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國青年失業情況嚴重，反映教育品質堪虞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文化參事處 
 

依據聯合國發展計畫（PNUD）日前提出的《2009-2010南錐共同

市場國家（Mercosur）人力發展報告》，巴拉圭失業人口中有高達70

％低於三十歲。相較於南錐共同市場的其他三國（巴西、阿根廷及烏

拉圭），巴拉圭由於發展遲緩，名列拉丁美洲人力發展最為落後的國

家之一，因此面對的挑戰較為嚴苛，必須立即研擬出一份公共發展政

策以資因應。 

是份報告指出，巴拉圭十五歲至二十九歲的青年中，每十人就有

二人既沒在唸書也沒有工作，這項「邊緣青年」比例與阿根廷的 22

％及烏拉圭的 18％雖在伯仲之間，但是另一項數據顯示巴國每十名

獲得工作的青年中有五人的收入不足以讓自己的生活達到基本水

平，且未能享有醫療保險。因之，總共有 73％的巴國青年處於一種

廣意的貧窮狀態，不是沒錢唸書，就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或工作性質低

微而被排除在社會福利制度之外。 

雖然教育水平與收入多寡之間的關聯性早已為人類社會所普遍

認可，巴國青年接受教育的機會也持續增加，但是彼等的生活經歷卻

促使他們大部份認為接受教育與工作機會之間並沒有很密切的關

係。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教育品質不佳，二是教育的

發展速率高於就業市場的需求成長。 

上述的現象反映出巴國教育的努力方向應當在於對學生提供必

要的激勵以令其完成正規學業，減少輟學的人數，同時擴大教育的供

給面，暢通升學管道，特別是大學教育，同時中等教育的品質也必須

加以提升；此外，也必須讓學生都能有接觸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機會。

事實上，南錐共同市場四國在教育上都存有類似的問題，只是程度上

存有差異。 

巴國教育部長里亞特（Luis Riat）在報告的發表會上也坦承「國

內有愈來愈多的青年受到就業所需的訓練，但矛盾的是失業指數卻節

節上升」。他認為巴國青年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甚高，是一個具有

潛力的族群，可是卻因為受到種種限制而無法將能力釋放出來。依據

巴國統計局的資料，全國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一（180萬人）年齡介於

十五歲至二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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