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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國家經濟的仙丹妙藥？—評澳洲教師效能與經濟成長的關聯性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在國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刻，教育通常會發揮「社會垃圾桶」的角色，成為

社會中所有難以解決問題的出口（Hargreaves, 1994）。Jensen 在文中樂觀地評估，

提高教師效能，將有助於經濟的成長。但事實果真如此？教師效能與經濟成長之

間的因果關係，真的如此線性？教師表現、學生成就與經濟成長等三變項間的關

聯性，實際上存在幾個黑箱，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視。首先，澳洲當地失業率嚴重，

全澳年輕人的失業率達到九年來的新高（伊文，2010），那麼學生的在校成就，

如何能轉化為經濟的動能？其次，「學生成就」有多少比例可以歸諸於「教師表

現」的影響？貧富分化的資本社會中，「教師效能」可以扭轉多少貧苦學生的命

運，有多少貧苦學生能倚靠教育成就而翻身？ 

 
一、勞動市場上「教育與職業」的不相稱 

 
縱使「教師效能」對「學生成就」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今日學校的畢業生

找不到與學歷「相稱」的工作機會，又如何指稱是「教師效能」造成了經濟的成

長呢？換言之，高等教育受教機會的提高，若沒有職業結構轉型的配合，勢必帶

來教育與職業不相稱比例的增加。歐美國家的經驗顯示，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大

學畢業生面臨「高成低就」的機會日益增加（Reich, 1991）。尤其，產業結構的特

質與轉型，會影響就業市場對高等教育人口的吸納程度（章英華、薛承泰、黃毅

志，1996），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容易產生高學歷者求職時向下擠壓的效應，

取代了低教育者的職位，造成更多「高成低就」的情形（王昭蓉，2000）。雖然

高等教育的報酬率一向是教育類別中最高的一種，但上述的觀點皆點出，教育成

就與勞力市場間的連結，正面臨巨幅且快速的變動，「教育與職業不相稱」的問

題在目前的情況下，需要被重新審視。如今，在澳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政策下，

「學非所用」、「高成低就」的現象，將會是扼殺「教師效能」與「經濟成長」

兩者間關聯性的重要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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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的貧富分化，抑制了教師效能的影響力 

 
教育不能脫離社會而孤立存在。教育的病癥，往往是社會問題的延伸。美國

是西方世界中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之一，而貧富過度懸殊所導致的不平等，不可

避免地要反映到教育上來，最終抑制了「人力資本」的形成、積累速度、與分佈

情況，大大削弱了美國的競爭力。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美國社會，貧富分居，富

裕社區房地產價值高，稅源充足，教育經費充裕；貧困地區房價低，稅源枯竭，

學校難以為繼。更何況奴隸制度和種族隔離的陰影，仍滲透在當今的美國社會中，

使黑人和拉美裔人口教育受限，即便學校教師再怎樣神通廣大，美國青少年教育

的平均水準，仍不免低落。根據聯合國開發組織（UNDP）2009 年的調查報告，美

國在全球先進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排名第三，而澳洲則排名第九，不知 Ben Jensen

對此現象是否探討過？其是否過度假設教師是經濟成長的萬靈丹？教師真的具有

輕易扭轉社會結構的能力嗎？吾人擔心的是，如果貧富家庭的孩童，其教育表現

的差距沒有改變，甚至惡化，會不會又輕易地歸咎於教師的「效能不佳」呢？ 

 
投資教師固然重要，但將教師效能與經濟發展畫上等號，計算回收，未免將

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問題過度單純化，影響教育回收的因素很多，把資金投資在

教師身上，提升其教學效能，不一定可以保證經濟的成長，而是需要有其他社會

改革措施的配合，包含創造高學歷工作者的就業機會、增加對學校教學硬體的投

資、對少數族裔學生提供優惠政策等，方可促進「教師效能」與「經濟成長」間

的正向關聯性。此外，投資教師的思維，不應該只侷限在經濟發展的角度，因為

投資教師，在若干程度上，也是實踐社會正義。在貧富差距日益惡化的資本社會

中，提供卓越的教師與均等的教育，乃是教育決策當局不遑多讓的正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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