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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佔整個歐洲歷史之重要一席，總人口一千萬，六百萬為荷

語人口，四百萬為法語人口。比利時曾於 1960年初殖民非洲剛果 – 
金夏沙。 

1960去殖民化時期的比利時十分強盛。70年代為西歐歷史之轉
折點，石油危機給歐洲國家帶來經濟衰退，並導致高失業率及通貨膨

脹。 
1981年底比國開始削減預算。首當其衝的當然為削減教育經費

至不得不裁減教師，逼得許多教師紛紛走上街頭。自 1982年來所實
施削減政策不但沒減緩，反而變本加厲削減由大學到小學的教育經

費，使得編制內教職工作越來越少，無可避免的是迫使教師再度走上

街頭表達他們的觀點。1991年教師們開始罷教 6星期，在這期間，
家長們忙著尋求如何安置� 課的小孩，而為了使罷教延燒全國，有些
老師甚至到其他學校門口阻止教師上課。1993年政府終於讓步，雖
補助有限經費，但仍無法挽救局面，因此於 1995年教師們又長期罷
課兩個月。長期罷課無疑的一定會導致民眾對教師及教育界人士之反

感與不滿，年輕人對未來從事教職感到茫然無信心，紛紛轉系另尋將

來出路。 
我衷心相信，那些想成為教師的年輕人，不應該拿教師的待遇和

一些私人大企業薪資相比，如果只重視待遇，那他就不適合擔任教

職，這是一種信念與抉擇。最後容我見證並建言︰一個政府如果為了

方便行事而犯下錯誤，將會很快地由下一代嚐到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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