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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教育发展引起教育机会的重新分配ꎬ 影响教育公平和社

会流动ꎮ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迅速ꎬ 纳赛尔时期埃及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对

于社会流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ꎮ 但是ꎬ 埃及各阶层之间教育发展很

不平衡ꎬ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也不平衡ꎬ 尤其体现在 １９７０ 年以来

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ꎮ 埃及教育发展受制于政治环境ꎬ 主要受益群

体为中间阶层ꎮ 大量埃及中下层子女只能选择就业竞争力弱、 失业率高

的大学文科专业和职高ꎬ 从而巩固了既有阶级、 阶层结构ꎬ 亦抑制了社

会活力和创造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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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ꎬ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社会变革的加速ꎬ 社会流动成为普遍

的社会现象ꎮ 所谓社会流动ꎬ 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

社会地位的现象ꎮ①根据社会流动的向度ꎬ 又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ꎮ 垂直

流动ꎬ 又称纵向流动ꎬ 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

的社会位置上ꎮ 如果移动后的社会位置高于移动前的社会位置ꎬ 就是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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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近代以来国外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专项研究” 亚非拉子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ꎮ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 ~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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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ꎻ 反之ꎬ 则是向下的社会流动ꎮ 水平流动或横向流动ꎬ 指个体或群

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同等或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ꎮ 代内流动探

讨个体在自己的一生中社会位置是否变动及其变动规律ꎬ 主要探究其职业生

涯的动态ꎮ 代际流动则比较研究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位置的异同及变化ꎮ①

一般而言ꎬ 社会流动与现代化呈正向关系ꎮ 现代化越加速推进ꎬ 社会变

革越急剧而深刻ꎬ 社会流动就越快ꎬ 社会就越活跃ꎮ 传统的农牧业社会ꎬ 阶

级、 阶层界限清楚ꎬ 等级森严ꎬ 除非发生革命或其他重大社会变革ꎬ 社会流

动几乎不存在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或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ꎮ 工业化、 城市化推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ꎬ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ꎬ 促使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化ꎬ 职业分化和职业

等级愈益复杂化ꎬ 成为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ꎮ 教育的发展与普及ꎬ 使社会成

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普遍提高ꎬ 既从供给方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ꎬ 又为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ꎮ 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的发展ꎬ 为社会流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环境ꎮ
教育作为撬动社会流动的杠杆之一ꎬ 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ꎮ 从微观层面

看ꎬ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个人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现实的社

会现象ꎮ 本文在扼要梳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上ꎬ 考察当

代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ꎬ 探究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ꎮ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在社会学理论中ꎬ 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一个关键概念ꎮ 对于个体而言ꎬ 如

何通过教育与职业技能的提升ꎬ 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社会位置ꎬ 实现向上的社

会流动ꎬ 是中、 下层社会成员奋斗的目标ꎮ 实际情况表明ꎬ 无论对于发达国

家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教育的快速发展乃至普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对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ꎬ 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ꎮ 人们普遍的感觉是ꎬ 教

育发展应该有利于社会流动和社会公正ꎬ 而社会学家开展的实证研究得出的

结论并不令人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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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ꎬ 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

和社会的不平等程度ꎮ 由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许多国家已经普及ꎬ 学者

们便聚焦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以及研究教育公平问题ꎮ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ꎬ
大学文凭既与社会声望相关ꎬ 又是人们获得较高的社会位置的主要条件之一ꎮ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ꎬ 有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扩张使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

程度有所提高ꎬ 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ꎬ “还有少数国家在高等教育

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反而有所上升”ꎮ 针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ꎬ 学

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ꎬ 力图解释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ꎮ①

研究表明ꎬ 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ꎬ 人们的社会背景依

然往往与教育获得高度相关ꎮ 对此ꎬ 拉夫特瑞 (Ｒａｆｔｅｒｙ) 和胡特 (Ｈｏｕｔ)
１９９３ 年提出了著名的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 (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ＭＭＩ)ꎮ 他们指出ꎬ 教育扩张将首先满足上层阶级的教育需求ꎻ 只是在上层阶

级的教育需求得到普遍满足后ꎬ 下层阶级才会受益ꎮ 因此ꎬ 甚至在教育扩张

期间ꎬ 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仍然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持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卢卡斯在

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ＥＭＩ)ꎮ 他认为ꎬ 当某一层级 (比如高中) 的教育需求

普遍地得到满足后ꎬ 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竞争转移到教育质量上ꎬ 上层阶

级通过寻求本层级优质教育资源和更高层级的教育ꎬ 保证其社会优势地位ꎮ②

２００３ 年ꎬ 贝克从微观层面出发ꎬ 提出了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

(ＲＣＴ)ꎮ 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成本与教育的风险、 收益ꎬ 是人们进行教育

决策的关键ꎮ 教育投资的失败风险ꎬ 对于不同的阶级的意义大相径庭ꎮ 高就

业率和高社会保障ꎬ 有助于降低教育投资风险ꎬ 从而促使教育机会分配的不

平等程度下降ꎮ 反之ꎬ 就会维持各阶级之间教育机会与教育获得的不平等ꎮ③

不管怎样ꎬ 在教育扩张期间的教育机会分配ꎬ 亦即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程

度ꎬ 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ꎮ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是否促进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公

平或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是否有利于埃及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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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埃及教育的不平衡发展

教育发展是当代埃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成就ꎮ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前埃及几乎

是一个文盲的国度ꎬ ６０ 年后埃及小学毛入学率高达 １１３％ ! 在此情况下ꎬ 埃

及教育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问题ꎬ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基础教育的发展及其不平衡

１９５２ 年ꎬ 以阿卜杜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ꎬ 建立

起资产阶级共和国ꎬ 翻开了当代埃及史的第一页ꎮ 纳赛尔出身于小资产阶级

家庭ꎬ 决心建立独立、 富强、 现代化的埃及ꎮ 为此ꎬ 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ꎬ
尤其注重为贫寒人家子弟提供教育机会ꎬ 实行免费教育ꎬ 以扩大政权的社会

基础ꎬ 并为埃及发展创造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ꎮ 实际上ꎬ 纳赛尔执政之初ꎬ
埃及能识文断字之人少得可怜! 经过不到 ２０ 年的发展ꎬ 埃及人口的教育水平

显著提高ꎮ 埃及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率ꎬ 在 １９５２ 年到 １９７２ 年间增长了

２３４％ ꎬ 同期接受过初中教育者的比率增长了 １９４％ ꎬ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

相应数据分别为 ２２３％和 １ １２５％ ꎮ①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ꎬ 埃及教育继续发展ꎮ 小学净入学率从纳赛尔去

世的 １９７０ 年的不到 ６３％ ꎬ 上升到 １９８５ 年的近 ８４％ ꎬ ２００３ 年跃升至 ９８％ 以

上ꎮ 完成 ５ 年小学教育的儿童比率ꎬ 从 １９７０ 年不到 ８１％ ꎬ 上升到 １９８５ 年超

过 ９７％ ꎬ ２００３ 年更是跃升至近 ９９％ ꎮ １９７０ 年到 １９８５ 年ꎬ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

翻了一番以上ꎬ 从 ２８ ４％上升到 ６１ ４％ ꎬ ２００３ 年超过 ８７％ ꎮ 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分别为 ６ ９％ ꎬ １８ １％和 ３２ ６％ ꎮ②

在过去的 ６０ 余年中ꎬ 埃及基础教育成就斐然ꎬ 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得

到极大的提升ꎮ 父亲是文盲ꎬ 儿子仍是文盲的只占 １９４３ ~ １９８８ 年出生男性的

３５ ７％ ꎬ 这其中大部分被中专毕业生取代ꎬ 同期拥有中专学历的男性增长了

２８％ ꎮ③ １９８８ 年ꎬ 完成 １１ 年基础教育的人数占 １９ ~ ２２ 岁人口的 ４４ ４％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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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提高到 ６５ １％ ꎮ①也就是说ꎬ 随着埃及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ꎬ 基础教育

的阶层差异明显缩小ꎬ 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问题不那么严重了ꎬ 因为中、 下

层子弟是基础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者ꎮ 社会调查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１９８８ 年

最富有的 ２０％家庭中小学入学率达 ９７ ８％ ꎬ 几乎饱和ꎬ 而最贫困家庭也达到

了 ５０％ ꎮ ２００５ 年后者入学率上升到 ６８ ６％ ꎮ②

然而ꎬ 恰恰在成就最为显著的基础教育领域ꎬ 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

题也相当严重ꎮ 基础教育机会分配表面上的平等ꎬ 为教育质量的差异所取代ꎬ
造成上层和中下层在教育获得上的新的不平等ꎮ 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够ꎬ 基

础教育设施建设严重滞后ꎬ 公立教育质量下降ꎮ 因此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非

正式教育市场迅速壮大ꎬ 私课渐趋流行ꎮ 私课教育质量高ꎬ 为弥补公立教育

质量下降所必需ꎬ 但是收费也高ꎮ 据调查ꎬ 最富裕阶层的私课开支是最贫困

阶层的 ７ 倍ꎬ 私课与父母的教育程度、 家庭财富程度成正相关关系ꎮ 与此同

时ꎬ 私立学校或试验中学为上层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教育ꎬ ２００７ 年ꎬ ３５％ 的最

富裕阶层的学生进入了私立或试验学校ꎬ 而其余 ４ 个阶层近 ９０％的学生进入

了公立小学ꎻ 绝大多数埃及学生进入公立初中ꎬ 而最富裕阶层有 ２５％ 学生进

入私立或试验初中ꎮ 私立或试验学校的教育质量要明显优于公立学校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私立初中、 私立语言初中、 试验初中的数学平均分分别超过公立初中 ６７
分、 ９４ 分和 ８０ 分ꎮ③ 这样ꎬ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ꎬ 首先表现在不同阶

级、 阶层基础教育获得质量上的不平衡ꎮ 这一点对于受教育者来说非常重要ꎬ
关系到他们在下一阶段即高等教育直至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高中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ꎬ 不同阶级、 阶层在高中的教育获得上的不

平等ꎬ 比小学和初中更突出ꎮ 埃及高中分为普高和职高ꎬ 分别代表截然不同

的教育资源分配趋势和就业方向ꎮ 普高和职高教学质量差别很大ꎬ 无论是政

府投入、 学校规模还是实际教育质量ꎬ 职高都明显不如普高ꎮ 如上所述ꎬ 私

课是弥补公立教育质量不足的必需手段ꎬ 普高几乎所有学生在第一年就开始

参加私课ꎬ 以应对高考ꎬ 而超过一半以上职高学生在高三才选上私课ꎬ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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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贫困家庭的职高学生更是在老师的要求下才不情愿地选择私课ꎮ 普高学

生毕业后直接参加高考ꎬ 以上大学为目标ꎬ 而职高毕业生极少进入高等教育ꎬ
基本上直接进入就业市场ꎬ 不少学生毕业就失业ꎮ 回归系数进一步显示ꎬ 埃

及职高学生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成负相关关系ꎮ①处于劣势的中、 下层子弟被迫

进入职高ꎬ 这种状况巩固了既有的阶级、 阶层结构ꎬ 不利于社会流动ꎮ
(二) 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不平衡

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ꎬ 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不平衡ꎮ 长

期以来ꎬ 埃及教育过度向高等教育倾斜ꎬ 公共教育开支不利于大学前教育ꎬ
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占公共教育开支的比率太高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财政年

度ꎬ 埃及大学前教育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８８％ ꎬ 却只占公共教育开支的

７２％ ꎮ 换言之ꎬ 占学生总数 １２％左右的大学生ꎬ 占据了 ２８％的公共教育总开

支ꎮ 这种类型的公共教育开支模式不利于贫穷人口ꎬ 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ꎬ
绝大部分贫困学生不大可能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继续上学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度ꎬ 埃

及最富裕的 １ / ５ 家庭大学净入学率为 ４７ ９５％ ꎬ 而最贫穷的 １ / ５ 家庭的净入学

率仅为 ９ ０７％ ꎮ②

纳赛尔政权重视高等教育ꎬ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埃及高等教育的政策ꎬ 特

别是为贫寒人家子弟上大学创造条件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免费教育政策扩展到所有类

型的高等教育ꎮ １９６４ 年ꎬ 政府推行高校毕业生包分配政策ꎬ 同时扩大大学招

生规模ꎮ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ꎬ 高等教育曲折发展ꎮ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７７ 年ꎬ 埃

及大学生人数年增长率达 １４％ ꎬ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４ 年间下降到 ５ ４％ ꎮ 主要由于

经济困难ꎬ １９８４ 至 １９８９ 年间大学生年均减少 ３％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高等教

育进入新的扩张阶段ꎬ 大学生人数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７０ 万人增长到 ２０ 世纪末的

１１７ ５ 万人ꎬ ２００５ 年埃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 ３１ ５％ ꎮ③

然而ꎬ 高等教育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埃及教育分配的不平等ꎮ 即使是突

出社会公正、 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纳赛尔政权ꎬ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层

和中上层在高等教育分配中的优势ꎮ １９６６ 年ꎬ 占开罗大学学生总数 ３３％的男

性学生ꎬ 他们的父亲来自仅占劳动力人口 ６ ６％ 的专家、 管理人员和经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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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ꎻ 父亲职业为农民的男性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 ５ ８％ ꎬ 而农民占埃及劳动力

人口 ５０ ４％ !①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ꎬ 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仍

在继续加剧ꎮ 埃及中上层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在穆巴拉克时期愈益显著: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５ 年间ꎬ 埃及最富有 ２０％家庭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增长最

快ꎬ 其中男性增长近 １０％ ꎬ 女性增长 １１ ５％ ꎬ 次富有 ２０％的家庭中学毕业生

追上了最富有人口的增长速度ꎬ 但是剩余 ６０％家庭的男性中学毕业生进入大

学的比例在此间并没有增长ꎮ②

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ꎬ 不仅体现在上层和中上层入学比率远

高于中下层和下层ꎬ 而且与基础教育一样ꎬ 还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质量差距上ꎮ
具体地说ꎬ 它首先体现在对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择上ꎮ 大学一般提供 ４
年以上的学历教育ꎬ 高等教育机构则提供两年或 ５ 年的职业教育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为应对过快增长的大学生数量ꎬ 埃及开始大力发展两年制高等技术院

校ꎮ 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９ 年间ꎬ 这类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人数增长了 ８ 万人ꎮ③到 １９９６
年ꎬ 埃及各类高等技术学院的男性毕业生占了 １０ 岁以上男性人口的 ２％ ~
３％ ꎮ④ 但是ꎬ 埃及的高等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差ꎬ 毕业生在社会上遭到歧视ꎮ
因此ꎬ 埃及的富裕阶层更倾向于进入大学就读ꎬ 回归系数表明ꎬ 父亲受教育

程度与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相关性ꎬ 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接受高等技术

学院教育的相关性更显著ꎮ⑤

众所周知ꎬ 在埃及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中ꎬ 增长最快的是招生分数较低

的人文学科ꎮ 过度发展的人文学科ꎬ 并非埃及经济发展亟需的紧俏专业ꎬ 与

市场需求脱节ꎬ 人文学科毕业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ꎮ 由于在私课上投入不

够ꎬ 中下层和下层子弟即便考入大学ꎬ 也是就读人文学科ꎮ 上层和中上层子

弟由于在私课投资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ꎬ 在高考中占据优势ꎬ 大多考入受

扩招冲击较小的工程、 医学等就业市场亟需的热门专业ꎮ 高等教育机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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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差距ꎬ 巩固了既有的阶级、 阶层结构ꎬ 不利于社会流动ꎮ
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ꎬ 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

平等ꎮ 为了缓解公立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ꎬ 埃及在萨达特时期取消了禁止私

立学校的政策ꎬ 开始筹办私立高等院校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埃及成立中央私立教育委

员会ꎬ 逐渐出台有关私立大学的办学政策ꎮ １９９６ 年埃及第一所私立大学开始

招生ꎬ 到 ２０００ 年底埃及已经创办了 ５ 所私立综合大学和 ５３ 所私立高等学

校ꎮ① 但是埃及私立大学在缓解公立高等院校压力方面作用有限ꎬ 只有 ３ １％
的普通高中和 １６ ３％私立高中的学生进入私立大学ꎮ② 同时ꎬ 埃及私立高等

教育的创建加剧了埃及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级、 阶层间分配的不平等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度ꎬ 埃及私立高校学生一年的教育支出是公立高校学生一年的

４０ 倍ꎬ 生活支出则是 １７ 倍ꎮ③ 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使私立高校只能使富裕阶

层受益ꎮ 一方面ꎬ 这可能导致埃及中上层通过财富优势帮助子女进入高等教

育ꎬ 进而巩固自身的优势ꎻ 另一方面ꎬ 相对于教育质量不断下降的公立高等

教育ꎬ 埃及的私立高等教育通过更优厚的薪水吸引埃及公立大学的优秀师资ꎬ
开设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的课程ꎬ 帮助学生在就业市场获得更强的竞争力ꎬ 进

而保证中上层子女获得具有优势的职业地位ꎮ
总之ꎬ 当代埃及的教育发展成就显著ꎬ 但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十

分突出ꎮ 这种不平衡ꎬ 体现在规模扩张与质量的不平衡、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

育的不平衡、 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或私课的不平衡

等方方面面ꎮ 这些不平衡ꎬ 不管其主观的原因是什么ꎬ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ꎬ
最终反映到各阶级、 阶层在教育机会分配和教育获得的公正性问题上ꎮ 仅从

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审视ꎬ 当代埃及教育机会分配与教育获得分配已经对社

会流动、 社会公正甚至社会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ꎮ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教育发展既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ꎬ 也是在一定时期某个国家社会、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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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ꎬ 必然受到时代与政治的制约与影响ꎮ 当代埃及教育发

展ꎬ 亦明显地受制于政治ꎮ 纳赛尔政权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ꎬ 又受到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的影响ꎬ 逐步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ꎬ 主张缩小阶级差别ꎬ 因而奉

行打击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政策ꎬ 比如进行土改和国有化ꎮ 反映到教育上ꎬ
政府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全程免费教育和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ꎬ 使得学子的

受教育程度与其获得的职业地位密切相关ꎬ 进而鼓励了埃及家庭对子女教育

的投资ꎬ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流动的速率ꎮ
相反ꎬ 自 １９７０ 年萨达特当政后ꎬ 虽然埃及政权的阶级性质未发生根本改

变ꎬ 但是萨达特推行的开放政策和穆巴拉克实行的改革使埃及经济结构和政

治制度均发生重要变化ꎮ 经济上ꎬ 埃及从对阿拉伯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开放ꎬ
逐渐发展到改革公有部门 (主要是国企)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则以各种方式进行

私有化ꎮ 在此进程中ꎬ 在纳赛尔时期受到打压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ꎬ 利用

其既有的资本、 人脉与智力优势ꎬ 借助于有利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与政策ꎬ 通

过与官僚资产阶级联姻ꎬ 抓住政府发展私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 “历史

机遇”ꎬ 卷土重来ꎮ 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各种决策ꎬ 更多地反映了上层和中上

层的利益ꎮ 中下层和底层通过教育ꎬ 改变自身命运ꎬ 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

渠道受到极大地挤压ꎮ
(一) 教育发展对社会流动的推力不足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ꎬ 基本证实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ꎬ 即中间阶层是教

育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ꎮ 国家长期推行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费政

策ꎬ 尤其是提供免费高等教育ꎬ 使得社会中间阶层受益最多ꎮ 埃及上层、 中

上层和中间阶层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要远高于下层ꎬ 同时入学率的增长

速度和享受的教育质量也要高于下层ꎬ 埃及中下层家庭的学生享受高等教育

免费政策的机会就更少ꎮ 上层和中上层则有缴纳学费的经济实力ꎬ 可以不依

赖免费教育ꎮ 同时ꎬ 埃及实行的累进所得税制ꎬ 征税起点太低ꎬ 不利于中下

层ꎮ 相反ꎬ 对中间阶层特别是上层有利ꎮ① 因此ꎬ 从中间阶层受益于教育发展

而言ꎬ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流动ꎮ
然而ꎬ 从总体上看ꎬ 埃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巩固了埃及既有的阶级、 阶

层结构ꎬ 不利于社会流动ꎮ 国家教育开支向高等教育倾斜ꎬ 各阶级、 阶层在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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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阶段上的竞争转向教育质量方面ꎬ 中下层和下层被迫进入教育质量

差和就业竞争力弱的职高ꎬ 上层和中上层抢占大学和大学内的热门专业ꎬ 中

下层和下层在私课投入上的弱势以及无力进入优质的私立大学等ꎬ 都不利于

埃及人口向上的社会流动ꎬ 更不利于增强社会活力ꎮ 中下层和下层子弟成为

大学人文专业扩张的对象和牺牲品ꎮ 众所周知ꎬ 埃及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表现

为文科扩招ꎮ① 中下层和下层在私课投入上的不足ꎬ 使其在高考竞争中处于劣

势ꎮ 经过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考入大学的中下层学子ꎬ 大多只能就读于这种

录取分数低的专业———人文学科ꎮ 由于市场需求有限ꎬ 他们毕业后就业压力

巨大ꎬ 很难实现代际流动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男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

１１ １％ ꎬ 女性更是高达 ３３ ７％ ꎬ 其中大部分为来自中下层人文学科专业的学

生ꎮ 与此同时ꎬ 大量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涌入教育回报率极低的非正式部门ꎮ
在非正式部门ꎬ 一名完成 １２ ~ １４ 年教育的毕业生与仅完成小学 ５ 年教育的工

人所获收入相似ꎻ 而在正式部门ꎬ 一名完成 １２ ~ １６ 年教育的毕业生的收入水

平是仅完成小学教育的工人的 ２ ~ ３ 倍ꎮ②

(二) 职业技术教育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发动机

穆巴拉克时代ꎬ 政府对于大学文科扩招十分忧虑ꎬ 呼吁社会改变观念ꎬ
不要盲目迷恋大学ꎬ 而要把孩子送去学习实用技术ꎬ 提高其在就业市场的竞

争力ꎮ 如上所述ꎬ 埃及职高和高等技术学院迅速发展ꎬ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ꎬ 职

高毕业生占埃及 ２１ ~ ２４ 岁年轻人的比率从 ２４％ 增至 ４２％ ꎬ③ 但是效果不彰ꎮ
调查显示ꎬ ２００６ 年职高的教育回报率比 １９９８ 年普遍下降ꎬ 其中工科职高的教

育回报率减少最多ꎬ 达 ５ ２７％ ꎮ④ 这反而不利于中层和中下层子弟向上的社

会流动ꎬ 主要由于职高和高等技术学院教育质量差ꎬ 专业设置脱离市场需求ꎬ
埃及出现相当严重的 “毕业即失业” 现象ꎬ 引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

银行和埃及本国的高度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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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笔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在埃及学习ꎬ 曾旁听过几次开罗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本科的课程ꎮ 那

个教室上下两层如同大剧院ꎬ 但是桌椅仍然不够ꎬ 过道也站满了学生ꎮ 笔者当时心里就想ꎬ 埃及哪里

需要这么多会计!
Ａｎｇｅｌ － Ｕｒｄｉｎｏｌａꎬ Ｆ Ｄｉｅｇｏ ａｎｄ Ａｍｉｎａ Ｓｅｍｌａｌｉꎬ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 ｔｏ － 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ꎬ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２ － １１
Ｌｉｒｅ Ｅｒｓａｄｏ ＆ Ｊｅｒｅｍｉｅ Ｇｉｇｎｏｕｘꎬ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９９６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９
Ｍｕｓｈｄꎬ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２８６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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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失业现象对埃及经济构成挑战ꎬ 埃及实际失业率比官方公布的数

据要高得多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财年ꎬ 埃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 ９ ２％ ꎬ 妇女失业率

为 ２０ ２％ 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财年的相应数字为 １２ ４％和 ２４％ 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的相应

数字为 １３ ４％和 ２６％ ꎮ 约 ６０％的埃及失业者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ꎬ 至少

７５％的失业者为 １５ 岁至 ２９ 岁的青年人ꎮ① 根据上述关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论

述ꎬ 我们可以推定ꎬ 每年都有人数众多的中层和中下层职高、 高等技术学院

和大学文科毕业生ꎬ 刚进入就业市场就失业ꎬ 他们通过 “苦读圣贤书” 改变

人生命运、 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梦想破灭了! 这既是埃及教育不平衡发展

的沉痛教训ꎬ 也不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ꎮ
(三) 埃及教育发展、 就业与社会流动受制于宏观经济形势

展望未来ꎬ 埃及教育难以在短期内调转方向ꎬ 问题会依然突出ꎮ 一方面ꎬ
近年来ꎬ 国家教育投入呈逐年下降态势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财年埃及公共教育总开支为

３３７ 亿埃镑ꎬ 占当年政府公共开支的比率为 １２％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财年为 １７％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财年为 １６％ꎬ 而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财年为 １２ ５％ꎮ 公共教育开支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率也急剧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 ３％ꎬ 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７％ꎮ② 与此同时ꎬ
不同阶层间的教育投入渐趋拉大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最富裕阶层的教育投入是最贫困

阶层的 ２ ３ 倍ꎬ ２００４ 年的差距扩大到 ４ ４ 倍ꎮ③ 此外ꎬ 教育程度高的求职者失

业率高ꎬ 私人教育回报率低ꎬ 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加剧ꎬ 公有部门作为主要的正

式工作提供方仍在延续ꎮ 在埃及 ６ 岁至 ２３ 岁年龄组中ꎬ 仍有至少 ３４％的人要么不

上学ꎬ 要么早早辍学ꎮ 这导致成人文盲率仍高达 ２９％左右ꎮ④

另一方面ꎬ 无论是女孩失学、 辍学问题ꎬ 还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青年失业

问题ꎬ 都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ꎮ 小学教育的两性平等问题依然令人困惑:
２００７ 年ꎬ 失学女孩数量是男孩的 ２ ３ 倍ꎬ 女孩辍学率是男孩的 ２ 倍ꎮ⑤ 女性高

失业率和低劳动参与率ꎬ 是埃及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妇女数量

不到埃及劳动力的 １ / ４ꎮ 在 ２００９ 年总失业率为 ９ ４％的情况下ꎬ 埃及女性失业

率却达 ２３％ ꎬ 在 １５ ~ ２５ 岁的年轻女性中失业率超过 ６０％ ꎮ 分析人士指出ꎬ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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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Ｏ’ ｓ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ｏｆ ２: Ａｎｎｅｘｅｓꎬ ｐ ２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
Ｍｕｓｈ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ＳＡ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ｇｙｐ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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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加快经济复苏ꎬ 长期保持 ７％或以上的经济增长率ꎬ 埃及将不能够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ꎮ 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动荡ꎬ 埃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率

很低ꎬ ２０１１ 财年增长率仅 １ ８％ ꎬ ２０１２ 年为 ２ ５％ ꎮ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埃及经济增

长率将达到 ３ ８％ ꎬ 而埃及政府的目标是力争在短期把经济增长率恢复到 ４％
至 ５ ８％ ꎮ 这个目标看来并不宏伟ꎬ 但比较务实ꎬ 离埃及经济分析人士多年来

期盼的 ７％以上的增长率仍有较大的差距ꎮ 因此ꎬ 埃及教育发展、 就业与社会

流动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期待ꎬ 却并不乐观ꎮ

结　 语

总而言之ꎬ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成就斐然ꎬ 但是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ꎬ
教育机会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ꎬ 中下层和下层人口接受的基础教育质

量较差ꎮ 在高等教育阶段ꎬ 上层和中上层人口占有明显的数量和质量优势ꎮ 结

果ꎬ 中下层和下层人口通过教育获得以增强就业竞争力ꎬ 进而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社会地位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愈来愈窄ꎬ 既有阶层得到固化ꎮ 与此同

时ꎬ 埃及中下层和下层人口接受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ꎬ 且在信息经济时代政治

意识、 政治动员能力强ꎬ 但是由于埃及经济的长期性结构问题ꎬ 正当好年华的

许多青年毕业后即遭遇失业的沉重打击ꎬ 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ꎮ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又受制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ꎮ

反过来说ꎬ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为关键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

会流动ꎬ 关系到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ꎮ 反观 １９７０ 年以来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

代的埃及教育发展ꎬ 其教训极为深刻ꎬ 值得进行思考与总结ꎮ 埃及的教育政

策与教育资源配置ꎬ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ꎬ 实际上巩固了埃及的既有阶级和阶

层结构ꎬ 虽然中间阶层受益ꎬ 但是上层和中上层的职业地位进一步固化ꎬ 更

加增强了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ꎬ 基本阻塞了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

会流动的通道ꎮ 众所周知ꎬ 埃及中下层占总人口比率高ꎬ 是社会的主体ꎬ 是

历史的创造者ꎮ 如果他们参与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道路受堵ꎬ 一个社会就

必然缺乏活力ꎬ 必然失去创新精神ꎬ 陷入僵化的境地ꎮ 他们对政权的冷漠态

度甚至敌视ꎬ 使本来漂浮于上层和中上层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ꎬ 演变为全

局性动荡ꎬ 以至于手握枪杆子的穆巴拉克也束手无策ꎬ 只得黯然辞职! 教育

发展如何促进教育公正ꎬ 如何着力提高中下层和下层人口的就业竞争力ꎬ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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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ꎬ 比较顺利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ꎬ 实实在在地分享经

济发展的果实? 换言之ꎬ 如何让普通民众受益于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ꎬ 从而

夯实执政的政治基础? 这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回答的实践性重大命题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 Ｊｉａｎｋａｎｇ ＆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ａｓｓｅｒ’ｓ ａ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ｓ ｖｅｒｙ ｕｎｅｖｅ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ｅｖｅｎ ｔｏｏ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ｄａｔ ａｎｄ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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