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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局，放眼未來的社會發展，各先進國家均警覺到指標誠乃國

 力表現優劣監控之關鍵，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自1987年開始以指標形式出版教

 育現況、英國國家統計處於2000年提出整合性指標報告書、加拿大亦於^988年參

 予^ECD之教育指標計劃，顯見各國對教育進行反省與改革之重視。高品質及其有

 前瞻性的教育政策及其相關配套措施，有賴詳實且客觀的資料作為分析之基礎;而

 實施過程是否得當，實施成果是否能彰顯既定目標，則須有效的機制來進行監控與

 評鑑，方能真正反應實際的成果。因此，透過良好的教育指標系統之建構，有助於

 檢視教育的背景、輸入、歷程與結果，並協助改善教育的體質、增進教育從業人員

 與社會大眾對教育之瞭解。故教育指標系統之建構誠乃檢驗教育實施成效之良方。

 學者普遍認為，教育指標系統之建立，能作為教育目標達成與否之參考依據，

 且可充分顯示相關資訊之發展情形。故在強調教育績效、講求效率與效能的風潮

 下，建立一套客觀周延的教育指標系統，據以評定教育品質，並指陳教育的發展狀

 況與趨勢，作為引導國家教育發展和訂定適當教育政策之參考，確已成為研究教育

 相關課題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邁向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下，我國教育亦不能自外於此潮流;各國問教育

 系統、教育表現之良錄，及教育投資與報酬率之成效等，均與各國社會、經濟等密

 切相關，亦深深影響國力的強弱。準此以觀，教育的國際比較趨勢定難避免，且更

 需要有客觀、精確的測量工具與方法，是以我國建構教育指標之時，除了考量國內

 本身教育型態需求外，自當參考國際教育指標的動向。

 由於教育指標系統的建構攸關教育品質、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等事項，同時，

 間接影響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而各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以及國際性與

 區域性的組織如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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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世界銀行(WorId Bank)、歐盟(EU)等機構亦紛紛投入教育指標系統之

 相關研究，顯見建構教育指標系統之重要，順應此一國際改革趨勢，建構我國國家

 層級之教育指標系統貿乃刻不容緩。

 綜上而論，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教育指標系統之基本概念，並探討國際間教育

 指標系統之架構與內涵，進而歸納主要國家及主要機構之指標系統架構與指標項

 目，建構出適合我國之教育指標系統。

 根據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各國及國際與區域組織指標發展的情形，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發展出四大項(教育機構的輸出以及學習的影響、財政與人力資源在教育上

 的投入、教育通路、參與和進展、學習環境以及學校組織)三^^^四個指標，世界銀

 行發展出六大項(教育的人口、社會和經濟脈絡因素，教育的財政和人力資源投

 資，教育的接觸、參與、就學級數以及畢業率，學習環境以及學校組織，學生成

 就，教育的社會和勞動市場產出)六十四個東亞太平洋發展指標，歐盟的十六項品

 質指標(數學、閱讀、科學、資訊和傳播科技、外語能力、學習能力、公民能力、

 輟學率高中完成率、高等教育就學率學校教育的評鑑與輔導、家長參與、中等學校

 教師職前教育、學前教育入學率、每位學生電腦分配、每位學生教育經費)，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教育指標計五大項(就學機會、教育參與、內在效度-小學、

 教育資源、識字率)。本研究參考上述教育指標後，初擬之教育指標包括，一、

 教育的人口、社會和經濟脈絡因素^    ^^^^、教育參與與流動:   (-)入學率/參與率

 (就學率)、(二)輟學率^f級率;三、教育成效? (-)學業成果、(二)社

 會文化成果、^三^證書/證照、(四)畢業率、(五)畢業生動向、(六)勞動

 市場的投入與產出;四、學校經費與財務;五、人力資源與發展^   (-)教職員、

 (^)家長、(三)社會;六、學校組織及學習環境:   (-)學校特徵、(二)課

 程與教學、(三)資訊設備、(四)校園安全;以及七、終身學習與教育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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