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報告指出：全球高等教育貪腐情形惡化，各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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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裡的腐敗已經不是新聞，也許從第一所大學成立開始就

有這樣的情形存在。不過隨著全球越來越多人追求大學學歷，也有證

據顯示賄絡成績、入學舞弊以及其他貪腐的情況有增加的趨勢。世界

銀行前任教育官員、現為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國

際教育政策教授的海尼曼（Stephen P. Heyneman）表示，「我們發現

的確有越來越多這樣的情形發生，不知道是因為現在比較注意這方面

的事了，還是因為情況趨於惡化，所以被注意到。」 

本周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佈了一份報告，報告中海尼曼及其他專家針對

小學以至於公立大學系統，檢視其趨勢及貪腐現象。該份名為「全球

貪腐報告：教育」（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Education）的刊物

為該組織每年針對全球貪腐情形出版的一系列報告之一。 

報告中指出，高等教育的貪腐情況很有可能因為過去數十年來的

快速擴張，從本來的菁英體系變成大眾高等教育體系，而有惡化的情

形。這樣的轉變，再搭配上高等教育越來越趨國際化，因此衍生嚴重

的問題。 

貪腐最嚴重的地區包括東南亞及許多中亞國家，海尼曼形容這些

國家的整個教育體系「已遭剝蝕殆盡且從內腐化」。有位在哈薩克的

講師告訴他，她的學院院長在期末考前要求借看她的成績評量本，還

給她時，一半學生的成績都已填妥。另外一個例子，一位博士生向海

尼曼解釋為什麼她雖然已經通過博士口試，卻遲遲未拿到學位，因為

她沒有足夠的錢付給論文委員會主席，付給他他要求的賄絡金額。此

外，常常有教授指定自己的書為課堂用書，除要求學生購買這些昂貴

的教科書之外，教授還要求學生出示收據，表示他們真的有購買。 

隸屬前蘇聯的各國，賄絡和其他金錢貪汙的情況都屬常見。在非

洲沙哈拉沙漠以南，教師和行政主管對學生進行性剝削的情況也很普

遍。在其他國家，個人貪腐的情況較為常見，如學生家長要求教師幫

學生打成績或讓學生通過該門課。該報告指出，美國大學院校最為關

心的學生抄襲文章問題，屬於個人貪腐。 

雖然每個地區的貪腐特性不同，但其影響性經常可跨越國界。例

如，由於有大批中國研究生在美國就讀，導致許多美國大學院校開始



 

關心中國的教育貪腐問題。海尼曼表示，經常發生學生繳交的個人讀

書計畫及入學申請書根本不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也會在托福考試及

其他語言能力考試中作弊。海尼曼點出，「這是中美間相當主要的外

交議題。中國的經濟需倚賴這些獲得高等教育的學生，而中國政府花

費數億美金補助這些學生出國留學，可是問題是，許多學生根本能力

不足。」 

海尼曼說，因為這類問題太過普遍，他知道有些學校的入學主管

專為中國學生設立特殊篩選計畫，甚至聘請外部公司檢查申請書是否

與事實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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