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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部长级会议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2014年11月27日至28日 

九个人口大国关于2015年后教育的联合声明 

（伊斯兰堡声明） 

序 言 

我们参加2014年11月27日至28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届九个人口大国全民

教育部长级会议的代表谨此通过本声明。我们向主办这一重要会议的巴基斯坦政府表示诚挚

的谢意。 

我们总结了九个国家自2000年以来在实现全民教育六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

挑战，并对2015年后我们各个国家继续推动教育发展的重点和前景进行了思考。我们的讨论

以深入研究有关国家2015年全民教育国家审查报告、全球全民教育会议（阿曼马斯喀特，

2014年5月12日至14日）通过的《马斯喀特协定》以及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

组的成果文件为基础，并考虑到“爱知县名古屋可持续发展教育宣言”以及影响九个人口大

国之间合作的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 

九个人口大国对2015年后教育议程的看法 

1. 1993年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倡议启动，其目的是在挑战最为严峻的九个发展中人口

大 

国，推动各国为确保高质量基础教育而进一步努力。自那时以来，九个国家在实现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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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尽管九个国家都取得不同规模和程度的进展，但我们承认，从

实现全民平等接受具有针对性和高质量的教育机会的角度而言，全民教育议程在每一个国家

都是未竟的事业。与此同时，由于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国际合作的格局不断变化，教

育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有关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的提议很好反映了教育发

展的新旧挑战。 

2. 我们完全赞同《马斯喀特协定》所提出的愿景、原则和具体目标，我们注意到“确保

到2030年人人享有公平、包容的良好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总体目标反映了我们每一个国

家对2015年后国家教育发展的愿望。我们呼吁具体目标的制定应切合九个人口大国的需求、

愿望和不同的背景。我们决心加强九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合作，以实施并监测将于世界教育论

坛（大韩民国仁川，2015年5月19日至22日）上通过的“2015年后教育议程行动框架”。 

3. 我们重申教育既是所有儿童、青年和成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包容和可持续的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我们还再次强调，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以尊重生命、人类尊严、

文化多样性、社会正义和国际团结等原则为本的世界里，教育对于促进人权、性别平等和负

责任的公民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九个人口大国的重点行动领域 

考虑到九个人口大国不同的背景，下文规定的重点行动领域属于这些国家在满足社会

学习需要方面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国家的社会均具有人口多和国内社会与文化多元性强

的特点。 

4. 确保接受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与包容性 

我们应尽力确保从幼儿保育和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所有儿童、

青年及成人有平等接受高质量学习的机会。我们决心解决在接受有效和适切的学习机会方面

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边缘化问题以及不平衡和不平等的问题。 

5. 教学与学习质量  

我们认识到九个人口大国的优先工作应侧重于提高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特别是校长

的专业能力和绩效，着力于使他们能够提供有效和高质量学习的政策。我们还决心加强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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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教师职前培训，开展大规模的学习评价，扩大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改善教学过程并提

高学习成绩。 

6. 全民终身学习 

我们认识到全民终身学习作为一个激励并形成学习愿景及其实施组织方式之总体框架

的适切性。这必然需要依托一套对正规和非正规途径的学习进行承认、认证和评价的系统。

我们还承诺要依照各国法律的规定，为所有儿童扩大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并提高质量。 

九个人口大国的失学儿童以及识字能力不足的青年与成人数量庞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此外，多个国家的成人文盲的绝对数字继续增加的问题令人严重忧虑。我们决心加紧

努力，推进由政府监管并切合不同地区情况和需要的功能性扫盲和非正规教育计划。 

7. 工作技能和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凝聚力的能力 

鉴于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变革，尤其是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我们九个

人口大国决心改善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体系，使所有学习者能够掌握体面工作

和合格公民所需的能力。 

还应为所有儿童、青年及成人提供相应技能，使他们能够独立生活，积极和负责任地

参与社会生活，拥抱多样性，与他人以及自然和谐共处并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8. 教育系统的治理与管理  

鉴于九个人口大国教育系统规模庞大，面临的挑战严峻而且背景各异，治理和管理成

为有效提供教育服务的关键。我们决心确保在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建立完善和有效的利益攸

关方参与、透明和问责机制。我们还承认，由于九个人口大国的教育系统庞大，在国家以下

层面有效推广管理和问责并不简单，需要做出特别的努力。 

我们决心改善数据的采集、分析和使用，实现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从而能

够及时收集并传播信息，帮助规划和监测教育投入、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我们还决心提高

利益攸关方在这些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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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筹资 

教育应该是政府供资的重中之重。尽管政府是保障高效、公平和可持续教育筹资的首

要责任人，但还可以从其他渠道并通过创新的机制筹集经费。我们决心建立必要机制，提高

并改进政府教育供资（包括从公共和私营渠道筹集资源）的成效。 

我们强烈建议实现国际公认的标准，即教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和（或）占公共支

出总额的20%。在强调强大的国内筹资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的同时，我们也建议发展伙伴增加

对教育的援助并提高其针对性，特别是要帮助最困难的国家。我们要求国际教育筹资机制根

据相关国家的需求和重点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后教育议程的实施。 

迈向2015年世界教育论坛 

我们请教科文组织和儿基会一道，在全民教育的其他发起机构、公民社会及其他国际

和地区合作伙伴的支持下，继续牵头协调拟定2015年后教育议程以及制订相应的行动框架。

我们还建议教科文组织继续协调未来教育议程的实施与监测并为此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还承诺在即将举行的政府间磋商中推动未来的教育议程。我们还要努力确保未来

教育议程吸收相关国际教育会议的成果。我们要确保2015年9月将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各项教育目标与世界教育论坛（大韩民国仁川，2015年5月19日至22日）

将要通过的教育议程完全一致。为此，我们将积极参与今后的磋商并在各自国家推动并协调

相关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