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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
将教育视为出口产业，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
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学生英语
学习目的国和第四大高等教育目的国，教育
产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由
于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进入澳大利亚高
校，因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化取得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与国际影响力。然而，新冠肺
炎疫情迫使澳大利亚关闭边境，数十万国际
学生不能返回校园，各高校的学费收入锐减，
被迫裁员、卖楼甚至合并，致使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产业进入“至暗时刻”。

教育产业迅猛发展

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政策始于1951年
的“科伦坡计划”，该计划面向部分发展中国
家的留学生提供援助奖学金，被录取的留学
生需缴纳一定数额的学费，但可以部分或全
部减免。澳大利亚从1979年实施《外国留学
生收费条例》，该条例规定留学生必须缴纳全
部培养成本三分之一的费用以及约占大学培
养费10％的海外留学生费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面对贸易全球化
趋势，澳大利亚政府采纳了《杰克逊报告》的
建议，该报告提出“教育应该被视为一种出口
产业，澳大利亚教育服务中的国际贸易有可
能成为本国一种重要的新兴产业，具有很大
潜力”。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实施“教
育出口”政策，各教育机构向国际留学生收取
全额学费，并允许学校将学费收入部分留存，
以便进一步营销推广，提升留学生课程的质
量。澳大利亚由此开始进入教育国际贸易时
期，前往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与日俱
增。澳大利亚很快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
第三大教育出口国。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
在澳留学的国际学生已经从1980年的7500
人增长到95.7万人。其中，参加高等教育的
留学生为44.2万人，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
留学生达26.1万人，占全部国际留学生的
27.3%。大量留学生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收益。2019年，国际教育产业为澳大
利亚带来了410亿澳元收益，比2018年增长
了14.5%，支持了26万个工作岗位，是仅次
于铁矿石、煤炭、天然气的第四大出口产业。

疫情造成惨重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澳大利亚

政府先是在2月初禁止中国留学生入境，3月
底宣布封锁边境，导致众多已经或即将赴澳
留学的学生无法到校，国际学生的学费不能
如期缴纳，与留学生有关的租房、服务等行业
也陷入停滞，全澳各学校的经济收入都受到
严重影响，其中高校尤为突出。

代表全澳39所高校的游说团体澳大利
亚大学联合会首席执行官凯特琳娜·杰克逊
认为，澳高等教育产业收入保守估计将减少
30亿澳元至46亿澳元。

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的研究显
示，过去10年，澳大利亚留学生数量增长了
137%，高等教育产业靠学生获得的收入中有
40%来自留学生。然而，教育成本上升让很
多学校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难以保持收支平
衡，现在则很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困难。

该所用数学模型模拟了澳大利亚关闭边
境长达18个月受到的影响。结果显示，澳
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在今后3年的累计损失
或高达190亿澳元。短期内，因为留学生无
法来澳大利亚求学，澳高等教育产业将在今
年损失20亿澳元学费收入。从2020年至
2023年，澳大利亚大学将损失100亿澳元
至190亿澳元，而且这还要取决于向留学生
重新开放边境的速度。由此还将给澳大利亚
国民经济带来200亿澳元至380亿澳元的损
失。该所政策研究员彼得·赫利说，旅行限
制每实施6个月，由于留学生不能入学带来
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失去一次整个汽车制
造业。

裁员+卖楼+合并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澳大利亚
各大高校面临财政悬崖，在未来几个月内，澳

大利亚高校可能会永久失去数千名研究人
员。澳大利亚大学联合会此前估计，在接下
来的6个月中，整个大学部门将失去21000
个工作岗位，此后还会更多。澳大利亚八大
高校联盟预测，由于缺少国际留学生，澳大利
亚八大高校或将失去6700个工作岗位。除
了4400名短期合同工可能被裁外，2300名
专业研究人员也可能保不住饭碗。

墨尔本大学在8月 5日正式宣布裁员
450人。墨大校长邓肯.马斯克尔称：“这个
决定是没办法的办法。”去年，墨大的国际留
学生数量占全部学生总数的44%。从2020
年至2023年，国际留学生流失将造成10亿
澳元的损失，今年损失达3.1亿澳元，明年为
3.8亿澳元。

莫纳什大学表示，由于国际留学生学费
收入跌至低谷，预计2020年学校经费将出现
3.5亿澳元缺口，因而计划在年底之前裁员
277人。在裁员之前，莫纳什大学已经尝试
过削减奖金、加薪推迟到2021年、高级管理
层减薪20%等措施。

阿德莱德大学员工投票愿意接受3.5%
的临时降薪以保留200个职位，但由于疫情
给大学带来的巨大损失，仍然有数百人不得
不被解聘。

新南威尔士大学已要求493名员工自愿
离职，并削减了25%的管理层人员。在裁员
的同时，学校还将院系数量从8个减少到了
6个。

悉尼科技大学也表示，如果澳大利亚政
府依旧无法针对国际留学生开放安全通道，
让他们顺利返澳，那么该校的损失将高达2
亿澳元，明年要裁员500人才能维持收支
平衡。

悉尼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大学面

临着4.7亿澳元预算缺口，可能会首先考虑
从基础设施团队裁减人员。迪肯大学也宣布
将裁员400人。

昆士兰大学发言人也证实，除非不久之
后国际留学生能重新进入澳大利亚，否则将
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更严格措施，一些人将
不得不离开大学岗位。

位于墨尔本的斯威本大学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导致国际留学生人数减少，该校面临
超过1.5亿澳元的赤字。该大学警告工作人
员要做好失业准备。与此同时，为缓解压力，
学校更是直接宣布出售购入仅一年的办公
楼。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也因为受到疫情影
响，正加紧计划以1.2亿澳元价格出售一栋
14层的大楼。

南澳大利亚州拥有3所公立大学，分别
是弗林德斯大学、南澳大利亚大学和澳大利
亚八大高校之一的阿德莱德大学。因为疫情
的缘故，阿德莱德大学收入大大减少，新任
校长凯瑟琳·布兰森近期表示，该校最近正
在与南澳大利亚大学和弗林德斯大学探讨合
并事宜。但在正式开展合并工作前，要讨论
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有报道指出，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各高校收入减少，现在是考
虑3所高校合并的最佳时机。一旦合并，会
有更多的预算来投资研究和基础设施，这将
使大学的排名更高，并吸引更多更好的
学生。

对于各高校纷纷裁员，澳大利亚八大高
校联盟首席执行官薇琪·汤姆森表示，研究人
员一旦离开高等教育行业，很可能是“不可
逆”的，哪怕以后经济状况好转，他们可能也
不会再有机会回来继续工作。澳大利亚各高
校所作的裁员决定，意味着要付出人才永久
流失的代价。

学生不能返校 学费收入锐减

澳大利亚高教产业跌入“至暗时刻”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学华

可以说，将教育作为重要产业并持续
推动发展，澳大利亚“名利双收”。从2009
年到2018年10年间，澳大利亚高校国际留
学生入学率空前增长，国际留学生学费收
入从 34 亿澳元增至 88 亿澳元，增长了
260％。其中，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
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昆士兰大学、澳
大利亚联邦大学等高校国际留学生的学费
收入占全部学费收入的比例都超过了
50%。澳大利亚八大高校的国际排名也在
不断上升，2020 年全部进入 U.S. News 世
界大学排名前100名。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封
锁边境措施导致众多国际留学生无法入
境，澳高校过度依赖国际留学生学费收入
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学费收入减少迫使大
学纷纷裁员、合并，曾经风光体面的大学
教职人员也面临失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
象的。

然而，裁员只能治标，要治本就必须开
源，国际留学生是大学的财源，澳大利亚高
校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尽快让国际留学生
入境。要实现这个目标，澳大利亚至少需
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快控制住本国的疫情。澳大利
亚新冠肺炎疫情到6月初本来已基本得到
控制，但从6月下旬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从
维多利亚州开始反弹，第二波疫情导致的
确诊和死亡病例已经大大超过第一波。维
州不得不实行三级和四级限制措施，其他
各州原本计划开放的洲际边界也不得不继
续关闭。可见，只有尽快控制住疫情，才能
有望开放国际边境。

二是要恢复国际留学生对留学澳大利
亚的信心。2019年，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
达 26.1 万 人 ， 占 澳 全 部 国 际 学 生 的
27.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澳大利
亚就最早采取边境管制措施，将10万名回

国过春节的中国留学生阻挡在国门之外。
随后，澳大利亚发生多起针对华人、华裔
的种族歧视和攻击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先
后发布了留学预警和旅游警告。多起种族
歧视和攻击事件也对留学生群体心理产生
了影响，因为留学不仅为了完成学业，还
要考虑目的地国家的情况和社会大环境。
如果当地反华情绪或敌视心态比较严重，
为什么还去这个国家？

悉尼科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对
6000名国际留学生和临时移民的问卷调查
显示，59％的国际留学生和背包客认为，根
据他们在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经
历，他们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把澳大利
亚推荐给其他人作为留学或打工度假目
的地。

由此看来，澳大利亚高校要想恢复到
疫情前国际学生纷至沓来的景象，还需要
付出更大努力。

控制疫情恢复信心才能走出困境
□ 李学华

本报讯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日
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促进增长、减少贫困和扩
大经济包容性的重要机会。如果该自由贸易
区协定得到全面实施，到2035年将可以增加
4500亿美元的地区收入，并加快女性工资增
长，并在 2035 年前使 3000 万人摆脱极端
贫困。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由非盟于2018年
创立。截至2019年7月份，55个非盟国家中
已有54个签署了该协定，其中27个成员国
已经交存了批准书。厄立特里亚是唯一没有
签署该协定的国家。

报告指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
成的经济损失，实现以上这些收益显得尤为
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整个非洲大陆
的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包括医疗用品和食
品等关键商品贸易，预计疫情将在2020年给
非洲造成高达79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

报告认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大部分
收入增长可能来自削减官僚程序和简化海关
手续等措施。伴随着配额和原产地规则等非

关税壁垒减少，关税自由化将会使地区收入
增加2.4%，大约相当于1530亿美元。采取
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带来2920亿美元收入，这
些措施将降低贸易企业的合规成本，并使非
洲企业更容易融入全球供应链。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成功实施将
有助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支持区域贸易和
价值链，从而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
的冲击。从长远来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将为非洲国家一体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条道

路。通过取代支离破碎的区域协定、简化边
境程序和将贸易改革列为重点，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提高抗御未来经
济冲击的能力。

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艾伯特·泽
福克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具有增加就业
机会和收入的潜力，有助于扩大所有非洲人
的机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预计将使大约
68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并使非洲国家更具
竞争力，但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将重塑整个地
区市场和经济，促进新产业创建和关键行业
扩张。预计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将显
著促进非洲贸易，特别是制造业的区域内贸
易。非洲大陆内部的出口将增长逾81%，对
非洲以外国家出口将增长19%。

报告最后强调，创建一个涵盖整个大陆
范围的市场需要下决心降低所有的贸易成
本，这需要通过立法使货物、资本和信息能够
自由、便捷地跨境流动。这样做的国家将能
够吸引外国投资，增加竞争力，从而提高国内
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能力。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

非洲自贸区将使地区收入增加4500亿美元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世卫组织日前
宣布，经过4年无新增病例后，非洲地区已根除野生脊髓灰
质炎病毒。这标志着自1980年根除天花以来，第二种在非
洲广泛传播的病毒得到根除。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婴幼儿易感的急性传
染病，可通过接种疫苗预防。世卫组织说，非洲最近一例脊
灰病例于2016年8月份出现在尼日利亚，经世卫组织有关
认证部门多年考察，非洲现已符合“无脊灰”标准。目前，全
世界只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存在少量脊灰病例。

“在非洲消灭野生脊灰病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公共卫生成就之一。”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非洲
各国政府、卫生工作者、部落和宗教领袖以及父母们的共同
努力下，非洲终于根除了脊灰。“这证明科学和团结是战胜
病毒、挽救生命的有力武器。”谭德塞强调。

据悉，非洲国家自1996年启动根除脊灰倡议以来，共
使用了90亿剂口服脊灰疫苗，超过180万名儿童免于因脊
灰造成终身瘫痪。中国于2011年开始派专家赴非洲协助
防控脊灰。

但世卫组织同时警告，因非洲地区还存在少量低免疫
力人群，新冠肺炎疫情也导致脊灰疫苗接种中断，非洲各国
和国际援助方仍要保持警惕，部分人群仍可能受到脊灰病
毒威胁。

世卫组织宣布

非洲根除脊灰病毒

本版编辑 徐 胥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阿纳尼日前发表声明说，自7月1
日埃及恢复国际航班以来，胡尔加达、沙姆沙伊赫和马特鲁
等旅游胜地已累计接待超过12万名外国游客。

图为工人们行走在埃及吉萨大埃及博物馆的建筑工
地。 （新华社发）

埃及复航后游客增多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26日电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
界经济论坛26日宣布，考虑到疫情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该论坛2021年年会将从明年1月推迟至明年夏季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做出推迟举行年
会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全球领导者齐
心协力，共商重振之路，并在后疫情时代实现“世界的复
兴”。但是，专家的建议是明年1月份举行年会并不安全。

世界经济论坛当天还宣布，明年1月底，论坛将以视频
会议形式举办高级别“达沃斯对话”，邀请全球主要领导人
分享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在保障与会者健康和安全
的前提下，论坛将尽快公布有关2021年年会举办的时间、
地点等详细信息。

依照惯例，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每年年初在瑞士达沃
斯举行。今年6月份，世界经济论坛曾宣布2021年年会将
于明年1月以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举行，年会主题为“世界
的复兴”。

达沃斯论坛推迟至

明年夏季举行

新华社巴黎8月26日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
组织）当地时间26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根据初步评估，其成
员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9.8％，是有记录以
来最大降幅。

经合组织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合组织成员经
济第二季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远远超过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最严重时期，即2009年第一季度2.3％的降幅。

公报说，在七大发达经济体中，英国经济环比下降
20.4％，降幅最为明显；法国经济继第一季度环比下滑
5.9％后，第二季度继续下滑13.8％。

美国和日本经济第二季度也遭遇大幅下降，分别环比
下滑9.5％和7.8％；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在第二季度分别环
比下降12.1％和11.7％。

按同比计算，经合组织成员第二季度经济下滑10.9％。
经合组织总部位于巴黎，现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等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土耳
其等少数新兴经济体。

经合组织成员二季度

经济遭遇最大降幅

多年来，教育国际化为澳大利亚带

来了巨大利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迫使澳大利亚关闭边境，数十万国际

留学生不能返回校园，各高校的学费收

入锐减，被迫裁员、卖楼甚至合并，澳大

利亚高教产业进入“至暗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