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三分之二较贫困国家削减教育预算，后果恐难承受 

 

巴黎/华盛顿，2月22日——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联合报告《教育财政观察》

显示，教育预算并未因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而得到适当调整，较贫困国家问题尤为突出。尽

管教育领域资金需求加剧，但自疫情以来，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际削减了公

共教育预算。 

据《教育财政观察》，相较之下只有三分之一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削减了预算。截至目

前，预算消减幅度相对较小，但随着疫情持续对经济造成冲击以及财政状况恶化，消减幅度

面临进一步扩大的危险。这些不同的趋势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

巨大预算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报告显示，在疫情之前的2018-19年度，高收入国家每年为每个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投入约

8501美元，而低收入国家则为人均约48美元。疫情正在进一步扩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之间巨大的人均教育支出鸿沟。 

报告强调，教育财政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调动资源，还在于提高资金的实效性。遗憾的是，

近年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仅带来了相对较小的教育成果。虽然在获得教育机会方面情况有所

改善，但在疫情之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习贫困率（即不具备阅读简短适龄文本能

力的10岁龄儿童的比例）已达53%，而高收入国家的学习贫困率仅9％。且新冠导致的学校关

停很可能会将这53％的比例推升至63％。 

“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各国需要弥补疫情造成的学习损失，投资于教育恢复，并利用这一机

会打造更加有效、公平和有韧性的教育系统。”世界银行副行长穆尔蒂（Mamta Murthi）说

，“疫情之前业已存在的学习贫困危机正变得更加严重，同时我们还担心这种影响的不均衡

程度。各国和各国际发展机构必须给教育系统以更多和更好的投资，并强化投入与学习及其

他人力资本产出之间的联系。” 

《教育财政观察》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全球教育支出就绝对数字而言在持续增长，但有迹

象表明，疫情可能会中断这种上升趋势。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商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需资金与其当前拨款之间差距最大的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自2010年以来，这些国家的

教育投入增长最快。然而如果不能共同努力优先发展教育，那么政府财政状况的中期下滑将

预示着动员所需教育资源的前景会趋于恶化。 

国际教育援助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21％。在本世纪最初十年援助金额增长迅猛，而在严重的

金融危机之后，在2010-2014年间有所回落。但自2014年以来，教育援助增加了30％，在2019

年达到了创记录的159亿美元。但是，在这个对外部教育援助需求最为紧迫的时刻，财政紧缩

、其他部门的需求以及学生流动性的变化等因素表明，援助额度可能下降。 

“外部融资对于支持世界上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机会至关重要。”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贾尼尼（Stefania Giannini）说，“然而，许多捐助国很可能将预算从对外援助转向国内优

先事项，有些已经开始。卫生需求和其他紧急情况也正在争夺资金。总体而言，我们预测援

助总额相较2020年可能会减少20亿美元，且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内很难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

依赖教育援助的国家将会处于充满挑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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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观察》由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团队协作完成，每年在教科文

组织统计研究所发布主要支出数据后出版。报告旨在汇集所有关于教育经费来源的最佳数据

，并监测为改善有关教育经费状况和使用情况的信息而做出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

能提供有关政府、家庭和教育援助支出方面的优质、及时的信息，在这个许多国家已无法承

担任何失误的后果的时刻，这一状况妨碍了有效的规划和监测。 

-- 

下载报告全文：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577 

有关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unesco.org/gem-report 

关注《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社交媒体信息：@GEMReport 

有关世界银行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worldbank.org/education 

关注世界银行社交媒体信息：@WBG_Educ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媒体联系人： 

Dimitra Dafalia，d.dafalia@unesco.org 

世界银行媒体联系人： 

Kristyn Schrader-King，kschrader@worldbank.org 

Karolina Ordon，kordon@worldbankgr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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