在依然缺乏学校的地域扩建教育设施。该次区域的所有国家都注重解决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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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儿童的问题，旨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2。虽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见第 2部分），

但是南亚和西亚仍然是最需要取得更大进步的次区域。

在孟加拉国，政府正计划按需求扩大小学助学计划（Primary School Stipend Programme），

截至 2010 年已经惠及 40% 的最贫困学生——共计 480 万农村小学生。修订后的项目可以覆盖

780 万学生，其中许多人（45% 至 90%）来自最偏远和最艰苦的地区。项目为提高社会经济处

境不利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孟加拉国政府还

计划分阶段扩展其学校供餐计划，目前该计划惠及 110 万粮食不安全地区的小学生。现在即将

覆盖 Char， Haor，Baor，Hill 和 Monga（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并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政

府计划在上述偏远地区建立初等教育设施，服务 1943 个仍然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村庄（每个村

有 2000 多人口）。政府还计划在这些村庄建立 1500 所新学校，并在 Char，Haor，Baor，Hill

及其他偏远地区建立儿童友好学习中心。同时还计划在现有的小学里建设更多的教室并招聘教

师。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还需要 12 万间教室才能把班级规模降低到 45 名学生（Ministry of 

Primary and Mass Education, Bangladesh, 2010）。

不丹王国政府承诺为所有 6 岁至 16 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教育部门在政府发展政策中被高

度重视，在总预算配额中的比例从来没有低于 10%。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然而政府为山区和

边远地区的小规模分散定居点提供教育存在困难。政府正在小型偏远社区扩建教室，并制定需

求方面的干预措施来降低教育成本，如免费提供校服和课本。

框 9：尼泊尔——教孩子用方言阅读有助于更好的在校表现

框 10：斯里兰卡——通过家庭 / 学校计划在冲突地区提供教育

救助儿童会于 2008 年在尼泊尔进行扫盲评估时发现，Kailili 地区的伙伴学校中有 42% 的 3 年

级儿童不能认读任何字。大多数不能认读的儿童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不是教学语言。这促使通过发展

“扫盲推进”（Literacy Boost）计划，努力创建方言阅读干预措施。“扫盲推进”始于 2009 年，

包括开发和提供方言材料，指导课堂教师以阅读为中心，由会讲塔鲁语（当地母语）的志愿者监督

社区阅读活动。之后的测试表明，在使用“扫盲推进”计划的学校中，儿童在流畅度和准确度方面

的表现优于对照学校的儿童（children in comparison schools）。救助儿童会随后在尼泊尔其他地区

推广了“扫盲推进”计划，包括远西地区的 Bajura 和西部地区的 Kapilvastu。

资料来源：UNESCO Bangkok, 2012a.

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由冲突造成的背井离乡打乱了很多学生的学习。最初的策略构想是

为无法正常上学的学生开发一种替代教育计划和家庭教育体系。该项目的开发由教育部牵头，国立

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提供技术援助。这个计划要求开发以课程为基础的模块，

儿童如果因为不安全因素无法上学，在家期间可以使用这些模块。2008 年开发了学习阶段 1 模块，

包括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和数学，涵盖一二年级，并在 2009年试行。随后完成了面向小学五年级的 2、

3 模块，首次印数为 60,000 份。家庭学习计划仍然是一个可行的短期替代方法，可以防止留在境内

难民营或者转移到安置区的儿童落后于学校课程。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Sri Lanka, 2011.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普
及
初
等
教
育

2：

38

框 11：阿富汗——清洁用水和厕所可以提高学校出勤率，特别是女孩的出勤率

2010 年，教育部、公共卫生部、农村复兴和发展部联同民间社会团体、捐助者和社区成员

共同发起了学校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WASH] 项目联合行动（Joint Action for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WASH] in Schools）。

该项目计划改善阿富汗学校的卫生和用水情况。提供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如厕所，这将显

著降低与卫生相关的疾病，从而提高学生的出勤率。2009 年，从 24 个省的 7,769 所学校收集的

数据表明，只有 36% 学校有安全饮用水，22% 学校的男孩和女孩有单独使用的厕所，8% 学校的

身体残障学生有单独使用的厕所，13% 学校有洗手池。项目也将大大鼓励更多的女孩上学。据估

计，阿富汗中小学有 800 万学生，其中只有 300 万是女孩（2012 Afghanistan Education Sector Joint 

Review, June 2012）。

到2010年底，进展十分显著。相关部委协调国际和当地的利益相关方，制定了学校WASH计划，

以及配套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启动了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活动。通过

当地一级的学校 WASH 项目月度协调会，各方都参与进来。学校还修建了女性专用设施，包括安

全处理卫生巾的焚烧炉。

阿富汗教育部估计，到 2014 年，将有 1000 多万中小学适龄儿童入读 16,500 所学校。计划

80% 的学校到 2014 年将有充足的水和卫生设施，到 2015 年实现全面覆盖。

资料来源：Excerpted from the WASH Case Study for Education for All, UNICEF Afghanistan Country 

Office, Kabul, 2011.

印度在提供基础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如前面提到的，政府在 2009 年出台了《儿童

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承诺向所有 6 岁至 14 岁儿童提供教育（Government of India, 2009）。

根据教育担保计划（Education Guarantee Scheme），为小型偏远社区配备小学。根据替代与创新

教育（Alternative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计划，建立灵活的策略来教育不能直接入读学校的

儿童。现在，正在推广全纳教育，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不会面临入学障碍。提供寄宿衔接课程、

午餐、奖学金、免费课本、校服和交通津贴，这不仅可以减少全民教育边缘化现象，也可以提

高巩固率和学习成绩。

虽然之前的框注重点只提供了一小部分选取的案例，但是本地区很多国家都一直在努力惠

及未受教育的群体。除了制定法律规定以及日益认识到初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

国政府还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应对全民教育的不利处境问题和边缘化现象。挑战依然存在，

数据的可用性依然不足，不能确认并追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失学儿童，同时，招收并把处于

不利境地的儿童和边缘化儿童留在学校依然存在困难。

其他挑战包括：跨部委和跨部门的协调水平不足；缺乏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的战略计划；一

些国家给予教育的重视程度低；教育或隐性教育成本或教育机会成本高；资金和必要的技术及

专业知识方面的国家能力低；地处偏远；国内冲突和突发事件仍然是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的障碍。

为了实现所有的全民教育目标特别是目标 2，惠及最后一部分相关的小学学龄人口已经成为需要

本地区所有国家注意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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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本地区已经在实现整体的全民教育特别是全民教育目标 2 和千年发展目标 2 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普遍参与初等教育。在总体水平上，

大多数国家的男孩和女孩参与和在小学升级的比例相当。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升入中等教育。

然而，与目标 2 相关的一些挑战依然存在：

1. 惠及未受教育的群体：尽管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尚未通过改善教

育机构的可获得性来有效地惠及贫困儿童、易受伤害儿童、处于不利境地的儿童和边缘化儿童，

并把他们留在学校。在初等教育参与率、巩固率和学习成绩方面，本地区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

战是，减少由于性别、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残疾和家庭位置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和差距。

国内冲突和灾害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挑战。

2. 提供全民优质教育服务：鉴于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快速增加，本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努力确

保学校教育供给的标准，包括教师分配和质量。缺乏安全的学校物理环境仍然是提高初等教育

参与率和巩固率的一个主要障碍。学校及教育环境质量低再加上学习成绩低明显会导致儿童失

学及辍学。在满足儿童学习需求方面，特别是满足来自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群体的儿童学习需求

方面，提高学校效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3. 让儿童在正规入学年龄上学：尽管本地区获得初等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然而许多儿童

没有在正规入学年龄上学，这对儿童在学校的升级和教育体系的整体内部效率产生了一些影响。

4. 在小学阶段留住孩子：一些国家实现普遍参与目标的成功事例被许多国家极其低下的初

等教育内部效率所抵消。降低小学阶段的高复读率和失学率以及增加巩固率成为了一个主要挑战。

5. 增加学龄前教育和小学后教育机会：改善学龄前教育和扩大中等教育机会是改善目标 2

的推拉因素，它们仍然是主要挑战。

6. 确保性别平等：建立安全和性别敏感的学习环境以及消除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性

别歧视几乎是本地区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包括解决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这种不平等在一些国家主要影响了女孩，在另一些国家会影响男孩。还需要解决地方上的性别

差距。

7.提高制度和治理的质量：通过加强管理能力、改进问责制、社会审计规定、以及实施规范、

规则和规定来改善治理和服务，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偏离了实现目标 2 轨道的国家面临的

一个主要挑战。这对于正在实行权力下放的国家尤为重要，在地方政府的能力构建完成之前把

责任转移，这样的教育体系存在重大风险。

8. 增加基础教育经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筹集更多的资源和维持政府支出仍

然是小型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减少小学的间接成本是另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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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有望实现目标 2。然而，个别国家可能不会

实现目标 2，国家之间的主要差距是指一些儿童群体依然没有获得初等教育的机会。本地区在一

些全民教育指标的改进方面仍然很落后。多年来，各个国家关于全民教育运动的政治承诺显著

增加，政府认识到了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距离 2015 年的时间已经很近，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来加快实现目标 2 的进展。以

下为政府提出的建议分为三个主要优先领域：

6.1 把平等作为教育的核心，惠及边缘化群体

1. 创造有利条件，执行与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实行待办立法和监测现

有立法的施行情况。

2. 采取具体可持续的措施来减轻学校教育的间接成本，特别关注贫困儿童和遭受多重不利

处境的儿童。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甚至不能负担免费的学校教育，因为他们不能负担子女的学

习资料和点心、交通费用或者不能失去子女对维持家庭生计做出的贡献。社会保护措施是确保

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留在学校的有效手段，包括现金或食品激励机制，或与儿童正常上学相挂

钩的家庭福利金。

3. 以事实为依据，深入分析未受教育群体，包括紧急和冲突局势中的群体，为本地区所有

国家的政策规划、政策针对性和计划制定提供信息。据此，记录和交流本地区惠及边缘化群体

和促进教育公平的信息，包括哪些方面可行，哪些方面不可行。

4.分析初等和基础教育的辍学率、巩固率、复读率和完成率趋势，尤其是地方一级的趋势，

考虑特殊的边缘化群体。可以利用事实依据在地方一级设计和实施适当的干预措施，包括提高

教育质量。

5.进一步探索成功惠及边缘化群体的好做法，如提供午餐、为女孩和女教师提供交通支持、

社会保护支持、使用母语教学、培训并让家长和社区参与面向残疾儿童的全纳教育、为紧急和

冲突情况中的儿童提供教育，等等。

6. 分析失学儿童的特点以及他们没有进入教育体系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实施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惠及失学儿童。试点正规教育供给的替代方法来惠及失学儿童。可以参考失学儿童

全球倡议中的国家和区域报告研究结果。

7.根据太平洋地区目标 2 进展的倒退趋势分析，为政策及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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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促进良好治理和合作关系，扩大教育供给

1. 采用创新的公私合作关系和其他合作形式，扩大面向边缘化群体的优质教育供给，把政

府资源注入针对处境不利群体的非公立教育提供者。

2. 加强地方的教育规划和管理能力（包括性别响应管理）来改善治理，特别是问责制和透

明度。

3. 加强教育监测和审查制度，包括设定公平目标和使用数据，不仅用于展示全民教育的进

展情况，也可以检验是否缺乏进展，最终目标是促进以事实为依据的教育战略管理。

4. 增加教育资源分配，把其作为实现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长期投入，而不仅仅是作

为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措施。

5.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合作关系、网络联系和活动（如教育部门工作组，国会议员讨论会，

全民教育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女童教育计划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会议），

倡导更好的治理、有效公平的资源分配和使用替代方法来扩大全民优质教育的供给。

6. 制定沟通策略，告知地方各级利益相关方（包括父母）有关政策、当地学校预算和一般

实施程序的信息。

6.3 支持扩大优质的学龄前教育和小学后教育 

1. 通过并实施立法和政策，支持扩大本地区国家的学龄前教育和中等教育，通过推拉式干

预措施增加初等教育机会，如扩大免费教育覆盖面，即包含初中教育。

2. 通过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帮助边缘化群体从家中成功进入小学、从小学成功进入初

中教育。

3. 确保为扩大的、有质量的学龄前教育覆盖面提供合适的培训、课程和技术支持。如果不

能保证质量，幼儿可能会在进入 1 年级之前就有从学龄前教育辍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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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附件

附件 1：亚太地区国家的义务初等教育结构

次区域/国家 义务教育
免费教育

的法律保障

小学正规

入学年龄

初等教育
持续时间

（2008 年）

初中教育

持续时间

义务教育
是否包括
初中？

高中教育

持续时间

义务教育
是否

包括高中？

中亚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塔吉克斯坦
2

吉尔吉斯斯坦
2

哈萨克斯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i 

是 否

是
iv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v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i i

是
iii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土库曼斯坦
2

蒙古
2

乌兹别克斯坦
2

澳大利亚

斐济

中国澳门
6

瑙鲁

菲律宾
2

柬埔寨
2

日本
3

马绍尔群岛
3，4

纽埃
4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库克群岛
4

老挝
2

缅甸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文莱

印度尼西亚
1

马来西亚

新西兰
3

韩国
1,3

中国
2，7

基里巴斯
4

密克罗尼西亚

帕劳
3，4

新加坡
6

泰国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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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义务教育的资料来自联合国人权条约提交的报告。

2. 尽管免费教育受到法律保障，但小学继续收费（Bentaouet-Kattan, 2005;Tomasevski, 2006; World Bank, 2002, 2006）。

3. 根据报告，初等教育虽然没有收取学费，但收取了直接费用（Bentaouet-Kattan, 2005; Tomasevski, 2006; World  
    Bank, 2002）。

4. 根据国家人口数据计算入学率。

5. 儿童六七岁时可以入学。

6. 由于人口数据不一致，因此未计算入学率。

符号：
（.）这种分类不适用或不存在。

（…）没有相关数据。

 
i  
www.unesco.org/education/wef/countryreports/cook_islands/rapport_1.htm

ii  
www.unescobkk.org/education/resources/education-system-profiles/kiribati/basic-education/

iii  
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Malaysia.pdf

iv 
www.unesco.org/education/wef/countryreports/nauru/rapport_2.html

v 
www.unesco.org/education/wef/countryreports/niue/rapport_2.html

vi 
www.unesco.org/education/wef/countryreports/tuvalu/rapport_3.html

vii 
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Maldives.pdf (p. 3)

viii 
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WDE/2010/pdf-versions/Pakistan.pdf (p. 3)

次区域/国家 义务教育
免费教育

的法律保障

小学正规

入学年龄

初等教育
持续时间

（2008 年）

初中教育

持续时间

义务教育
是否包括
初中？

高中教育

持续时间

义务教育
是否

包括高中？

东帝汶
2

阿富汗
2

汤加

不丹
2

尼泊尔
2，6

瓦努阿图

伊朗
2，13

托克劳

孟加拉国
2

图瓦卢
4

印度
2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1

越南
2，10

马尔代夫

南亚和西亚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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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涵盖的次区域和国家

十年回顾报告使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区域和次区域划分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

有 49 个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可以划分为下列次区域：

 中亚（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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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国家/地区）：

  文莱，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

 太平洋地区（17 个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新西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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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和西亚（9 个国家）：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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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目标 2-表 1-中小学入学情况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文莱

蒙古

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柬埔寨

塔吉克斯坦

朝鲜

中亚

东亚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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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新加坡

日本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缅甸

马来西亚

泰国

东帝汶

老挝

韩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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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越南

基里巴斯

纽埃

库克群岛

瑙鲁

澳大利亚

密克罗尼西亚

马绍尔群岛

帕劳

斐济

新西兰

太平洋地区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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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巴布亚新

几内亚

图瓦卢

不丹

托克劳

阿富汗

所罗门群岛

萨摩亚

瓦努阿图

印度

南亚和西亚

汤加

孟加拉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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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世界

伊朗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区

地区平均水平

中亚

巴基斯坦

中欧和东欧

尼泊尔

阿拉伯国家

马尔代夫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斯里兰卡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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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2011 年 10 月数据库。

符号：
…没有相关数据

** 国家数据：统计研究所估计数据

    地区平均水平：部分估计数据是因为国家数据覆盖范围不完整（25%-75% 的人口）

* 国家估计数据

x+n 引用参考年份后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x-n 引用参考年份前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毛入学率 净入学率 (调整后）入学情况参
考
年
份

撒哈拉以

南非洲

北美和西欧

南亚和西亚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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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目标 2 - 表 2 初等教育升级和毕业情况

留级生百分比 小学最高年级的巩固率
小学最高年级的

毛招生率

小升初的升学率

（普通教育项目）
参
考
年
份

哈萨克斯坦

中亚

蒙古

文莱

土库曼斯坦

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柬埔寨

乌兹别克斯坦

朝鲜

东亚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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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日本

缅甸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韩国

老挝

菲律宾

泰国

留级生百分比 小学最高年级的巩固率
小学最高年级的

毛招生率

小升初的升学率

（普通教育项目）
参
考
年
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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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

斐济

澳大利亚

太平洋地区

马绍尔群岛

新西兰

纽埃

越南

基里巴斯

瑙鲁

库克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留级生百分比 小学最高年级的巩固率
小学最高年级的

毛招生率

小升初的升学率

（普通教育项目）
参
考
年
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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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劳

托克劳

萨摩亚

图瓦卢

阿富汗

巴布亚新

几内亚

汤加

南亚和西亚

所罗门群岛

瓦努阿图

孟加拉国

不丹

留级生百分比 小学最高年级的巩固率
小学最高年级的

毛招生率

小升初的升学率

（普通教育项目）
参
考
年
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普
及
初
等
教
育

2：

60

注释：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2011 年 10 月数据库。

符号：
…没有相关数据

** 国家数据：统计研究所估计数据

    地区平均水平：部分估计数据是因为国家数据覆盖范围不完整（25%-75% 的人口）

* 国家估计数据

x+n 引用参考年份后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x-n 引用参考年份前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印度

斯里兰卡

尼泊尔

伊朗

巴基斯坦

留级生百分比 小学最高年级的巩固率
小学最高年级的

毛招生率

小升初的升学率

（普通教育项目）
参
考
年
份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国家
或地区

区域

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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