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強調職業技術教育價值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最新的報

告顯示，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來的近五年中，受過高等教育和沒有適

當教育的年輕人在就業和收入之間差距有擴大趨勢。具有大學學歷和沒

有高中文憑的人在失業率上的相差已近 3 倍。 

這份名為「2013 教育概覽：OECD 指標」的報告是由總部設在巴黎

的 OECD 分析了包括智利、墨西哥和土耳其等目前世界發展最快新興經

濟體的 34 個會員國以及巴西、中國、印度、俄羅斯和南非等七個非會

員國近年教育數據調查結果後發布的最新版本，其目標旨在強調教育的

長期價值。 

該報告探討全球整體失業率上升、高等教育在經合組織會員國的快

速普及、國際學生的數量激增及公共高等教育支出下降等全球性教育趨

勢。鑑於目前年輕人受到嚴重失業和就業機會不足的衝擊，該報告特別

探討了造成各國就業成果之間差距的因素。報告結論指出就業表現最好

的國家，如奧地利，德國和瑞士，職業教育畢業生比例較其他國家為高，

這使他們能夠保持青年失業率在八個百分點左右不再攀升。形成明顯對

比的是，一些技職教育畢業生比例較低的國家，如希臘、愛爾蘭和西班

牙，青年失業率已增高至近 12 個百分點。職業技術教育已引起包括美

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越來越大的興趣，因為，如該報告所認為：「它在加

強國家對應勞動力市場迅速變化上有關鍵性的助益」。出乎意料地，該

報告同時指出，大家看好可獲高薪職位的電腦及資訊科目畢業生失業率

皆高於收入較低的中學教師培育計畫畢業生。顯然學生的職業選擇和在

特定研究領域的技能發展與實際就業之間的關係比想像的更加複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持續經濟衰退和慘淡就業前景顯然已經說服不

少年輕人繼續待在學校，自 2008 年以來，在 15 至 29 歲之間的人繼續

求學數量增加了 1.5％。而自 2000 年以來在經合組織國家整體具有高等

教育程度人數也已上升了近 10 個百分點。但是對教育需求的增長並未

增加政府對高等教育的金援，自 2009 年以來，整個經合組織會員國對

高等教育機構的公共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不升反降。根據該報

告數據，自 1995 年以來，教育支出已由當時的 77％降至 2010 年的 68



 

％。該報告並指出美國在全球高等教育地位的動搖。雖然美國仍然在經

合組織國家中整體教育程度中以25至 64歲具有高等教育程度總人數第

五位的表現享有很高地位，但在 25 至 34 歲具有高等教育程度總人數

則迅速節節敗退下降到第 12 位。 

雖然美國仍然比任何其他國家吸引更多的國際學生，其 17％的國際

學生市場占有率也在迅速下降。從 2010 至 2011 年，一年內國際學生市

場擴大近一倍到 430 萬學生，年平均增長率也將近 7％。在 2000 年，23

％的國際學生選擇美國作為自己的留學目的地，但到 2011 年這個數字

已下降到 16％。其他較熱門的留學國，如德國，也出現了人數下降，而

澳大利亞、英國、俄羅斯、韓國及西班牙則逐漸受歡迎。據該報告稱，

這些變化，可能是由於各國國際化招生方法的差異，也許亞太地區的區

域性「整體促銷」宣傳比美國的較本土性及各大學單打獨鬥方式要來得

吸引人。相對地，美國較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在公立大學的收費為高也引

人注目。在一些經合組織會員國，如北歐國家和德國，高等教育仍然是

免費。然而，該報告發現，在美國，高等教育費用高低和入學率之間沒

有很強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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