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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ducation system of high quality contributes to good social order and effective economic de-
velopment. Using education data of China and Switzerland in 2010/2011, we discovered some 
problems in Chinese education, explored and provided a case to learn from for a better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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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创造高效经济发展。本文利用2010/11年度中国与瑞士教育数

据，进行中瑞两国三层次教育体系对比分析，发现中国教育领域目前存在问题，并探索改革、完善中国

教育发展之路径，为创建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提供参考借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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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瑞士是世界经济强国、全球最具竞争力且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根据瑞士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2014 年瑞士人均 GDP 87,475 美元[1]，是我国人均 7589 美元[2]的 11.5 倍；平均寿命 82.3 岁[3]，比

我国人均 73.5 [3]岁高出近 9 岁；20%最富人群收入与 20%最穷人群收入比为 4 倍[1]，而我国 20%最富人

群收入是 20%最穷人群收入的 19 倍[4]。因此，探索瑞士繁荣、富裕背后的教育基础，对于我国建立高

质量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发展提供各类人才，实现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瑞士重视质量，这体现在其社会、经济、教育、生活的各个环节。质量与数量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没有质量的数量没有长久意义，而质量高低决定对数量多少的要求。在所有对质量的要求中，人才培养

质量最为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人才培养中，如果不能挖掘和发挥个体的潜能，从而保证教育

的质量，那将是人、财、物的多重浪费。而要实现高品质的教育，不能提前赋予教育更多功利化的功效，

从而使之成为特权、地位的专属品。 
教育体系具有人才分流功能，但不能成为加剧社会分层的原因和动力，否则，教育的发展将加剧社

会的不均衡发展，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性，那将是教育体系的失败，也必将导致文明、文化的倒退。 
有效的教育体系是培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基础，是良性社会秩序产生的基础，是文明

与文化凝聚的基础，更是民族发展和强胜的基础。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关系国家、民族发展。 

2. 务实、讲求质量的瑞士教育体系 

瑞士资源贫乏、国土狭小，在艰难的历史阵痛中，瑞士人认识到，在一无原料二无能源的情况下，

只有靠高素质的能工巧匠创造产品的高附加值，才能使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目前，“瑞士 95%的原料

和能源以及 65%的消费品靠进口，经过加工，其中 70%至 90%的产品被增值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国际

市场上出售。”[5]“瑞士制造”是高质量、高信誉的代名词，也是奢侈品、高价格的潜台词。可以说，

瑞士的富裕源自瑞士的品牌效应，而品牌的由来是基于完善而高效的教育体系。瑞士政府、教育系统、

企业及民众很早就对“高素质劳动力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1]达成共识。在其教育体系中，充分体现对

质量的关注，时时刻刻体现一种从合格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的教育理念。 
瑞士具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因人施教的职业教育、高标准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为各

行业、各领域高质量人才需求提供保证。无论那个层次的教育，体现的是教育质量，考核的是合格，而

合格的检验不是依赖频繁的考试，而是尊重个体，每个人在认为合适的时候申请自己的考试时间。因此，

人们更安静、静心地投入在自身学习提高中，理解、掌握、创新，以保证从合格到优秀，再到卓越的过

程。 
世界公认瑞士的职业教育，事实上，职业教育只是瑞士完整教育体系和理念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其

完善、明确的教育体系、教育定位才是真正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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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教育体系整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除国民都必须接受的基

础义务教育外，高中及高等教育本身又包含多目标、不同人才培养项目，从而建立起与国家经济发展、

人才需求、素质定位相匹配的教育体系。 
在此，以 2010/2011 年瑞士联邦统计局 1 公布数据为例。该年度受教育人口 1,529,814 人，占全国总

人口的 25%。不同层面教育人数如表 1 所示。基础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约为：3.5:1.4:1。 
 
Table 1. Pupils and students in Switzerland during 2010/2011 
表 1. 瑞士教育层次及 2010/2011 年教育人口比例 

教育层次 教育人数 各类受教育人口比例  

基础教育 900,238 基础教育/总教育人数 58.85% 

高中教育 354,347 高中/总教育人数 23.16% 

高等教育 257,812 高等/总教育人数 16.85% 

未分等级教育 2 17,420 未分等级/总教育人数 1.14% 

 
从这个统计数据可以估算出，约有 20%的人在基础教育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而 80%的人接受了高中

教育。事实上，根据瑞士统计发布 2013 年 25~65 岁人口教育程度统计，超过 80%的人接受了高中教育，

更有超过 40%的男性和超过 30%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且男女受教育差异在逐步缩小。 

2.1. 全面的瑞士基础教育 

瑞士基础教育包括了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及特殊教育，入学率 100%。基础教育结构如表 2 所示。

基础教育从学前班开始，目前，45%的 4 岁儿童和 95%的 5 岁儿童进入学前教育，使得基础教育从 9 年

延续到 11 年。 
 
Table 2. Pupil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Switzerland during 2010/2011 
表 2. 瑞士基础教育结构及 2010/2011 年各阶段学生比例 

基础教育 人口数(万) 各类受教育人口比例  

学前教育 147,932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16.43% 

小学 429,254 小学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47.68% 

初中 285,922 初中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31.76% 

特殊教育 37,130 特殊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4.12% 

 
特殊教育是瑞士基础教育的一个亮点。全国 478 所特殊教育机构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私立学校(政府出

资大于 50%)。瑞士是一个高文化起点的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及社会环境的高度自助化要求每个公民具有

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每个孩子都要得到教育，这样才能融入社会，因此，瑞士从教育制度和国家法

制上确保每个孩子接受教育，消灭文盲。 
通过全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为瑞士社会培养懂得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和规矩，具有基本生活能力

和社会融入能力的孩子。截止 2013 年秋季，瑞士共有 10,630 家教育机构。其中，基础教育机构占 89%，

高中占 7%，大学及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占 3%。全国各地区每一公里内有基础教育学校，每个学校平均学

生数：学前 30 人，小学 100 人，初中 160 人，特殊教育 40 人。随着教育层面的提升，学校规模也不断

扩大，职业高中 430 人，普通高中 390 人。在基础教育机构中，88%的为公立学校，4%为政府主导的私

 

 

1瑞士教育数据全部来自瑞士统计局(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s)各年度受教育人数统计数据“Education Statistics”。 
2这里未分等级教育属于在现有教育体系之外引入的一些教育机构或教育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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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校，8%为独立私立学校(政府出资低于 50%)。严格的师资资质要求为基础教育提供质量保证，雄厚

的经济实力及明确的教育目标，弱化教育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每个孩子都享有高品质教育。通过基础

教育，每个孩子有机会在各个方面得到锻炼和表现，从而帮助孩子及家长认识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从而

合理地规划、设计下一步发展道路。 

2.2. 具有通畅教育分流功能的瑞士高中教育 

为了更好地实现基础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衔接，从而选择适合的高中教育项目，在高中阶段设有为期

一年的初中到高中的过渡期，为那些没有思考好下一步是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中教育的孩子做缓冲。

不是所有孩子都需要这一年的预科，对于有明确目标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高中阶段的项目。 
高中教育主体分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包括不同的项目。两类高中教育分

别与后续的高等教育相对应，其中，职业教育的直接后续为应用大学，而普通高中教育与科技大学相对

应。高中教育项目及人数比例见表 3 所示。 
 
Table 3. Students in upper secondary level in Switzerland during 2010/2011 
表 3. 瑞士高中教育项目及 2010/2011 年各项目的人口比例 

高中教育 教育人口 各类项目人口比例  

初中到高中过渡 17,019 初高中过渡/高中人数 4.80% 

补充高中 12,840 补充高中/高中人数 3.62% 

一般高中 87,702 一般高中/高中人数 24.75% 

中等专科 7670 中专/高中人数 64.66% 

职业学校 229,116 职校/高中人数 2.16% 

 
一般高中学生获得联邦高中毕业证后，经过能力测试，可以进入科技大学或师范大学，也可以经过

职业高中学习，获得联邦职业高中毕业证后，进入应用大学学习。 
职业教育包括中等专科和职业学校两种。其中，中等专科学生毕业获得联邦政府职业资格认证，即

获得学士学历和学位，可以继续上应用大学的硕士，也可以经过一年高中课程学习，报考科技大学；职

业高中学生获职业高中毕业证后，具有上应用大学资格，也可以直接就业；同时，经过普通高中课程学

习，获得联邦普通高中毕业证后，可申请进入科技大学。完成职业教育到普通教育转化的为补充高中教

育。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职业学校 + 中等专科)占高中教育比例的 67%，接受职业教育

的人数与普通高中教育人数的比例约为 2.4:1。 
高中教育一方面完成人才分流，同时，提供人才可持续发展的通路，让每个人有机会随着自己的见

识、认知的提高，规划一生的教育、发展之路。 

2.3. 讲求卓越的瑞士高等教育 

瑞士的大学以基础研究，应用科学和艺术，师范教育三个主旨，进行大学划分[6]。各类大学在瑞士

的教育、研究和创新环节中提供特定贡献。其中，科技大学(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UIT)，
也称为传统大学，以学术为主导，核心使命是基础研究及研究基础上的教学。通过提出新的见解、科学

和社会创新、知识和技术的转化，提供最先进的研究。这类大学基本涵盖所有学科，并设有医学院，提

供本科、硕士、博士及进一步教育。许多人文、科学、工程学位只在科技大学提供。目前全国 12 所科技

大学都为公办学校，其中 2 所联邦科技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urich，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EPFL)，
10 所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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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大学(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UAS)的职责是提供科学和专业教育，开展应用研究，

促进与实践及行业的合作。一些学位课程，如景观建筑和各种健康科学，只能在应用科学和艺术大学获

得。同样，音乐、戏剧、电影、艺术和设计学位也在应用大学提供。目前有 8 所应用科学大学，提供本

科及硕士教育。 
师范大学(Universities of Teacher Education, UTE)提供以实践为导向的培训，如学前教育、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特殊教育或继续教育师资培养。目前有 20 所师范院校。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存在，高等教育中，科技大学人数远超过应用型大学人数。结合 2011 年数据(见

表 4 所示)，可以发现 UIT:UAS:UTE 之比约为 9:4:1。高等教育中更加突出高层次、研究及创新型人才培

养。 
 
Table 4.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witzerland during 2010/2011 
表 4. 瑞士高等教育项目及 2010/2011 年教育人口比例 

高等教育项目 高等教育人口数量 各类教育人口比例  

大学及科研机构(UIT) 131,497 UIT/高等教育人数 63.67% 

应用科学大学(UAS) 60,930 UAS/高等教育人数 29.50% 

师范大学(UTE) 14,105 UTE/高等教育人数 6.83% 

 
在 2014/15 年度瑞士教育统计中，高等教育人数中，60%为本科生，22%为硕士研究生，10%的博士

生，6%更高层次学习者，例如博士后等。这种人才比例的划分与瑞士社会高科技、创新型发展对人才需

求相对应。 
不同层次教育衔接顺畅，兼容性强。学生可以从自身条件出发，灵活选择升学道路和发展方向，从

而使每个受教育者能够从容、适应地投入在自己本阶段学习中。教育的通路、个人的定位始终有机会完

成。 
在瑞士国民的人才观中，经过严格的实践培训，具有一技之长，能够满足工作岗位需求的人就是人

才，并不是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才是人才。但在具有明确培养目标的教育体系中，不同学历(学位)教育一

定说明什么，其中，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其社会责任感、视野和对自身的要求就要与受职业教育

的不同。文凭不决定工资，决定社会责任，当然责任、权利、收益是相关联的。一个高学历的人“屈尊

低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浪费，它打乱了社会秩序，是不被认可和尊重的。 

3. 瑞士教育体系带给我们的反思 

我国教育体系也分为三层。这与瑞士三层模式相类似，9 年义务教育，3 年高中教育及随后的高等教

育。同样，以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教育数据为例 3，当年受教育人口 23,901.7961 万，占总人口 1.84%。

不同层次受教育人口比例如表 5 所示。基础教育:高中: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约为：8:1.4:1。从受教育人口结

构比例可以推算出，我国约 50%的适龄学生没有接受高中教育。 
 

Table 5. Pupils and students in China during 2010/2011 
表 5. 中国教育体系及 2010/2011 年教育人口比例 

教育层次 人口数(万) 教育人数比例  

基础教育 18,454.8968 基础教育人数/教育人口 77.21% 

高中 3138.3915 高中人数/教育人口 13.13% 

高等教育 2308.5078 高等教育人数/教育人数 9.66% 

 

 

3本文所用中国教育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教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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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输在起跑线上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及特殊教育。2010/2011 学年，我国基础教育人口分布如表 6 所

示。 
 
Table 6. Pupil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2010/2011 
表 6. 中国基础教育结构及 2010/2011 年基础教育人口比例 

基础教育 人口数(万) 各类教育人口比例  
学前 3424.45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18.56% 

小学 9926.3674 小学人口/基础教育人口 53.79% 

初中 5064.2058 初中人口/基础教育人口 27.44% 

特殊 39.8736 特殊教育/基础教育人口 0.22%  
 

可以看出，我国特殊教育人口在整个基础教育比例中太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全国 6
至 14 岁残疾儿童的入学率仍仅为 70%多，有近三成残疾儿童未接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7]。基础教

育的缺失，会让这些孩子在身体弱势之后，生存、生活能力更加严峻，并使整个社会设计的基本层面降

低。 
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背后，反映了全民对“教育分流将导致社会分层，而不同层次

之间具有巨大社会地位、收入等差异的共识”[8]；也表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及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

事实是：城乡起跑线不一样，残疾与正常身体条件不一样，大城市与小城市不一样，“富爸爸”与“穷

爸爸”不一样。因此，出生(地)和出身(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就让很多的孩子在没开始跑的时候已经输

了，“而且这种效应具有代际遗传，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其子女将有更多机会获得好的教育”[9]，
“越发达地区教育资源越丰富，受教育机会越多。”[10]与此同时，“出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小学到初

中，初中到高中升学率不升反降，基础教育后退的社会现实。”[11] 

3.2. 缺乏教育分流功能的高中教育 

在我国整个受教育群体中，高中人数偏低，说明不少孩子在接受完基础教育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正规

教育。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人口中受过高中(及
其以上)教育的比例约占 27.8% [12]。 

在全部高中人口中，80%是普通高中教育，职业高中占 20%，如表 7 所示。这意味着将近 80%高中

生将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教育，20%职业高中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技校”这个词语与

“技校”的生存一样不明朗，职业高中教育更难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形成一种力量。这表明高中教育分流

功能的失效，将更为粗放、迟缓、严峻的人才分流推迟到高等教育阶段通过统一的高考分数决定学生接

受的高等教育，用高考分数完成一次性的教育分流。由于目前高考是全国、全球公认的水平考试，其成

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受教育学校成为一个学生资质、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未来职业、收入及社会地位。 
 
Table 7. Students in upper secondary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10/2011 
表 7. 中国高中教育项目及 2010/2011 年高中教育人口比例 

高中教育 人口数(万) 各类教育人口比例  

普高 2454.8227 普高人数/高中教育人数 78.22% 

职高 683.5688 职高人数/高中教育人数 21.78%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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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缺乏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高等教育 

我国大学的定位是一个模式下的高低划分。这个模式更类似于教育质量下的划分标准，而非人才培

养标准。按照教育部网站公布数据，截止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高等教育学校共计 2879 所，其中普通

高等学校 2595 所(含独立学院 266 所)，成人高等学校 284 所。这些大学被归类为 985、211、一本、二本、

三本[13]。这种划分体现更多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同，教学质量和效果的不同，就业层面或者说出路的不同，

并没有显著的办学特色、教育目标的定位差异。 
表 8 是 2014 年我国高等教育人口的深度分析，可以看出，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人口比例约为 9:1，虽

然这个比例并不高，但由于高等教育人口基数大，每年培养 200 多万的硕士和博士，几乎是瑞士总人口

的 1/4。如果这些高层次人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研究、社会与科学创新、行业实践不同人才的

需求，那么我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受教育人口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劲的社会基础。 
 
Table 8.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2010/2011 
表 8. 2014 年中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比例 

高等教育层次 2014 年高等教育人口(万) 各层次人口比例  
本专科生 2303.3299 本专科人口/高等教育人口 90.4% 

在读硕博 244.3699 在读研究生人口/高等教育人口 9.59% 

 
中国需要完善教育体系，保证高质量、多层次人才培养，满足创新型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这

个过程中，相信个体的不同、社会对各种人才需求的不同；明确教育目标，尊重差异性教育等基本事实；

同时，改革教育考核方式，淡化大规模、频繁的中小学各种考试，真正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自觉而非功利化的升学，在有效的教育体系中，完成每个人的培养，实现人生及

社会价值的增值，形成有序、高效社会环境，为中国崛起奠定人的基础。 

4. 结束语 

受教育是每个公民一生生存和发展的辅助，是为了公民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帮助，教育更

能体现对人的尊重，从而体现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体现良性社会发展期望。“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不是出几个人才，出几个学者的问题，而是全体公民塑化问题，是国家发展问题。”[14]本文利用具体数

据，进行中瑞教育体系对比分析，发现我们的问题和不足，探索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思路。从基础做起、

从每个人做起，在教育体系和教育过程中奠定中国文化强国基础，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建设力量，为实现

强国梦提供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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