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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尔·塞拉西皇帝为发展

现代教育作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度依赖西方，本

土化准备不足，导致教育结构失衡，中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突出，出现

质量危机并危及政权; 军政权统治时期，凸显意识形态对教育的统领

作用，过度追求教育公平而忽视质量要求，在持续动荡的局势下教育

发展也难以为继; 1995 年成立的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如下放教育权到地方、鼓励发展私立教育、推行教育成本分担

制等，教育规模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由于经费投入不足，教育的公平

与质量都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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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埃塞俄比亚发生过两次政变: 一是 1974 年海

尔·塞拉西皇帝被以门格斯图为首的军政权所取代; 二是在 1991 年，当

时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推翻了军政权统治，并于 1995 年

正式成立埃塞俄比亚民主联邦政府。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政治危机的

考察，可以发现其均与教育事件有着直接的关联———教育事件往往成为政

治危机发生的诱因。与此同时，政权更迭又引起教育领域的政策转向，使

得教育发展进程中断或变轨。笔者拟通过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埃塞俄比

亚所发生教育事件的历史分析，来揭示教育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所产



生的社会影响。

一 帝制时期

帝制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教育过度 “西化”，本土化准备不足，导致

质量危机的发生。
埃塞俄比亚现代教育的真正起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35 年

意大利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 ( Haile Selassie) 被迫流亡英

国，直到 1941 年 5 月盟军大败意军后才归国复位。塞拉西皇帝深受西方

文明的影响，坚信教育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并积极创办各类教

育，为促进埃塞俄比亚现代教育体制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促进教育发

展，塞拉西皇帝还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如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免费提

供衣物、食宿及学习用具，实施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吸引优秀生源等。到

60 年代末，社会慈善机构举办的各类学校在校生有 5. 2 万，初步出现公、
私立教育共同发展的局面。① 到了 1971 年，公立中小学校从 1952 年的

411 所增加到 1 300 所，在校生从 6 万增加到 60 万。
塞拉西皇帝大力发展教育的初衷无疑与 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的人力资

本思想不谋而合。这一思想的首倡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 Theodore
Schultz) 。他通过对教育和经济领域大量数据的采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认为教育花费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投资，而且比物质投资

的回报率更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推波助澜

下，到了 60 年代，舒尔茨关于教育是经济发展强大动力的思想已广为流

传。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借人力资本学说，引导非

洲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并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走向。在教科

文组织主持下，1961 年举行了关于非洲教育问题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

所有非洲国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求非洲国

家承诺到 1980 年普及初等教育，但这项宏伟目标最终被证明是不切实

际的空想。
塞拉西政府虽致力于国家发展，但却忽视了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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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土化战略。塞拉西本人坚信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教育

就是要培养忠君、爱国、信教的国民。但随着埃塞俄比亚与西方世界乃至

非洲大陆的渐趋融合、民主意识的加强，这种忠君、爱国的价值观念越来

越遭到年轻一代的反感。况且在国家贫弱、外力介入的背景下，帝制政府

在发展教育过程中多处于 “想为而不能为、敢为而无力为”的境地。一

方面，由于塞拉西政府在教育发展政策的选择上缺少连贯性，更多是希望

依靠西方和国际援助来推进国家发展，而国际援助通常更注重校舍等硬件

的建设而忽视本土教师培养、国家课程设计等软件投入。当时的课程多半

是由教师自行组织，很难培养出既能继承和发扬国家传统又能适应不断变

化时代要求的现代化公民。另一方面，教育布局不尽合理，当时的大多数

学校都是在大中城市，农村和小城镇里的学校拥挤不堪、教职员匮乏、教

学质量普遍低下，教育危机四伏。
当时有专家认为，埃塞俄比亚教育发展出现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教育经

费不足和教育财政政策不当所致。于是，塞拉西政府进行了一项财税制度

改革，主要内容是向农村土地所有者征收农业特别税，规定地方教育委员

会负责管理对所征税款的分配和使用，主要用于筹办小学 ( 中央财政只

负责中等和高等学校) 。这项不合时宜的税收制度导致了较富裕地区小学

教育的较快发展，而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仍然发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
而且这项改革没有涉及城市，市民不用纳税却可以享受到较为优越的教育

资源，可以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较好的学校里去读书，因此遭到了地主和农

民的共同反对。后来，塞拉西政府又对这项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规定向

城市土地所有者也征收教育税，向城市居民征收 2% 的个人所得税，这项

政策又激起了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反抗。更有甚者，财政部还经常把所征税

款挪作他用，国家教育发展愈显步履艰难。
在公众不满情绪渐长和大中学校中激进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的压力下，

塞拉西政府开展了一场关于现行教育体制问题的专家研讨。参加研讨的专

家组于 1972 年 7 月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建议: 要尽快尽好地普

及小学教育; 改革农村教育，使之更贴近农村实际; 促进教育机会公平

等。报告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过分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实际能力的

培养，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忽视了对辍学青年的关注才导致大批青年的失

业。报告认为 “现存的教育体制不但制约了个人的自我发展，而且对大

多数学生来说是一种终结性教育。”该报告大部分内容都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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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希望给予学生、家长、教师等各界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但

结果却事与愿违，大多数家长对废除精英教育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许

多教师则担心由于改革而导致薪水减少。以此为导火索，全国各地引起

的罢工和骚乱事件此起彼伏，一场教育质量危机最终导致了帝制统治的

覆灭。

二 军政权时期

军政权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是: 僵化的体制，单一化的价值取向，使

教育发展难以为继。
1974 年，以门格斯图为首的军事政权取代了塞拉西皇帝的统治，进

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军政权摒弃了帝制时期的教育体制，照搬

苏联教育模式，确立了教育要为生产服务、为科学服务和为社会形态服务

的三大目标。在前苏联、前东德等国教育顾问的指导与帮助下，最能体现

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一定发展，一批埃塞俄比亚学

生被送往前苏联或其他东方阵营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或被派往古巴接受中

等教育。
军政权认为教育是拯救国家于水火的一剂良药，被寄予厚望，并开始

了教育国有化、教育为农村服务、课程改革、大规模扫盲等教育改革运

动，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军政权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中小学教育规

模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975 至 1989 年，7—16 岁青少年入学比例增

长了 12%，大约占同龄总人数的 35%。然而，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教

育资源的供给却未能跟上，教师短缺、校舍不足、教室拥挤现象日益严

重。不仅农村如此，城市也十分糟糕，学校不得不采取轮班制，学生分批

分段进行学习。除此之外，北部地区的战乱还导致了大量教学设施的毁坏

和被掠夺，也使得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如雪上加霜。
尽管军政权在提高中小学教育及扫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普及

中小学教育的前景上却不容乐观。1985—1986 学年的国家教育统计显示，

全国中小学在校生总数达到 310 万，而十年前只有 78. 5 万人。但是，

1985—1986 学年，600 万小学适龄儿童中只有 250 万入学，入学率只有

42%。初中阶段 ( 7—8 年级) 在校生增加到 29. 2 万人，而高中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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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年级) 在校生仅有 19 万余人，只占 550 万适龄人口的 3. 5 %。①

由于从小学到中学的升学比例悬殊 ( 在 1985—1986 学年，小学升初中的

比例是 8∶ 1，初中升高中的比例是 4∶ 1) ，对大多数小学毕业生来说，继续

学习的希望渺茫，因此也就放弃了升学念头而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却

又往往因为缺乏一技之长而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
军政权时期虽对帝制时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由于

不能结合本国实际发展教育，而是片面依赖和仿照苏联模式，存在脱离实

际的幻想，最终导致教育发展计划未能有效地贯彻实施，更难达到预期目

标，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到了 80 年代中期，公众要求提高教育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却

无能应对，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在教育目标、教育质量等问题上的分歧越

来越大。官僚部门坚持教育 “培养的学生必须符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和社

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根据“国家人力资源规划，必须进一步扩大职

业教育的规模”。② 官方认为教育质量下降是因为师资匮乏和英语授课教

师能力不足所致。但学者克里斯托弗·克莱哈姆 ( Christopher Clapham)

却认为“过去帝制时期针对少数儿童开展的相当合理的教育已经变换成

社会主义政权下针对大多数儿童的贫瘠教育”。还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埃

塞俄比亚政府“由于对教育与社会发展二者关系的错误设想，使教育陷

入了一场危机当中。”③

三 联邦政府时期

联邦政府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规模发展过快，挑

战质量与公平问题。
1988 年 3 月，埃塞 俄 比 亚 爆 发 大 规 模 内 战，许 多 学 校 被 迫 关 门。

1991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 简称 “埃革阵”) 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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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门格斯图政权宣告垮台。同年 8 月，过渡政

府成立，教育也从内战的炮火声中平静下来。1995 年 8 月，埃塞俄比亚

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及地方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把发展教育提高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政策和措施。至此，埃塞俄

比亚的各级各类教育进入规模快速发展阶段。
联邦政府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将更多教育权限下放到地方，提

高地方办学积极性; 优先发展小学和初中段教育; 小学 1—6 年级使用本

土语言教学; 高中及以上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制，家长要承担部分学费等。
教育分权化及优先发展初等教育等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初等教育和高等教

育的齐头并进。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入学人数还是经费投入方面，高等教

育都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从表 1 可以看出: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总入学人

数的增长并不像世界银行专家和联邦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显著。相反，由于

生师比的急剧上升和班级规模的大幅增加，一节化学课或历史课聚集了近

百名学生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位教师同时负责教七八门不同年级的课程的

现象也比较普遍。

表 1 埃塞俄比亚各级各类教育入学情况统计 ( 单位: 人)

学年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年均增长 ( % )

小学 ( 1—8) 15 340 786 15 553 142 15 792 103 16 718 111 16 989 784 2. 6

中学 ( 9—12) 1 501 363 1 587 585 1 695 930 1 750 134 1 766 011 4. 1

职业教育 229 252 308 501 353 420 371 347 320 225 8. 7

高等教育 270 356 320 827 434 659 467 843 494 110 22. 1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Statistics Annual Abstract ( 2011 /2012) . Addis Aba-

ba. 2012，p. 5.

在教育规模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出现经费投入严重

不足、合格师资短缺、课程改革滞后、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教育质

量明显下降，教学环境恶化。随着距离 2015 年普及初等教育的千年发展

目标越来越近，世界银行也不得不表示对目标实现的担忧。世界银行认

为，在不加重公共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要实现生师比降低和班级规模缩

小，必须把教师招募和学校建设标准调整到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避免

教学环境的持续恶化。但不管是用于招募新教师还是建设新学校，如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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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政府财政的最大承受能力，最后都不得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从前面对帝制时期和军政权时期教育发展的得失分析中得出结论，至

少有两方面问题值得引以为戒: 一是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超出了经济发展

的需求能力。事实上，帝制时期的决策者在后期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

重性，并全力应对，但终因不济而失败。军政权时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

况下继续输出大量的毕业生，导致越来越多的大中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

态，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必然会质疑 “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尽

管政府在极力承诺为这些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的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但

成效并不明显。二是教育的本土化准备不足，过分依赖外援，使得教育发

展在思想和观念层面缺少继承性，在政策执行力上难以为继。无论是帝制

时期的“向西看”还是军政权时期的“向东看”，最终伤害的还是本国的

教育及人才培养质量。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认为本国教育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政府就雄心勃勃地希望在 2015 年之前实现 50% 的净入

学率。这被视为一个非常高和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 1996 年埃塞俄比亚

的净入学率只有 20%。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内容之一是要

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联邦政府积极响应，承诺到 2015 年普及初等

教育，并从 2000 年开始对先前制定的多项教育发展目标进行了调整。联

邦政府认为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进展得很顺利，但据世界银行最新调查显

示，由于国内物价大幅上涨，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又低于物价上涨，教学环

境恶化和资源紧张形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世界银行认为，在 “糟糕

环境下的大规模扩张”，能否保障埃塞俄比亚到 2015 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初等教育普及任务值得怀疑。而联邦政府能否遵从世界银行的意见，认同

专家研究结论，及时进行教育政策调整，增加投入以保障质量，尚难以

预料。

表 2 埃塞俄比亚小学 ( 1—8 年级) 净入学率统计

学年 男生 ( % ) 女生 ( % ) 总 ( % )

2007 /2008 86. 0 80. 7 83. 4

2008 /2009 84. 6 81. 3 83. 0

2009 /2010 83. 7 80. 5 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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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年 男生 ( % ) 女生 ( % ) 总 ( % )

2010 /2011 87. 0 83. 5 85. 3

2011 /2012 86. 8 83. 9 85. 4

资料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Statistics Annual Abstract ( 2011 /2012) . Addis Aba-

ba. 2012，p. 28.

四 结 语

教育质量危机目前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但人们对危机的成因有不同

的解释，对危机所表示的担忧也往往因人而异。政治家和企业家关注的

是，在教育滑坡的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如何在经济上获得竞争力; 教师和

教育行政人员关注的是诸如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和课程设置等教育内部问

题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而家长担忧的是在日趋复杂、不断变化的职业

世界中，他们孩子的个人机会与前途。情况通常是，在教育质量问题的认

识上，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官员很难与普通民众达成共识。笔者认为，问题

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供求关系

教育质量危机总是与供求关系紧密相关，只有解决好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教育才能体现其价值功能，也只有当对教育的投资回报收益不好时，

人们才会较多地关注教育质量问题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

系。帝制时期的教育质量危机在于对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处理不当，

实际上军政权时期和联邦政府时期就业问题也比较尖锐地存在，人们自然

就会质疑教育质量问题。失业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市场就业岗位不足，实质

是国家的经济总量不足，其所能给社会带来的岗位不够。因此，教育与经

济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质量的发展。

( 二) 经费投入

引起埃塞俄比亚教育质量下滑和出现危机的首要原因是教育经费投入

不足。教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塞拉西皇帝早期已出现质量危机，当时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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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5%的中学毕业生面临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危险。问题出现后，国家也

试图通过控制入学规模来达到平衡，希望把中小学发展控制在经济可承受

范围内，努力为农村中小学发展分配更多的资源。但最终这些明智的决策

却无法推进，因为缺少经费的支撑。军政权时期的教育一直也处于 “广

种薄收”的境地，因为其他领域占用了更多的资源，比如北部内战、西

部和东部严峻政治形势方面的支出，都要靠紧缩预算和各行业的义务捐资

来支撑。国防经费更是超过国家预算的 50%，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投入

严重不足。经费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头痛问

题，包括埃塞俄比亚现政府。

( 三) 教育规模

如果说帝制时期的生师比和班级规模都还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危机的

主要原因是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那么军政权时期教育部门对帝制时期的

教育问题熟视无睹，盲目扩大教育规模，而用于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显著增

加，则导致了教育质量严重下滑。除了经费投入，如果进一步了解发展中

国家的教育问题，就会发现教育中的数量与质量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彼

此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例如，教育规模的扩展常常靠使用一些不合格的师

资来实现，但这必然会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下降，而质量下降又会扩大学业

失败者的人数，导致辍学或留级人数的上升。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无视质

量、盲目扩大教育规模不无关系。

( 四) 发展环境

教育发展既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经济支持，还需要教

育家、教师、教育管理者等专门人才的辛勤工作。由于埃塞俄比亚长期以

来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教育发展一直步履艰难，加上天灾、人祸的

不断发生，以农业为主要依靠的埃塞俄比亚政府要想在短期内振兴国民经

济、大踏步发展教育，的确是困难重重。除了政治环境外，教育的内部环

境也很重要，比如宽松的学习空间、丰富的学习资源、性别上不再歧视、
疾病和饥饿不再缠绕等，而残破的教室、女性被骚扰、艾滋病感染等各种

原因所造成的辍学现象在目前埃塞俄比亚很多学校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 责任编辑: 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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