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國教育及地方行政官員的貪腐導致初級學校輟學率居高
不下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文化參事處 

 
巴拉圭「法律研究中心」（CEJ）日前了公布一份名為《教育體

系之貪腐與社會代價》的研究報告，指出教育預算執行上的偏差，特

別是用於購買學生營養點心、文具組及校舍修繕的經費因官商勾結而

遭到竊佔，是造成初級教育出現高輟學率的主因。法律研究中心在「美

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及巴國「發展訊息暨資源中心」（CIRD）

的協助下所完成的這份報告，內容主要為就 2003至 2009年巴國教育

預算的運用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該研究計畫主持人，同時也是 CEJ主任的黎瓦絲（María Victoria 

Rivas）博士表示，由於巴國社會普遍貧窮，所以「對許多家長而言，

把子女送去學校的動機就在於讓他們能吃到一份營養點心，只要孩子

沒能在學校喝到牛奶，父母就不再送他們去上學」，而這也正是導致

初級教育中輟狀況嚴重的原因之一。她同時認為「貪腐所造成最沉重

的社會代價就是輟學。」研究結果顯示在提供學生營養點心及文具組

等兩項計畫中出現的貪腐行為，已經到了最令人憂慮的「警示」程度，

其次在校舍修繕、分發助學金及預算資源配置等三方面，則是被劃歸

到「嚴重」的等級。 

首先在教育部負責的全國公立中小學學生文具分發方案中，以超

過市場行情價格採購到劣質產品的例子屢見不鮮，足證部內有高級官

員與企業勾結，並朋分不當利益。而在由省級政府負責的學校營養點

心採購過程中，官員常使用的貪污手法為虛報學生人數及運用行政裁

量權來指定供應廠商，其中後者除了圖利親朋好友外，也被做為政治

收買的手段。另外就校舍整修預算所進行的調查則顯示，2004 年到

2009 年間有竟有 70%的預算根本沒有付諸執行，總金額高達 271 億

5,600萬巴幣（約 578萬美元），而其餘 30%已執行工程中，也有相當

一部份落入了私人口袋。 

政府官員在預算執行過程中徇私舞弊的花樣繁多，反觀學生、教

師及家長由於完全沒有介入的管道，其結果是與教育體系的疏離程度



 

 

愈來愈高，乃至於完全喪失信心；而更長期的後果則是教育軟硬體建

設停滯不前，連帶使得教育品質無以提升，學生程度低落，中輟及失

學比例居高不下，最終整個社會都必須為政府的貪腐付出昂貴的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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