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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的教育国际化战略研宄

摘要

国家转型是海湾阿拉伯油气出 口 国 在 ２ １ 世纪面临 的共 同任务 ， 包括卡塔尔在 内

的海湾阿拉伯 国家纷纷颁布指导 国 家转型 的
“

２０３ ０ 愿景
”

， 力求摆脱对单
一

油气经济

的依赖 ， 发展多样化的经济 ， 并缓和 由单
一

经济带来的政治和社会 问题 。 ２００８ 年 以

前 ， 卡塔尔的教育存在诸 多 问题 ， ２００ ８ 年 ， 卡塔尔颁布 《卡塔尔 国家
“

２０３ ０ 愿景
”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丨

？

２０ １ ６ ）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２ ） 》 ， 将

发展 国 际化的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和 国家转型支柱之
一

， 意 图增强教育领域的 国 际合作 ，

教育领域发挥国 际影响 力 ， 并发挥教育在培养 人力 资源 、 促进经济收入多元化 、 维护

社会传统价值观领域的作用 。

绪论部分阐释 了本文的研宄对象 、 研究方法和 目标 、 选题意义 、 相关理论 、 文献

综述 、 难点和创新点 。 正文部分 由 以下 四部分组成 ：

第
一

章阐述了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至今卡塔尔教育 的历史发展 ， 分析了２００８ 年卡塔

尔在经济 、 政治和社会转型中 的愿景和挑战 ，
２００ ８ 年 以前的教育存在的宏观 问题 ， 教

育水平无法支撑卡塔尔 国家的转型 ， 并阐述在 国家转型的背景下 ， 卡塔尔希望建立什

么样的教育 国 际化战略 ， 这
一

战略的宏观 目 标是什么 。

第二章阐述 了卡塔尔教育 国际化之
“

引进来
”

的具体措施 。 通过 引 入国际学校和

外国科研机构 、 从国外引 进教师 、 与 国 际社会建立学历互认机制 ， 卡塔尔迅速实现了

教育体系的高度西化 ， 并将工程 、 电子技术和新能源等前沿科研项 目 移植到本土 。 为

了更好地利用 国 际社会的教育经验 ， 培育符合国 际发展潮流的劳动力 ， 卡塔尔通过参

与 国 际标准化考试来评估教学成果 ， 引 进西方的教育券制度 以减轻学生的教育 负担 。

卡塔尔还通过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之
一

、 普及 ＳＴＥＭ 课程 、 完善数字教育 的基础设

施这三类措施鼓励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 国际教育 资源 ， 并引 导学生更多地选择 ＳＴＥＭ

专业 ， 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储备劳动力 。

第三章阐述了卡塔尔教育 国 际化之
“

走 出去
”

的具体措施 。 在国 内推行教育体系

国 际化的 同时 ， 卡塔尔积极融入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 通过积极融入全球教育合作议

程 、 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 实施教育援助等方式 ， 卡塔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

理 。 此外 ， 卡塔尔开展海外宗教研宄 、 资助穆斯林群体的教育 、 投资美国智库和高校 ，

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相关的决策制定 ， 树立温和的伊斯兰形象 ， 増强与欧洲穆斯林群体

的跨国联系 。 卡塔尔还资助本国学生在海外的实 习和科研 ， 鼓励学生接触前沿科研成

果 。 同时 ， 通过主办国际教育峰会 ， 卡塔尔试图将
“

教育
”

这
一

关键词与 自 身的 国家

ｉ ｉ ｉ



形象紧密相连 ， 使教育成为 国家品牌之
一

。

第 四 章根据卡塔尔的教育数据 ， 以及经济 、 政治和社会领域转型 的统计数据和案

例分析教育 国 际化措施对卡塔尔经济 、 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 自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国

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的教育国际化战略取得了
一

定的成效 ， 也存在些许不足 。 卡塔尔

的劳动力素质 和教育 市场得到提升和扩大 ， 但劳动力失衡的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 教育

国际化战略的扩展了 卡塔 尔 的外交资源 ， 有助于提升卡塔尔的 国家形象 ， 增强了 国家

软实力 ， 但积极的教育投资 引 发了 欧美 国家对卡塔尔的忌惮 ， 担心卡塔尔的教育投资

会对西方的价值观造成冲击 。 此外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教育 国 际化战略增强了卡塔尔公

民的性别平等意识 ， 辅助卡塔尔政府提供教育服务 ， 提升 了教育服务的质量 ， 但 国 际

化的办学和对英文教学的重视使 民众担忧教育 国 际化战略将对卡塔尔的传统文化和

价值观造成冲击 。

基于上述四个章节 ， 结语对本文 的分析结论进行总结和分析 ， 笔者认为作为
“

小

国
”

的卡塔尔如何挖掘可利用 资源实现国家转型 ， 对其他国 家有
一

定的借鉴意义 。 卡

塔尔 国家转型 中 的教育 战略是否适应国 家转型需求 的发展将对未来卡塔尔发展道路

产生重要影响 。

关键词 ： 教育 国 际化 、 卡塔尔
“

２０ ３ ０ 愿景
”

、 国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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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 义在于完善教育 国 际化战略背后 的政治经济逻辑 。 其现实意 义在

于探求卡塔尔教育 国 际化战略给 国家转型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

（

一

）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 义在于教育 国 际化战略是许多 国 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选择的
一

种

发展路径 ， 通过深入研宄 国家转型背景下 的教育 国 际化战略 ， 可 以进
一

步理解教育 国

际化战略背后 的政治经济逻辑 。

（二 ） 现实意义

本文研宄
－

２０３ ０ 愿景
”

背景下卡塔尔教育 国 际化战略在 国家转型 中 的作用 。 国 内

外学者对于卡塔尔 国 家转型和卡塔尔教育事业均有所研宄 ， 但缺乏探讨教育 国际化战

略与卡塔尔 国家转型关系 的研宄 。 本文试图在卡塔尔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 ， 探求教育

国 际化战略给国家转型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 这
一

研究具有两点意义 ： 首先 ， 中 国

在海湾地区 的经济 、 安全利益考量要求国 内 学界对卡塔尔有更深入的 了解 ， 从教育领

域入手 ， 挖掘卡塔尔 国家转型对于我国在卡扩展教育服务市场 、 增加外交资源有启发

意义 ； 其次 ， 这
一

研究对于宏观把握卡塔尔 的 国家转型方式与成效具有
一

定意义 ， 作

为体量雄厚的大国 ， 中 国在汲取现代化建设经验时不仅需要关注其他大国 的经验 ， 也

应博采众长 ， 从卡塔尔等
“

小 国
”

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中汲取精华 。

二 、 研宄现状综述

国 内 外学者对于卡塔尔 国家转型和卡塔尔教育事业均有所研宄 ， 但缺乏探讨卡塔

尔教育对 国家转型的影响的研宄 。 同时 ， 对卡塔尔的教育事业的研究更侧重于对卡塔

尔教育体系有效性的探究 ， 对卡塔尔国 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探讨不够充分 。 本文试图

在
“

２０３０ 愿景
”

的背景下 ， 分析 ２ ００ ８ 年 以来 ， 教育对卡塔尔 国家政治 、 经济和社会转

型 的影响 。

（

一

） 国 内相关研宄

国 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分为 以下几类 。 首先是从宏观视角探讨卡塔尔 国家转型 的

研宄主要关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卡塔尔
“

２０３ ０ 愿景
”

之间 的转型路线 、 成效 ， 较

少有研宄系统地关注
“

２０３ ０ 愿景
”

背景下 的卡塔尔 国家转型成果 。 其次 ， 卡塔尔教育

研宄主要关注卡塔尔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 ， 少部分研宄的关注点为卡塔尔教育的 国

际交流与合作 。

１



１ ． 有关卡塔尔国家转型的研宄

对卡塔尔转型的宏观研宄主要 以石油经济为背景 ， 政治 、 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转

型都有所涉及 ， 时 间范围较广 。 例如 ， 钱乘旦 、 王铁铮所著 的 《世界现代化历程 （ 中

东卷 ） 》
｜

中 分析了海湾六国政治的世俗化演进 、 以石油工业为依托的经济现代化 、 社

会服务的完善 ， 为研究卡塔尔 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提供 了宏观视角 。 浙江大学的

傅 以恒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卡塔尔哈马德时期现代化改革 》
％
中总结 了 哈马德时期卡

塔尔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改革 ， 并分析 了 哈马德现代化改革的特性 、 成果与不足 。

针对卡塔尔经济转型的研宄主要集中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的经济多元化战略 ＝

姜英梅的 《卡塔尔经济发展战略与
“
一

带
一

路
”

》
１总结 了卡塔尔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 ，

分析 了能源产业 、 金融中心计划对于推动卡塔尔经济多元化的作用 。 虞卫东的 《海湾

六 国 的经济转型 及其前景 》
？总结 了海湾六国经济转型举措的共同点及动因 ， 认为海

湾 国家的经济转型面临四大阻碍 ： 石油价格的波动 、 金融危机 、 区域经济
一

体化程度

欠缺 、 人才培养滞后 。

有关卡塔尔政治转型的研究主要从卡塔尔的政治参与入手 。 例如丁隆在 《卡塔尔

议会选举 ： 海湾政治转型的里程碑 》
？—文中介绍 了卡塔尔 的政治选举制度 ， 卡塔尔

公投制开启 了卡塔尔政治改革进程 ， ２０２ １ 年颁布的新选举法将卡塔尔公 民划分为三

类 ， 每
一

类公 民享有不同的选举权 。 上海外 国语大学的王昕在其博士论文 《全球化背

景下海湾阿拉伯 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
＠中描述了卡塔尔 的城市化发展 、 伊斯兰教对

卡塔尔 国家现代化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 伊斯兰教的改革与发展 、 卡塔尔人力 资源发展

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

也有从其他角 度研究卡塔尔的现代化的成果 ， 例如陈力丹 、 许瑞仪在 《现代化进

程中后来居上的卡塔尔新闻传播业 》 文中梳理了卡塔尔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历程 ，

认为卡塔尔正致力于建 设
一

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 ， 媒体在提供最新信息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 。

２ ． 有关卡塔尔教育的研宄

国 内
一

部分研宄对卡塔尔教育进行 了简要介绍 ， 例如孙培德 ， 史菊琴所著的 《列

国志 ．卡塔尔 》
？一书介绍 了卡塔尔 的 国土与人民 、 历史 、 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教育 、

科学 、 文艺 、 卫生和体育 以及外交等方面 ， 其 中有关教育的章节对卡塔尔教育 的历史 、

ｔ

钱乘旦 、 王铁铮 、 王泰 、 冯璐璐 ： 《世界现代化历程 （ 中 东卷 ） 》 ， 江苏人 民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年 。

＊

傅 以恒 ： 《卡塔尔哈马德时期现代化改革 》 ，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２０ 年 。

１

姜英梅 ： 《卡塔尔经济发展战略与
“
一

带
一

路
”

》 ， 《阿拉伯世 界研宄 》 ， ２ ０ ］ ６ 年第 ６ 期 。

處卫东 ： 《海湾六 Ｗ 的经济转型及其前景 》 ， 《国际关系研 宄 》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１

丁隆 ： 《 卡塔尔议会选举 ： 海湾政治转 型的里程碑 》 ， 《世界知识 》 ， ２０ ２ １ 年第 丨 ８ 期 。

王昕 ： 《全球化背景下海湾阿拉伯 国家现代化进程研宄 》 ， 上海外 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８ 年 。

”

陈力丹 、 许瑞仪 ： 《现代化进程 中 后来居上的卡塔尔新闻传播业 》 ， 《全球视野 》 ２０ １ ５ 年筇 １ ５ 期 。

ｓ

孙培德 ， 史菊琴 ： 《 列 Ｗ忐 ？

Ｋ
？

塔尔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 ０ ０９ 什： 第 １ 版 。

２



宗 旨 、 政策 、 教育体系 的情况进行 了简单介绍 。 吴茴萱所著的 《 当代卡塔尔 国社会与

文化 》
Ｂ中 对卡塔尔教育的描述也属于宏观科普 ， 介绍 了卡塔尔的初级教育到高等教

育 的发展 历程 。

一

部分研究涉及卡塔尔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 ： 何珊 、 曹海鹏在 《卡塔尔教育改革

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
Ｓ—文中从办学原则 、 教育管理机构 、 教育评估机制和系

统等角度总结 了卡塔尔教育改革的 闪光点 。 崔文霞的 《海湾地区课程改革透视 》

３
—

文认为卡塔尔教育改革的突 出特点为 ： 强调教育 的传统价值 （ 伊斯兰价值观 ） 、 提倡

科学教育 、 重视课程和教师培训 的创新 。 其佘有关卡塔尔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的文章

有郭 勇 的 ： 《卡塔尔新世纪基础教育政策研宄 》 ＇ 《卡塔尔教育 问责制及对我 国 的启

示 》 ４卩 《卡塔尔新世纪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 作者在上述文章 中介绍 了 卡塔尔新

世纪教育政策形成的背景 、 从教育体制 的构建 、 教育 问 责制的建立 、 教师政策和教育

经费政策方面探讨 了卡塔尔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

还有
一

部分研宄涉及卡塔尔教育 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研宄 ： 孙珂在 《 中东 国家跨境

大学质量保证制度探析——以卡塔尔和阿联酋为例 》

９一

文 中认为卡塔尔和阿联酋开

展 以政府主导跨境高等教育交流 ， 保证了教育交流的质量 ， 制定 了 以
一

致性为本的质

量标准 ， 建立 了 以评估为基础的许可程序 ， 这对我国 中外合作大学质量保证制度的健

全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 《

“一

带
一

路
”
——卡塔尔文化特性及开展人文交流可行性研

究 》
？—文分析 了卡塔尔文化价值观中 的

“

中 间主义
’

％ 探究其在教育领域及文化交流

中 的体现 。 《高等教育 国际分校的治理形态研宄——以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 员会六

国为例Ｆ分析了海外高校在卡塔尔等其他海湾国家落地办学的行政机制 、 市场机制 、

社会机制和学术机制 ， 从组织管理 、 财政支持 、 人事管理等方面总结 了海外高校在海

湾分校的的具体运行模式 。

（二 ） 国外相关研宄

国外学者针对卡塔尔 国家转型和卡塔尔教育 的研宄取得了
一

定 的成果 。 有关卡塔

＇

《 ，代卡塔尔 网社会与文化 》 ，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 ７ 年 。

＝

何珊 、
１

＂

丨海鹏 ： 《卡塔尔教 ｆｆ 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启 示意义 》 ， 《 中 国科教创新导刊 》 ， ２０ １ １ 外： 第 ３ ２ 則 。

；

崔文霞 ： 《海湾地区课程改革透视 》 ， 《外 国 中 小学教育 》 ， ２０ ０ ３ 年第 １ 期 。

＇

郭 勇 ： 《卡塔尔新世纪基础教育政策研宄 》 ，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１ 年 。

’

郭 《 卡塔 尔教育 问 货制及对我 国 的 启 示 》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 ２０ ２ １ 年第 ２９ 期 。

ｔ

郭 勇 ： 《卡塔 尔 新世纪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 ， 《 当代教育科学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孙珂 ： 《 中东 国家跨境大学质量保证制度探析——以卡塔尔和阿联酋为例 》 ， 《 比较教育 研 究 》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１ １

期 。

杨林 ， 李仁龙 ： 《

“
一

带
一

路
”
——卡塔 尔文化特性及开展人文交流可行性研宂 》 ， 《阿拉伯 研 究论丛 》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２ 期 。

＊ 秦冠英 ： 《 区域教育 中枢建设 ： 理念 、 模式与路径一马来西亚 、 卡塔尔和新加坡典型案例 比较研 究 》 ， 《 比

较教育研究 》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８ 期 。

３



尔 国家转型的研宄涵盖政治 、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转型 ， 尚无专 门探讨教育与 国家转型

的关 系的研究 。 有关卡塔尔教育事业的研究大部分研究属于教育学范畴 ， 涉及不同时

间段卡塔尔教育 的发展 、 卡塔尔教育改革 、 教育体系 、 教育政策和 比较教育研究 。

１ ． 针对卡塔尔国家转型的研宄

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视角入手 ， 分析卡塔尔在经济 、 政治 、 社会 、 人文等方面的全

方位转型历程 。 杰夫 ？ 哈克尼斯在 《变化中 的卡塔尔 ： 文化 、 公 民身份和快速现代化 》

介绍 了２０ １ ３ 以来 ，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如何借助能源财富 ， 大 力投资科技 、 体育运

动 、 房地产 、 航空业 、 传播公司等 ， 拓展 国家收入来源 ， 实现经济 多 元化 ＝ 卡塔尔投

资 的 另
一

个重点是教育和科技 ， 作者详细介绍 了卡塔尔 的初级教育体系和 国 际名校在

卡塔尔建设分校的情况 ， 作者认为 ， 卡塔尔在教育 、 科技和经济领域与 国 际接轨的举

措吸 引 了大量受过 良好教育 的外籍人士 ， 促进 了 卡塔尔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

化 。 艾伦 ？

弗罗姆赫茨所著的 《卡塔尔 ：

一

部现代化史 》
＊总结 了卡塔尔从 国 家独立之

初到哈马德时期 ， 卡塔尔能源产业的发展 、 卡塔尔王室的权力更迭 、 埃米尔哈利法和

埃米尔哈马德时代的现代化举措 。 作者认为 ， 卡塔尔社会 中传统的血亲纽带和部落因

素在卡塔尔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卡塔尔社会中形成了

一

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 托克
？艾夫伦 、 帕

？莱利斯 、 洛尔 ？瓦哈特合著的 《转型 国家的政

策制定 ： 以卡塔尔为例 》
？介绍 了卡塔尔宪法 、 教育政策 、 卫生政策 、 人 口政策 、 经

济政策 、 公共政策如何推动卡塔尔 的 国家转型 ， 作者认为 ， 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中 ，

卡塔尔很好地处理 了伊斯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的矛盾 。

一

部分学者专注于卡塔尔政治转型的研究 。 阿 卜杜勒哈迪 ？哈拉夫和贾科莫 ？ 卢西

亚尼所著的 《海湾地区 的宪政改革与政治参与 》
？从政治变革的角度描述卡塔尔的现

代化进程 ， 书中涉及卡塔尔基本法的创立与发展 、 卡塔尔政治 自 由化 、 政府机构的设

立与调整 、 妇女的政治参与等政治 自 由化的进步 ， 并从历史 、 宗教 、 科技等角度分析

卡塔尔政治变迁的原因 。 迈赫兰 ？卡慕拉瓦在 《卡塔尔王室派系主义与政治 自 由化 》
＠

中通过分析王室 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几任埃米尔任期 内 的实施的政策来探究卡塔尔政

治 自 由化的发展 ， 认为卡塔尔政治 自 由化发展是家族政治变革的成果 。

还有
一

部分学者关注卡塔尔的经济转型 。 艾哈迈德 ？纳非 《卡塔尔 的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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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介绍 了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国家独立 以来卡塔尔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 作

者认为 ， 卡塔尔 的能源为国家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 ， 政府有能力投资先进的设备和技

术 。 同时 ， 经济的进步带动 了社会的发展 ， 在强大财富的支撑下 ， 卡塔尔政府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 ， 满足公 民对教育 、 医疗 、 住房和文化的需求 。 前卡塔尔文化艺术部

长纳赛尔 奥斯曼在 《 白手起家 ： 卡塔尔石油工业的故事 》
ｓ书 中专注于卡塔尔 的能源

政策 ， 描述 了 卡塔尔石油工业的兴起 、 国有化 、 石油产业的特许经营等
一

系 列变化 。

石油工业是卡塔尔的 国家命脉 ， 所 以本书是窥探卡塔尔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 。 伊

赫拉斯 ？卡西姆 ？纳菲尔在 《天然气在卡塔尔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 ： 特点和前景 》 中借助

详细的数据 ， 证明 了天然气对于卡塔尔医疗水平 、 创新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 同时分析

了 卡塔尔经济激励措施的有效性 。

２ ． 针对卡塔尔教育的研宄

首先是分不同阶段研宄卡塔尔的教育发展 。 朱玛 ？阿 卜 杜拉 科拜斯在 《 １ ９ ５ ０ 年 －

１ ９ ７７ 年卡塔尔教育发展及其 问题分析 》
＠一文 中关注 １ ９ ５ ０ 年 －

１ ９７７ 年卡塔尔教育领域

中教科书 、 教育管理机构 、 教育政策 、 科学和数学教育 、 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发展 ，

分析了卡塔尔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并提出相关意见 。 艾哈迈德 ？ 沙拉克

在 《 １ ９７２ 年 －

１ ９９ ５ 年卡塔尔的教育发展史 》
？—文中关注哈利法时代卡塔尔高等教育

的发展 ， 作者认为 ， 这
一

阶段高等教育 的 目 标是服务石油经济 ， 本国与外籍的高素质

教师在培育新
一

代知识青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知识型劳动力作为高等教育的产

物极大 的促进 了 卡塔尔 的现代化发展 。 尤素夫 ？ 阿 卜 杜拉 的 《 贾希姆 ？ 本 穆罕默

德 ？ 本 ？ 阿勒萨尼时期的教育与文化 》
＃和阿 卜杜拉 ？ 卡 比斯的 《 １ ９９０ －

１ ９９ ８ 年卡塔尔教育

体系改革 》
？分别介绍 了这个两个阶段卡塔尔教育体系和文化的发展状况 。

有关卡塔尔教育改革的研宄如下 ， 《面 向新时代的教育 ： 卡塔尔 ｋ ｌ ２ 教育改革的

设计与实施 》
？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对卡塔尔教育改革计划中教育政策的设计 、 形成

和实施进行的 回顾和总结 。 赛义德 ？扎耶德在 《卡塔尔的科学教育改革 ： 进步与挑战 》

？—文 中认为 ， 卡塔尔科学教育改革成效有限 ， 卡塔尔 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在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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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绩方面有所进步 ， 但仍明 显低于 国 际平均水平 。 作者对卡塔尔 ２４ 所独立学校

的教师进行 了 问卷调查 ， 得 出 了造成这
一

现象的原 因 ： 卡塔尔数学与科学教育过分局

限于教科书 ， 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有关卡塔尔教育体系 的研宄如下 。 易 卜 拉欣 ？穆罕默德 ？卡 尔提在 《技术驱动时代

的卡塔尔教育体系 》
￥—文中分析 了２００３ 年 以来卡塔尔 的教育改革情况和卡塔尔高等

教育机构对教育技术的利用程度 ， 作者认为 ， 尽管卡塔尔在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和改善

教育体系方面取得进步 ， 但卡塔尔 的科学教育 、 职业技术培训 的质量不高 ， 无法让受

教育 的学生充分转化为劳动力 。

有关卡塔尔教育政策的研宄如下 。 赛勒姆 哈利迪在 《海合会 国 家的教育政策 》
夂

一

文中简单介绍 了卡塔尔 的教育体系 ， 包括小学 、 中学 、 职业技术学校 、 高等教育成

人教育 ， 内容 比较笼统 。 加齐 ？拉希迪的文章 《卡塔尔教育发展倡议的现实与挑战 》
＠

认为
“

卡塔尔教育发展倡议
”

基于 四项原则 ： 独立 、 责任 、 多样性和选择 ， 只 为 了提升

学校的教学表现 ， 卡塔尔许多公立学校转变为独立学校 ， 但作者通过分析认为 ， 这
一

倡议并没有被充分发挥 ， 卡塔尔教育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 其 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领域的

领导与管理较为薄弱 。

还有少量研宄属于 比较教育研究的范畴 ， 比较卡塔尔与其他海湾 国家在教育领域

的发展 ： 萨拉 ？亚玛尼在 《阿拉伯 国家教育发展范式研究 ： 比较沙特与卡塔尔 》
—

文

汇总认为沙特与卡塔尔几乎 同时开始发展现代教育体系 ， 两 国拥有相似的教育 目 标 ，

但沙特的教育改革计划远不如卡塔尔 的教育改革更为全面 ， 作者从两国在君主制 、 地

理 、 人 口 、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分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 。 谢哈 ？ 阿 卜杜拉 ？米斯纳

德所著的 《 巴林、 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现代教育 ， 妇女的教育及其社会地位 》
？—文描

述 了 巴林 、 科威特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从早期书院教育 （ Ｋ ｕｔｔａｂｓ ） 发展到现代教育体

系 的过程 ， 作者在本文中重点关注女性教育 ， 分析 了上述 国 家女性教育的 目 标和结果 ，

并从社会 、 家庭 、 劳动 、 政治等层面分析了女性在当今海湾社会中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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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宄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 、 案例分析法研究卡塔尔的教育 国际化战略对卡塔尔 国

家转型的影响 。

１ ． 文献分析法

分析卡塔尔政府 、 世界银行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与卡塔尔教育和 国家转型

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官方报告 ， 包括 《卡塔尔 国家 ２０ ３ ０ 愿景 》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

？

２０ １ ６ ）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２ ） 》 ， 以及历年来卡塔尔在教育 、

就业 、 人 口 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 探寻卡塔尔 国 家转型 的总体 １
３ 标 ， 转型在经济 、 政治 、

社会领域存在的困境与挑战 ， 确定 国家转型战略 中 的教育 Ｗ 标 ， 并通过分析 ２００８ 年

至今卡塔尔教育 、 就业 、 人 口 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的变化来确定教育对卡塔尔 国家转型

的影响 。

２ ？ 案例分析法

笔者获得案例 的的途径分为两类 ： 首先是 ２ ００ ８ 年 以来卡塔尔官方 门户 和卡塔尔

教育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 基金会发布的新闻 、 报告 。 例如
“

卡塔尔规划与统计局
”

、

“

卡

塔尔教育与高等教育部
”

、

“

卡塔尔教育至上基金会
”

、

“

卡塔尔教育 、 研宄和社区基金

会
”

等组织发布的活动报告 。 其次是从道琼斯数据库 （ Ｆａｃｔ ｉ ｖａ ） 获取的新闻 。 笔者在

道琼斯数据库 （ Ｆａｃｔ ｉｖａ ） 中按照英文与阿拉伯文关键词对相关案例进行检索 ， 例如

“

Ｑａｔａ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 ＾ｊ
”

。

笔者将卡塔尔教育 国 际化的案例分为两类 ，

一

类为卡塔尔教育 国际化战略之
“

走

出去
”

， 另
一

类为卡塔尔教育 国 际化战略之
“

引 进来
”

， 通过搜集卡塔尔教育 国际化战

略的案例 ， 比如 ２００８ 年 以来卡塔尔 引进了哪些国际学校 ； 与跨国公司合办了哪些科

研机构及研究领域是什么 ； 卡塔尔根据 国 际经验对 国 内课程体系 、 教育评价和监督体

系进行 了怎样的改革 ； 卡塔尔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 开展对外教育投资等具体实例 。 笔

者对所有能搜集到的案例进行分析 ， 并总结卡塔尔教育国 际化战略的实际举措及成效 。

四 、 理论和相关概念阐释

（

一

）运用 的理论

系统论为本文的逻辑框架提供理论指导 。 系统论描述的是系统单位之间如何相互
？

作用与影响 ， 它将相互依赖的不同部分 、 并能发挥各 自 功能的事务看作是
一

个整体 。

在系统论的视角下 ， 卡塔尔 国家是
一

个有机整体 ， 在该系统 内 ， 不 同时期 ， 教育与政

治 、 经济 、 社会的互动推动 了 国家转型这
一

较大系统的演变 。 与此同时 ， 教育战略 自

身也属于
一

个独立的系统 ， 包含育结构体系 、 教育政策 、 教育管理体系 、 课程教材 、

７



教育支持体系等子系统 ＝ 本文试图通过研宄教育战略及其子系统与卡塔尔 国家转型这

一

大系统下其他子系统的互动关系 ， 分析教育如何影响卡塔尔 的 国 家转型 。

（
二

）教育战略

２０ 世纪中后期 以来教育战略 、 教育规划这两种表述常被混用 ， 有时表述为教育

战略规划或教育规划战略 。 国 内 外学界对教育战略或教育规划的定义如下 ： 中 国著名

的战略研宄专家郝克明研究员和谈松华研宄员认为 ：

“

教育发展战略是对于教育发展

的带有全局性 、 根本性和长远性 问题的谋划和决策 。

” ＂

即教育发展战略属于研究教育

发展 中具有全局意义的宏观 问题 ， 它 又是发展谋划性的决策研 究 。 《教育发展战略导

论 》
一

书作者徐名滴认为 ：

“

教育战略是研究带有全局性的 目标 以及实现 目 标的对策

的学 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

“

教育规划是
一

个过程 ， 旨在确认最佳的行动过程 ，

说明 问题 、 确定重点 目标并提供最经济合理 的 资源分配的方案 。

＃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

织从事多年教育规划工作 的专家库姆斯特别强调规划的动态性特点 ， 他认为 ：

“

规划

是
一

种持续的历程 ， 在这
一

过程 中 ， 不仅有 明确 的 目 的 ， 还应考虑到达成这
一

目 标的

最佳方案与途径 。 美 国社会学家贝利认为教育战略毡括公共规划 、 行业规划 ， 是促

进人全面发展的计划 。

结合上述概念 ， 笔者认为 ， 教育战略是动态的 、 具有长远规划的顶层设计 ， 它指

明 了教育发展的应实现的 目 标 ， 及这
一

过程中相关资源如何配置 。 此外 ， 在阅读国 内

外的各类教育战略案例后 ， 笔者将通过研究教育结构体系 、 教育政策 、 教育管理体系 、

师资培训体系 、 课程教材 、 教育支持体系等方面研究卡塔尔的教育战略的顶层设计 。

（
三

）教育国际化

学术界和 国 际教育组织对教育 国 际化作 了如下界定 。 在我国 ， 顾远 明教授主编的

《教育大辞典 》 对教育 国际化进行 了较权威的界定 。 教育 国 际化被解释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交流 、 研讨 、 协作 以解决教育发展所面临共同 问题的重要趋

势 。 主要特点包括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教育 国 际组织的 出现和发展 ， 各 国教育合作

增多 ， 各国教育在制度 、 内容 、 形式和方法上的共同点 日 益增多 。

％美 国学者布茨 （ Ｂｕｔｔｓ ）

在探讨高等教育 国际化时认为 ， 国际化的教育应该包括课程 内容的相互交流 、 培训流

动 、 跨国研宄 、 研宄员与学者的跨国流动 、 支持教育扶持和合作的 国 际体系 ， 他强调

「

郝克 明 、 谈松华 ： 《 中 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 走 向 ２ １ 世纪的 中 国教育 》 ． 贵州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７ 年版 ， 第 ４ 页 。

徐名滴 ： 《教育 发展战略导论 》 ， 广 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 ， 〗明９ 年版 ， 第 】 页 。

３

赵 中建 ［译 ］ ： 《全球教育 发展 历 史轨迹一一国 际教育大会 ６０ 年建议书 》 ．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９ 年 。

１

盖淅生 ：＜教育经济勾计划 》 ， 台北 ： 五歯 图 １ ５ 出版公 ｉ
ｆ

丨 ， １ ９９ ３ 
．

＜

丨

；

？

， 第 ３５ 丨 贝 。

３

顾明远 ： 《教ｆｔ 人辞典 》 ， 丨 ：海 ： 丄海教宵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

８



教育 国 际化应该是
一

个 国 际体系 。

１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从过程的角度定 义教育 国际化 ，

教科文组织认为 ， 教育 国 际化是把跨 国际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教育工作 、 科研工

作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 。

ｘ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教育 国 际化应当包含两层 含义 ， 既包括国家通过参与双边

与多边的教育活动借鉴他国教育经验 ， 改革本 国教育体系 ， 也包括积极在 国 际社会参

与教育合作与治理 ， 促进各国教育的融合 。

五、 重点 、 难点和创新点

（

一

）重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为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国 家
“

２０ ３ ０ 愿景
”

的背景下卡塔尔的教育 国 际化

举措 、 卡塔尔 国 家在经济 、 政治 、 社会领域的转型成果 ， 及教育 国 际化战略对国家转

型的影响 。

（
二

）难点

本研究的难点包括 以下两点 ， 首先 ， 本文在资料收集和整合方面具有挑战性 。 由

于 国 内 外鲜有研宄 以教育为切入点研究卡塔尔 ， 笔者需要搜集大量 以中文 、 英文 、 阿

拉伯语撰写的分别研宄卡塔尔教育 、 卡塔尔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和外交的专著 、

报告 、 论文 。 其次 ， 不同资料的作者对同
一

事务可能存在不同甚至相左的立场 ， 相关

描述可能有所偏差 ， 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资料 ， 尽可能客观 、 准确 、 全面地对

此课题进行研究 。

（
三

）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研究视角 的创新 。 国 内 外学者分别针对卡塔尔 国家转型 、 卡塔尔

教育有
一

定的研究 ， 尚无专 门从教育领域入手 ， 研究教育对卡塔尔 国家转型 的影响 。

本文 以教育为切入点 ， 充分考虑国 内教育发展 、 国 际教育交流合作对卡塔尔政治 、 经

济 、 社会转型 的全方位影响 ， 以期丰富对卡塔尔研究的视角 。

＇

曾满超 、 于展 ： 《 中 日 高等教 育 国 际化 问题研 宄
基 ｆ 文献的 分析 》 ， 《教育 发展研宄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１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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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 卡塔尔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缘起

２ ００８ 年 ， 卡塔尔推出 国家转型 的纲领性文件 《卡塔尔 国家 ２０３０ 愿景 》 ， 目 的是

平衡传统与现代 、 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 、 外籍劳动力和本国劳动力 、 经济社会发展和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系 。 但卡塔尔在教育管理 、 教育体制 、 入学率 、 课程设置 、 劳动

力就业等方面存在诸 多 问题 ， 曾经的教育战略布局不足 以培养适应国家转型 的人才 。

因此 ，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先后颁布 《卡塔尔 国家 ２０ ３０ 愿景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

略 （ ２ 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６ ） 》 、 《卡塔尔 国 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 ２ ） 》 ， 强调 了 国际化的教育战

略是 国家转型 的支柱之
一

， 意在通过国际化的教育战略完善教育体制 、 教育服务体系 、

课程设置和科研创新能力 。

第
一

节 卡塔尔国家转型的愿景和挑战

从 １ ９ ７ １ 年卡塔尔实现了 国 家独立 以来 ， 卡塔尔凭借着强大的油气经济积累 了大

量的财富 ， 成为全球领先的天然气供应国 ， 但过度依赖碳氢化合物增加 了卡塔尔经济

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随着 国 际油价下降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

卡塔尔开始发展知识经济 ， 增强经济的 多元化 ， 但世界银行发布的评估显示 ， 卡塔尔

的知识经济发展不平衡 ， 教育 、 信息通信技术和经济激励措施对知识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足 。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 卡塔尔现代政治体系确立较晚 ， 埃米尔哈马德于 １ ９９５ 年

宣布的改革措施成效不明显 。 此外 ， 卡塔尔 的外交雄心要求卡塔尔挖掘更多的软硬资

源 ， 扩展外交道路 。 此外 ， 低素质 的本 国劳动力人 口无法满足国 内经济活动 的需求 ，

大量来 自 南亚 、 东南亚外籍劳动力涌入卡塔尔使得卡塔尔的人 口 结构更为年轻化 ， 加

剧 了 失业风险和社会不稳定 ， 同时也对卡塔尔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带来冲击 。 因此 ，

２００８ 年 ， 卡塔尔颁布 《卡塔尔 国家
“

２０ ３０
”

愿景 》 ， 为上述领域的转型制定 了 目 标 。

一

、石油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和知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卡塔尔 国家转型愿景 中提及的诉求之
一

。 埃米尔哈马德大力发

展天然气产业 ， 于 １ ９９ ７ 年建成拉斯拉凡天然气工业城 ， 这
一

工业城集天然气开发 、

加工和生产于
一

体 ， 开启 了卡塔尔天然气现代化生产的道路 。 随后 ， 埃米尔哈马德引

入外国 的资金和技术开发国 内 的天然气资源 ， 与埃克森美孚公司 、 壳牌公司 、 道达尔

等大型 国际能源公司展开合作 ， 大力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发展 。 天然气是卡塔尔最主要

的收入来源 ， １ ９９７ 年卡塔尔每年 出 口２ ２ 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 ， ２００ ８ 年 ， 石油和天然气

占卡塔尔 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６０％ 。 到 ２ ０ １ ３ 年 ， 卡塔尔每年的液化天然气 出 口量达到 了

１ ０



９２００ 万吨 。 ２００ ３ 年至 ２００ ８ 年 ， 全球油价上涨 ， 卡塔尔的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平均每

年增长 １ １ ． ６％ 。卡塔尔 国 内生产总值从 ２ ００ ０ 年的 １ ７７ ． ６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０ ８ 年的 １ １ ５２ ． ７

亿美元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 了近 ３ 倍 。

４海湾石油生产 国 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碳氢化合

物 ， 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的风险增大 ＝ 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开发醇醚燃料 、 生

物质 、 氢能和二次能源可燃冰等能源新技术 ， 增加对卡塔尔在 国际油气市场的挤压 。

此外 ， 卡塔尔 国家收入受国 际油价波动的影响较大 ， 过度依赖能源 出 口 会增加经济的

不稳定性 。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 了 西方主要经济体 ， 抑制 了美国 、 欧洲和 日 本

的石油消 费 ， 油价下跌对卡塔尔等油气供应 国造成巨大冲击 。 因此 ， 卡塔尔在 《愿景 》

中表明 ， 只有通过创造可再生的财富补偿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 ， 卡塔尔子孙后代的发

展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随着 国际油价下滑和全球知识经济热潮 的兴起 ， 卡塔尔采取

了 各种措施刺激知识经济的发展 ， 例如改革 Ｋ －

丨 ２ 教育体系 ， 创建金融中心管理局 ，

建立卡塔尔基金会教育城和卡塔尔科技园等 ， 但卡塔尔的知识经济发展仍表现为不平

衡的特点 。 ２００６ 年世界银行公布 了 《卡塔尔知识经济评估 》 ， 从经济制度 、 治理能力 、

教育 、 创新 、 信息基础设施这五个角度考察 了卡塔尔知识经济的发展状况 ， 并将其与

中 国 、 约旦 、 巴西 、 冰岛 、 新加坡 、 韩国等 〗 ３ １ 个国家的知识经济发展状况进行 比较 。

与 １ ９９５ 年同期相 比 ， ２００６ 年左右 ， 卡塔尔的知识经济指数 由 ５ ． ５２ 上涨至 ５ ． ８ ３ ， 高于

中东北非国家的平均水平 （ ５ ．０６ ） 和全球平均水平 （ ５ ． ５ ９ ） ， 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 ８ ．３２ ） 。

其中经济激励制度 、 教育 、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知识经济的支持指数与 １ ９９５ 年相 比有

所降低 。 《愿景 》 认为 ， 卡塔尔未来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知识经济发展水平 ， 人力资

源的发展是重中之重 。 为了更好地迎接挑战 ， 卡塔尔计划建立先进的教育系统 、 提高

卡塔尔公 民的劳动力参与 ， 吸引 高质量的劳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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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卡塔尔知识经济支柱的发展指数 （ １ ９９ ５ 年 、 ２００６ 年 ）

’

指数 ２００６ 年 １ ９９ ５ 年

经济激励和经济制度 ６ ． ０２ ６ ． ６９

教育 ５ ． ２ ３ ５ ． ３ ３

创新 ５ ． ４７ ３ ． ０ ５

信息和通信技术 ６ ． ５９ ６ ． ９９

表 ２ ： 卡塔尔和 中 东北非地区的教育指数 （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６ 年 ）

２

￣

变量 卡塔尔
｜

中 东北非

成人识字率 （ １ ５ 岁 以上的 比例 ） ， ２ ００４ 年 ４ ． １ ７ ２ ． ７ ７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 ，
２００４ 年 ７ ． ６７ ３ ． ６８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２ ００４ 年 ３ ． ８４４ ． ６０

出生时预期寿命 ， ２ ００ ４ 年 ６ ． ２９ ５ ． １ １

学校互联网获得 （ １ ７ ） ，２００６ 年 ６ ． ４９ ６ ． ２ ３

职业和技术工人在劳动力中 的 比重 ３ ． ５８４ ． ２８

科学和数学教育质量 Ｕ ７ ） ，２ ００６ 年 ６ ． ４０ ５ ． ５ ３

员工培训 （ １ ７ ） ，２００６年 ４ ． ６５ ４ ． ８７

教育管理质量 （ １

－

７ ） ，
２００６ 年 ２ ． ３ ７ ４ ． ３９

人才流失 （ １

－

７ ） ，２００６年 ９ ． ７４ ６ ． ６７

二、 政治改革和外交转型的压力

卡塔尔属于世袭君主政体 ， 国家权力集中在 以埃米尔为首的王室高级成员手中 。

１ ９９ ５ 年 ， 哈马德就任埃米尔 ， 在他统治的近 ２０ 年中 ， 采取 了
一

系列积极措施 ， 推动

卡塔尔政治改革 ， 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放宽对言论的限制 。 例如 ， 解散 旧信息部 ，

取消 了严格的言论审查制度 ， １ ９９８ 年 ， 卡塔尔宣布制定新宪法 ， 新的永久宪法于 ２００４

年生效 。 新宪法承诺建立
一

个 由 ４５ 名成员组成的
“

咨询委员会
”

， 其中三分之二的成

员 由选举产生 。 ２００ ３ 年的永久宪法赋予 了妇女投票权 ， 但新宪法颁布的十年之 内 ， 卡

塔尔在执行相关条款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 《愿景 》 中提出 ， 卡塔尔希望建立
一

个提升公民 ， 特别是妇女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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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软实力是卡塔尔近年来外交转型 的 的突破 口 。 卡塔尔在 《愿景 》 中对未来在

地区和 国 际社会中 的角 色进行 了 定位 。 在地区层面 ， 卡塔尔希望增强区域 内 的建设性

作用 ， 特别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 、 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组织框架 内发挥作用 。 在 国际

层面 ， 卡塔尔承诺通过政治倡议和人道主义援助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 出贡献 ， 加强与

其他文 明 的交流 ， 实现不 同宗教和文化的共存 。

７

从 １ ８６８ 年现代卡塔尔初步形成到

１ ９ ７ １ 年脱离英 国 的保护而正式独立这段时间 ， 卡塔尔依赖英国 的军事保护 。 １ ９ ７ １ 年

英国结束 了在海湾的保护 国制度后 ， 美国主导下 的伊朗
－

沙特双支柱构架成为海湾权

力格局 的主要模式 。

４

卡塔尔默认 了沙特在阿拉伯半 岛 的主导地位 ， 并积极寻求美 国

的安全庇护 ， 成为 了美 国 在海湾地区 的重要军事盟友 。 １ ９９５ 年至 ２０ １ ３ 年 ， 埃米尔哈

马德致力于将卡塔 尔打造成
“

新兴 国家
”

， 采取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 ， 在地区 内脱离

沙特的领导 。 这
一

时期 ， 卡塔尔奉行
“

小 国大外交
”

政策 ， 在 国际冲突 中充当 中立的

调解人 、 建立半 岛 电视台 、 开展对外援助成为卡塔尔执行外交政策的三大工具 。 但作

为
“

小 国
”

， 卡塔尔 的军事能力 、 经济总量 、 人 口 、 国土面积等硬实力资源有限 ， 不

及邻 国沙特 ， 且卡塔尔与沙特在宗教 、 文化 、 政治制度 、 历史传统 、 经济发展模式方

面拥有相似的 国情 ， 且都面临 国家转型的压力 ， 因此 ， 能否开辟独特的外交道路是决

定卡塔尔 区域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之
一

。

三、 外籍劳动力的大量涌入

控制外籍劳动力的规模 、 提高劳动力质量是 《愿景 》 中提及的转型 目标之
一

。 在

油气经济发展的时代 ， 卡塔尔城市化速度较快 、 大型投资项 目 和政府支 出增加较多 ，

这些因素为卡塔尔吸引 了大量的外籍劳动力 ， 其 中包含数量较少的高技术劳动力和大

批非技术劳工 。 大量涌入的外籍劳动力对卡塔尔的经济发展质量 、 人 口结构 、 社会传

统文化带来挑战 。

首先 ， 卡塔尔的私营部 门严重依赖外籍劳工 ， 本国公民主要在公共部门就业 。 据

统计 ， １ ９７ ０ 年卡塔尔的劳动人 口仅 ４ ．８ 万人 ， １ ９８６ 年为 ２０ 万人 ， １ ９９ ３ 年上升至 ３０ ．５

万人 ， 其中外籍劳工在卡塔尔劳动力总数中 的 比重分别为 ８ ３ ． ３％ 、 ８９ ．５％和 ９０ ．１ ５％ 。

ｓ

此外 ， 卡塔尔本国公民受教育程度低 ， 无法胜任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 。

＾
企业更愿

意招收来 自海外 的高技术人才或雇佣外来劳工降低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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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外籍劳工的涌入使卡塔尔人 口 的年龄结构 比较年轻 。 根据世 界银行的统计

数据 ， 自上世纪 ７ ０ 年代 以来 ， 卡塔尔 １ ５ 岁 至 ６４ 岁 人 口 占 总人 口 的 比重从 １ ９ ７ ０ 年的

６ ２％增长至 了２ ００ ５ 年的 ７ ８％ 。 年轻的 人 口 结构为卡塔尔带来 了 人 口 红利 ， 但也可能增

加就业和升学压力 ， 引 发抗议游行 ， 不利于社会稳定 。 但 由 于 油气 行业并非劳动密集

型产业 ， 单
一

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 因此 ， 改善 国 民教育 、 提供职

业培训 、 推动产业 多 元化是 为快速增长的人 口 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 。

第三 ， 数量庞大的 外籍劳工给卡塔尔的文化传统 、 社会稳定性带来挑战 。 卡塔尔

国 内有相 ｆｒ人 比例 的非阿拉伯 国家劳工 ， 这部分移 民卡塔尔的阿拉价
－

伊斯兰属性受

到冲击 。 例如 ， 许 多 从事家政服务 的工人来 自 东南亚 国家 ， 潜移默化地影响雇主家庭

的生活方式 。 部分卡塔尔 的家庭教师来 自 埃及 、 约旦等阿拉伯 国 家 ， 许 多卡塔尔 儿童

的阿拉们语受到埃及 、 约旦方言 的影响 。 《愿景 》 指 出 ， 卡塔尔快速发展的经济 、 不

靡■长的外籍 人 丨
１ 、 现代的工作模式给卡塔尔 的传统带来的挑战 ，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

平衡是卡塔尔 国家愿景需要解决的 问题之
一

。

？

图 １ ： １ ９ ７ 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卡塔尔 的人 口年龄结构

１ ５ 岁 至 ６４ 岁 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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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岁至 ６ ４ 岁 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

第二节 卡塔尔教育战略的国际化转向

卡塔尔 的现代教育起步晚 ， 在 国 家独立之前 ， 仅有部分 男性可 以在私塾 中学习 古

兰经和宗教知识 。 １ ９ ７ １ 年至 １ ９ ９ ５ 年 ， 卡塔尔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教育战略 ， 确立 了教

育管理部 门 和教育体制 ＝ 佾随着 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 ， 卡塔尔于 １ ９９ ５ 年

至 ２００ ８ 年多 次尝试教育改革 ， 试图解决教育成果与 国家发展需求之 间不匹配的矛盾 ，

这
一

阶段 ， 卡塔尔有限度地参与 了 国 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 如聘请美国智库评估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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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教育机构 。 但改革的成效有限 ， 卡塔尔的教育管理 、 教育补助 、 教育体制 、 劳动

力就业等方面仍存在许多 问题 ， 无法为 国家转型提供充足 的高质量劳动力 。 ２００ 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颁布 《卡塔尔 国家 ２０ ３０ 愿景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６ ）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９ ２０２ ２ ） 》 和 《卡塔尔 国家教育课程总体框架 》 ， 将发展

国际化的教育作为支持卡塔尔国家转型的支柱之
一

。

一

、卡塔尔的教育发展历史

国 家独立之前 ， 卡塔尔没有 明确的教育战略和 目 标 ， 也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 教

育主要是为 了服务初步发展的石油经济 ， 并通过国 民教育培养医生 、 工程师 、 教师等

满足 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 。 伊斯兰教是影响 当时教育观的主要因素 ， 宗教研究和

阿拉伯语是教育 的主要 内 容 ， 教育被用来增强民族认 同感和 归属感 。 乜０ 世纪 ５ ０ 年

代以前 ， 私塾 （４ １

） 是最主要 的教育场所 ， 学生学 习 的 内 容仅限于古兰经和其他伊

斯兰教的知识 。 〗 ９４９ 年至 １ ９ ５ ４ 年 ， 卡塔尔仅开设 了 几所男校 。 １ ９ ５ ５ 年 ， 卡塔尔建立

了 知识委员 会 １ ９ ５ ７ 年更名为教育部 ， 负责在全 国范围 内普及学校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卡塔尔确立 了包含初级教育到中学教育的教育体系 ， 包括 ６ 年制小学 、

３ 年制预科教育和 ３ 年制中学 。 ］ ９６７ 年 ， 第
一

所职业男校开办 ， 专注于商科 。 １ ９７０

年 ， 卡塔尔第
一

所女子学校落成 。

＠这
一

时期 ， 卡塔尔的教育体系 尚未包含高等教育 ，

希望接受高等教育 的卡塔尔学生选择前往其他国家就读 ， 卡塔尔政府为这些学生提高

经济资助 。 这
一

时期 ， 卡塔尔 的教材 、 课程和教学理念方面受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影响

较大 。 卡塔尔为数不多 的学校采用埃及的教学模式 ， 教材和课程设置采用埃及 、 叙利

亚和沙特的经验 《 宗教研宄的教材来 自 于沙特 ， 不免受到沙特瓦哈 比主义意识形态的

渗透 ， １ ９ ５２ 年至 １ ９ ５ ３ 年 ， 来 自埃及的穆兄会领袖阿 卜杜勒 ？ 巴迪 ？萨克尔担任卡塔尔

的文化顾 问和教育主管 ， 全权负责课程的制定和教师的聘用 ， 因此 ， 当时卡塔尔 的教

育体系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

？

１ ９７ １ 年至 １ ９９ ５ 年是卡塔尔教育战略初步形成的时期 。 卡塔尔教育部负责改革教

科书和课程 、 增加学校数量 ， １ ９７２ 年至 １ ９７３ 年 ， 卡塔尔召集 了
一

个 由教师组成的委

员会 ， 编写符合卡塔尔 国家教育需求的教科书 ， 教育部在未来的十年内对教科书进行

了 多次修改 。 丨 ９７８ 年 ， 卡塔尔拥有 了独立的课程与教学大纲 ， 并确认了私立学校的合

法性 ， 自 此 ，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于卡塔尔 的教育系统中 。 １ ９ ８３ 年 ， 卡塔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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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一

个书面教育政策 ， 明 确传达 了 教育的原则和 目 标 。 教育政策规定每个卡塔尔 公

民平等地享有教育权 ， 必须在正规学校完成 ６ 年的初等 义务教育 。 卡塔尔 的各级教育

均免费 。 教育的总体 目 标是在维护 国家宗教传统 、 民族认同 的 同时构建
一

个知识社会 ＝

１

根据卡塔尔教育部在第 ３ ５ 届 国际教育会议上递交的 《卡塔尔教育 发展报告 》 ， 卡塔

尔于 １ ９ ８ ９ 年批准 了
“

中等教育 多样性项 目
”

， 将 中学教育分为普通中学教育和科学中

学教育 ，

一

类是物理 、 数学 、 化学 、 生物学 、 美术 、 语言等课程 ， 另
一

类包括商业 、

护理 、 农业 、 印刷等学科 ， 但该项 目 由于教育部换届而未能实施 。 就高等教育而言 ，

卡塔尔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才开始筹办高等教育 ， 随后 ， 卡塔尔高等师范学院 、 卡塔尔

大学等学校落成 。 这
一

时期 ， 阿拉伯 国家是卡塔尔最主要的教育合作伙伴 ， 这
一

时期

卡塔尔 的教师大多来 自 埃及 、 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阿拉伯 国家 。

为 了适应不断变化的 国 际格局 ， 让教育更好的服务于 国家 发展 ， 丨 ９９ ５ 年至 ２ ００ ８

年 ， 卡塔尔积极探索教育改革 。 卡塔尔 曾在 １ ９９６ 年 、 １ ９９７ 年 、 １ ９９９ 年尝试对教育 系

统进行改革 。 ９ ００ １ 年邀请兰德公司评估并改革卡塔尔 的公共教育体系 。 ２００２ 年 ， 卡

塔尔宣布采用新的教育 系统
“

新时代教育
”

。 该系统下的学校在接受政府的指导和 资助

的同时拥有较大 自 主权 ， 学校有权发展独特的教学理念 ， 开办特色课程 。 同年 ， 卡塔

尔最高教育委员会成立 ， 取代教育部 ， 成为了 负责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最高部

门 。 最高教育委员会负责制 定核心科 目 、 评估教育成果 、 监督学校课程的开展情况 。

１ ９９５ 年至 ２ ００ ８ 年 ， 卡塔尔初步尝试与教育卡塔尔开始设立专 门机构对接对外教育交

流 。 例如 ， ］ ９９ ５ 年 ， 卡塔尔教育 、 研究和社区基金会成立 ， 该基金会与乔治城大学 、

西北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合作 ， 在卡塔尔建立分校 。 １ ９９ ５ 年卡塔尔基金会成立 ， 支持

卡塔尔对外教育交流 。 ２ １ 世纪初 ， 卡塔尔聘请兰德公司评估卡塔尔的教育质量 ， 并制

定改革方案 。

二 、 卡塔尔的教育战略无法满足国家转型的需求

经过 ４０ 余年的不断探索与改革 ， 卡塔尔在 ２００８ 年已经拥有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体

系 ， 并有限度的参与到 了 国 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中 。 但当时的教育模式与水平并不足 以

支撑卡塔尔的 国家转型 。 从教育管理质量来看 ， ２００６ 年 ， 卡塔尔教育管理质量指数仅

有 ２ ． ３ ７ ， 公民接受教育 的费用高 ， 选择性不多 ， ２００６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为 ３ ． ８４ 。

＇

Ｍ ａｒ
ｙ
ａｍＡｈｍ ｅｄａ ｌ

－Ｍ ｕｔａｗａ ． ２０ １ ８ ．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ｏ ｆ Ｅｄｕｃ 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ｆｏ ｒｍ ｉｎＱａ ｔａｒ ：ＡＳ ｔｕｄｙｏｆ Ｓｈ ｉ ｆｔ ｉｎｇ Ｉ ｄｅｏ ｌ ｏｇ ｉ

ｅ ｓ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Ｄ ｅｂａ ｔｅｓ ， ａｎｄＧ 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 ｔ 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ｓ ，

ｐ
． ７ ３ ．

」

笔者注 ： １ ９９６ 年 ， 卡塔 尔教育部 门成立 了
一

个改革委员会 ， 就卡塔尔教育存在的 问题和改革措施提交 了 两份报

告 。 丨 ９９ ７ 年 ， 卡塔尔最高教育委 员会发布题为 《卡塔尔公共教育发展战略建议 》 的报告 ， 然而上述研宄结果未能

提 丨
丨

１

， 切实可行 的 迚议 。 １ ９９９ 外：

， 卡塔尔教竹 部发布 丫
“

２ ００ ０ 年至 ２ ０ 丨 ０ 年卡塔 尔教育战略
’ ’

， 汛点足教 竹赋权 ， 似

该战略未能落 实

１ ６



＇

卡塔尔缺乏系统性的教育支持和评价系统 ， 缺乏覆盖面广 的教育补助系统支持公 民

接受各类教育 ， 教学成果评估没有与 国际接轨 ， 无法判定 国 内教学水平是否处在 国 际

前沿 。 从教育体制 的设置来看 ， 职业教育 的质量和数量较低 ， 很少
一

部分学生会选择

接受职业教育并从事相关工作 ， ２００４ 年职业和技术工人 占总劳动力指数仅为 ３ ． ５ ８ 。

２

为 了使教育事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持国家转型 ， ２ ００ ８ 年卡塔尔在 《愿景 》 中将教

育 国 际化提升为国家战略 。 《愿景 》 中 明确指 出 ： 卡塔尔 国家的成功将越来越取决于

在全球知识经济 中 的竞争能力 ， 即建立世界
一

流的教育体系 。 具体 目 标如下 ： 丨 ） 在

王室 的领导下建立完善 、 独立和能够 自我管理的教育机构 ；
２ ） 公共和私营部 门合作

为科学研宂提供资金 ；
３ ） 与 国际组织和 国 际研宄中心展开合作 ；

４ ） 在文化和科研领

域发挥 国 际作用 ； ，Ｉ后 ， 卡塔尔发展规划与统计部颁布 了 《卡塔尔 国 家 发展战略

（ ２０ 丨 卜２０ １ ６ ） 》 和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８
－２０２２ ） 》 （ 下文称国家发展战略 ） ， 就

教育基础设施 、 教育评估 、 学生就业能力 、 教师招聘 、 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确立 了 发

展 目 标 。 上述文件对卡塔尔 的教育发展提出 了新 目 标 。 在教育和培训体系方面 ， 卡塔

尔 明确 了将加强各阶段数学 、 科学和英语专业的学习 ， 使课程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

求 ， 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 ， 鼓励青年和女性的就业 ， 增强这部分人在私营部 门 的参与 。

在教育管理方面 ， 卡塔尔的 目 标是让所有卡塔尔学生能够负担起学费 ， 扩大私立学校

和公立学校的数量 ， 给予公 民更多的选择权 。 在科研层面 ， 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 ， 建

立数字经济 ， 并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融入教育 中 。 在传统文化层面 ， 主张将卡塔尔传统

贯穿到 各阶段的学习 中 ， 在与 国际交流的 同时保持公 民独特的卡塔尔身份和属性 。

＇

２０ １ ６ 年 ， 卡塔尔最高教育委员会启动 了 《卡塔尔 国家教育课程总体框架 》 ， 这
一

文件

成为卡塔尔课程改革的指导文件 ， 旨在培育全球化时代下的公民 。

三、 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制度和资金保障机制

卡塔尔 的教育事业 由教育和高等教育部负责 。

＃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 最高教育委员会负

责管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在 内 的各级教育系统 ， 下属十个部 门 ， 最重要的三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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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咨注 ： ２００２ 年 ， 卡塔尔Ｍ高教育委 员会成立 ， 负 贵符理卡坍尔 的教竹 系统 厂 取 教 戒的职如 。 ２ ０ １ ４

化 ， 教竹委员会更名 为教竹 和高等教育委 负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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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是 的教育研宄院 （ ｔｈ ｅ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Ｉ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 负责管理半独立学校 ， 制定课程标准 。 教

育评价研究院 （ ｔｈｅ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 ｏｎ 丨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 负责对全 国 ｋ－

１ ２ 学校的教育情况进行评估 ，

为教师颁发资格证 。 高等教育研宄院 （ ｔｈ ｅ Ｈ ｉ

ｇ
ｈ 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 负责处理学生 申

请入学的事宜 。 卡塔尔王室在教育 国 际化战略 中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 ， 卡塔尔埃米尔批

准教育合作计划 、 教育援助承诺 ， 并在 国 际或地区大型会议上宣布卡塔尔 的教育合作

倡议 ， 卡塔尔教育至上基金会主席莫扎王妃是教育事业的重要倡导者 ， 她领导 的教育

至上基金会致力于保障全世界儿童接受初等教育 的权利 。 卡塔尔王室成员 ， 特别是女

性成 员投身于教育事业 ， 体现了卡塔尔 的性别平等意识 ， 展现了 王室 的亲和力和人文

关怀 ， 帮助卡塔尔统治者在世界范围 内树立 良好形象 。

卡塔尔强大的财政实力为教育 国 际化战略提供 了 资金保障 。 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

卡塔尔 的平均年教育支 出 占其 ＧＤＰ 的 ３ ． ３ ８％ ， 最高可 占 当年 ＧＤＰ 的 ４ ． ５
°
／。 。

１

：

２０２０ 年 ，

卡塔尔 向教育部 门拨款 ６０ ． ７ 亿美元 ， 占总预算的 １ ０ ． ５％ 。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 的数

据 ， 到 ２０２３ 年 ， 私立教育市场预计将增长到 ２４ 亿美元 此外 ， 卡塔尔拥有专 门

的基金会支持教育项 目 的执行 。 丨 ９９ ５ 年哈马德埃米尔和莫扎王菲成立的卡塔尔教育 、

科学和社区 发展基金会是执行教育改革 、 落实教育政策和资助教育事业的重要机构 。

在 中小学教育层面 ， 基金会与兰德公司共同完成 了ｋ－

１ ２ 教育 系统的评估和改革 ， 并

为
“

学术桥梁计划
”

等项 目 提供资金 。 在高等教育层面 ， 基金会创办
“

卡塔尔教育城
”

资助国 际名校落地 ， 赞助世界教育峰会 、 卡塔尔伊斯兰研宄学院 、 古兰经植物园 、 哈

马德 ？ 哈利法大学出版社等研宄所和文化事业单位 。 该基金会下设
“

卡塔尔 国家研究

基金
”

， 资助工程技术 、 生命科学 、 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前沿研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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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卡塔尔教育支 出 占 ＧＤ Ｐ 的 比例 （
１ ９ ７ １ 年至 ２ ０２ ０ 年 ）

ｉ

卡塔 尔教育支 出 占 Ｇ Ｄ Ｐ的 比例 （ １ ９ ７ １ 年至 ２ ０２ 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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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 尔教育支 出 占 Ｇ ＤＰ的 比 例 Ｕ ９ ７ １ 年 至 ２ ０ ２ ０年 ）

本章小结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中 期至 ２ ００ ８ 年这段时间 ， 卡塔尔 己经意识到过度依赖油气资源

给经济 、 政治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 并试图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单
一

的发展模式 。 尽

管如此 ， 卡塔尔并未从宏观的层面提 出 国 家转型 的路线与 目 标 ， 因此 ， 改革的成效非

常有限 。 碳氢化合物依然是卡塔尔 国家收入最主要 的来源 ， 国 际油价波动和全球知识

经济的兴起增加 了卡塔尔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 外交转型 的压力要求卡塔尔

挖掘更多 的 资源 ， 增强国家软实力 。 劳动 力结构失衡和本 国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使卡

塔尔 的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外籍劳动力 ， 给卡塔尔 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稳定性带来

挑战 。

卡塔尔 的现代教育起步晚 ， 直到上世纪 ９０ 年代才将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独立

的教育战略确立下来 。 但随着 国 际形势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 ， 卡塔尔于 １ ９ ９ ５ 年至

２ ００８ 年 多次尝试教育改革 ， 试 图解决教育成果与 国 家发展需求之 间 不匹配的矛盾 ，

这
一

阶段 ， 卡塔尔有限度地参与 了 国 际教育交流与 合作 ， 如聘请美 国智库评估和改革

国 内教育机构 。 但改革的成效有限 ， 卡塔尔 的教育管理 、 教育补助 、 教育体制 、 科研

创新等方面仍存在许多 向题 ， 无法为国家转型提供充足 的高质量劳动力 。 ２ ０ ０８ 年 以

来 ， 卡塔尔颁布 《卡塔尔 国家 ２０ ３ ０ 愿景 》 、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６ ） 》 、 《卡

塔尔 国 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９ ２ ０ ２ ２ ） 》 和 《卡塔尔 国 家教育课程总体框架 》 ， 将发展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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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育作为支持卡塔尔 国家转型的支柱之
一

。

２０



第二章 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之
“

引进来
”

为 了解决卡塔尔在教育管理 、 教育 补助 、 教育体制 、 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不足 ， 卡

塔尔通过引入国 际学校和外 国科研机构 、 从国外 引进教师 、 与 国 际社会建立学历互认

机制 ， 迅速实现了教育体系 的高度 国 际化 ， 并将工程 、 电子技术和新能源等前沿科研

项 目 移植到本土 。 为 了更好地利用 国 际社会的教育经验 ， 培育符合 国 际发展潮流的劳

动力 ， 卡塔尔通过参与 国 际标准化考试来评估教学成果 ， 引 进教育券制度 以减轻学生

的教育负担 。 卡塔尔还通过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之
一

、 普及 ＳＴＥＭ 课程 、 完善数字教

育 的基础设施这三类措施鼓励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 国 际教育资源 ， 并 引 导学生更 多地

选择 ＳＴＥＭ 专业 ， 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储备劳动力 。

第
一

节 开展国际化办学和科研

为 了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创新水平 ， 卡塔尔开展 了 国 际化的办学与科研 。

一

方面 ，

卡塔尔吸 引 国 际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卡建立分部 ， ２００８ 年以来 ， 国 际高校在卡塔尔 的

分校更新 了专业设置 ， 新的专业集中在管理 、 金融 、 工程 、 设计等专业 。 卡塔尔加速

批准科研项 目 的落地 ， 这些项 目 专注于新经济 、 物联网 、 可持续发展 、 ＩＴ 、 大数据 、

通信 、 物流等前沿产业 。 此外 ， 卡塔尔 以高福利吸引 了教育和科研人才 ， 并与 国际社

会建立学历互认机制 。

一

、吸引教学和科研机构落地卡塔尔

为 了快速解决教学质量不高 、 课程设置不全面等 问题 ， 卡塔尔开展国 际办学和科

研 ， 将国际经验快速移植到本土 ， 在 国 内创造国际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 。在办学层面 ，

卡塔尔 中小学私立学校的 国际化程度较高 ， 国际学校仅在首都多哈就有大约 ８ １ 所国

际学校 。

０
包括伦敦国际学校卡塔尔分校 、 牛顿 国 际学校 、 爱迪生国际学院 、 卡塔尔

布莱斯学院等学校 ， 英语为教学语言 ， 重视数学和科学教育 。 ２００８ 年 《愿景 》 颁布

后 ， 卡塔尔加快了与世界
一

流高校的合作步伐 ， 西北大学 、 巴黎商学院 、 伦敦大学学

院等名校入驻卡塔尔教育城 。 例如 ， ２ ００８ 年己经在卡塔尔建立分校的 国 际高校扩展

了专业设置 ， 扩展专业主要集中在管理 、 金融 、 工程 、 设计等 。 ２ ０ １ ８ 年 ， 卡塔尔教育

和高等教育部批准 了 卡塔尔 的奥瑞克斯环球学院与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签署 的

ＳＴＥＭ 课程合作协议 ， 课程 内容包含计算机科学 、 土木工程 、 工料测量 、 项 目 管理 ， 该

项 目 于 ２ ０２ ３ 年 １ 月 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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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合作的层面 ， 卡塔尔政府专 门成立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自 由 区 ， 吸 引

跨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卡设立分支机构 。 自 ２ ０ １ ９ 年 以来 ， 卡塔尔 自 由 区 己批准 了 总

价值超过 １ ０ 亿美元的项 目 ， 这些项 目 专注于新经济 、 物联网 、 可持续发展 、 Ｉ Ｔ 、 大

数据 、 通信 、 物流 、 医疗 、 航空 、 网络安全和农业技术等前沿产业 。 ２０ ２０ 年 ， 法国 电

子高科技公司泰雷兹集团与卡塔尔政府签署协议 ， 建立软件开发中心 ， 目 的是提高卡

塔尔在体育赛事和大型集体活动 中 的数字能力 此外 ， ２００９ 年成立的卡塔尔科技园

目 标是成为初创科技企业的孵化器 ， 近十年来 ， 埃克森美孚 、 壳牌公司和俄罗斯石油

公司等 国 际能源 巨头在卡塔尔科技园设立研究中心 ， 专注于环境保护 、 能源安全和地

质研宄 。 此外 ， 公私合作研究是卡塔尔本土高校与上述研宂机构合作的方式之
一

。 以

卡塔尔大学为例 ， 自 ２０ １ ０ 年 以来 ， 卡塔尔大学与埃克森美孚研究院合作开展 了工业

废水再利用 、 海岸线生态保护等科研项 目 。 ２０ １ ５ 年 ， 双方启 动 了埃克森美孚研究学者

计划 ， 支持环境风险评估 、 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宄生参与科研 。

表 ３ ： ２ ００８ 年 以来国 际高校卡塔尔 分校新设专业 目 录
５

学校名称 ｜

主校 区所在新设专业 ｜

开设时 间

地
＂

卡塔尔西北大学美 国

＾

新闻学 、 传播学 ２００８ 年

卡塔尔卡耐基梅隆大美国信息系统专业 ２００８ 年



德州农工大学卡塔尔美 国工程学 ２ ０ １ ０ 年

分校

卡塔尔弗吉尼亚联邦美 国设计学 、 艺术史 、 ２０ １ ２ 年

大学艺术学院 ２０２２ 年

卡塔尔 巴黎高等商学法国医疗保健管理 、 行政工商管理２０ １ ２ 年

院
＂

卡塔尔乔治城大学美国

＾

国 际事务 、 国 际政治经济学２０ １ ５ 年

－

卡塔尔伦敦大学学院英 国阿拉伯和伊斯兰考古学 、 信息２０ １ ０ 年
－

研宄学 、 博物馆学 ２０２ ０ 年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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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续表 ） ：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国 际高校卡塔尔分校新设专业 目 录
＂

学校名称 ｜

主校区所在新设专业 ｜

开设时间

地

阿伯丁大学 （ 本科项英国商业管理 、 会计 、 金融 、 法２ ０ １ ７ 年

巨 ）



律 、 国际关系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英 国计算机科学 、 土木工程 、 工料２ ０２ ３ 年



测量 、 项 目 管理


二 、 髙福利引进海外教育和科研人才

为 了解决卡塔尔公立学校教师短缺的 问题 ， 卡塔尔面向海外招聘优秀教师 。 卡塔

尔非常重视从其他阿拉伯 国家 ， 特别是教育底蕴 良好的约旦 、 埃及和突尼斯等国招募

教授数学和科学的人才 ， 新任教师可 以快速获得卡塔尔的居留权 。

￥在高等教育和科

研层面 ， 卡塔尔对于海外学者和科研人才而 言具有很强的吸 引 力 。

首先 ， 卡塔尔具有 良好的科研环境 。 总体来说 ， 卡塔尔 的科学研发和高等教育还

处于上升期 ， 发展空间大 ， 机会多 ， 卡塔尔政府将 ２ ． ８％的能源用于支持科研 ， 科研

资金相对充分 ， 同等条件下 ， 与在西方国家相 比 ， 研宄者在卡塔尔能够更容易获得科

研资助 ；

？其次 ， 卡塔尔政府给予海外科研人才丰厚的待遇 ， 不仅支付高额的工资 ，

还可以享受工资免税、 交通和住房补贴等福利 ， ２０２ １ 年的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
？

显示 ， 卡塔尔排名第 ３ ６ 位 ， 其 中吸引 力指数为全球第 １ ０ ， 从 ２０ １ ７ 年至 ２０２ 丨 年 ， 卡

塔尔 的海外人才吸引 能力保持在全球前十位 。

〃

三、 与国际社会达成学历互认机制

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 ， 满足公民多样化的受教育需求 ， 卡塔尔与其他国家

建立 了教育学历和学分互认制度 ， 并签署 国际学历互认协议 。 认证范围包括初级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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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 ， 本国公 民的学历认证 由 卡塔尔教育和高等教育部 、 卡塔尔教育 、

科学和社 区发展基金会共同 负责 。 高等教育学 历认证是卡塔尔与 国 际社会建立学历互

认机制 的重要
一

环 ， 除 了沙特 、 阿联酋 、 埃及等国家 ， 卡塔尔还与美 国 、 英国 、 德国

等国建立 了学历互认机制 ， 仅在美 国就有 ６ ７ ７ 所高校受卡塔尔教育部 门认可 。 ２０ １ ９

年 ， 卡塔尔签署 《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全球公约 》 ， 承认在其他缔约 国获得的符合

其高等教育入学基本要求的资 历 以及有记录或经证 明 的学习 ， 缔约 国 亦可使另
一

缔约

国所颁发资历 的持有者的资历能得到评估 。

Ｔ

＇

２ ０２ ２ 年 ２ 月 ， 卡塔尔 、 阿曼 、 约旦 、 摩

洛哥 、 利 比亚 、 毛里塔尼亚 、 也 门签署 了 《阿拉伯 国 家承认高等教育学业 、 文凭和学

位修订公约 》 ， 公布签约 国所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名单 ， 继续承认彼此授予或认可的

学历证书 、 学业资格证 ， 允许证书持有人在签约 国之 内 以同等学力 申请入学 。

８

第二节 根据国际经验改革国 内教育体系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重点对国 内 的教育体系进行 了 改革 。 通过对标 国际标准化

考试 ， 卡塔尔意 图在 国 际层面有 比较学生的学习成果 ， 并根据评估结果设置教学 目 标

和计划 。 此外 ， 为了减轻公 民受教育 的经济压力 ， 提高各阶段的入学率 ， 卡塔尔从瑞

典 、 美 国等 国家的 引 入教育券制度 ， 为本国公民 的各阶段教育提供资金补助 。 第二 ，

为培养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 ， 卡塔尔在各教育阶段均强化了英语教育和 ＳＴＥＭ 课程

教育 ， 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之
一

， 为卡塔尔 中小学生 出 国 留学 、 进入本土 国际高等教

育机构学习 、 用英语开展科研和学 习做准备 ， 卡塔尔还在 ｋ
－

１ ２ 教育阶段普及 ＳＴＥＭ 课

程 ， 培育 中小学生对科研和技术的兴趣 ， 增加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中 ＳＴＥＭ 专业的人

数 ， 进而扩大高技术劳动力 的数量 。 第三 ， 卡塔尔在与 国际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的基础

上开发了本土的数字教育平 台 ， 提升 了数字设备在教育 中 的普及率 ， 使卡塔尔学生能

够足不 出户获得来 自 各国 的网络课程和学习 资源 。

一

、加入国际标准化考试系统和发展教育券制度

通过国际标准化考试 、 建立教育质量监督机构来完善教育评估体系 ， 卡塔尔意在

将本国 的教学成果与 国际教育水平对标 ， 客观评估教学质量 ， 并提 出有针对性的教学

．

目 标和计划 。 在中小学教育层面 ， 数学和科学教育是卡塔尔 的重点评估对象 。 卡塔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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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加的是 国 际数学和科学研宄趋势项 目 （ Ｔ Ｉ ＭＳＳ ：
ｒ和 国际学生评估机制 （Ｐ Ｉ ＳＡｒ 。

《愿景 》 颁布 以来 ， 卡塔尔教育部 门十分重视学生数学和科学素养的提升 ， 并将上述

两项测试的成绩作为评估教学质量和制定课程标准的重要参考 。 卡塔尔教育部门表示 ：

“

卡塔尔在 国 际考试 （ Ｔ Ｉ ＭＳＳ 、 Ｐ Ｉ ＲＬＳ 和 Ｐ Ｉ ＳＡ ） 中 的考试是卡塔尔教育系统与世界其

他国 家的教育进行对 比 的重要指标 ， 卡塔尔参与 的 目 的是借助国 际层面的客观数据来

反映教育系统的优缺点 。

”

２０ ０ ７ 年 ， 卡塔尔学生首次参加 Ｔ ＩＭＳＳ 测试 ， 得分低于 国

际平均水平 ， ２００６ 年 ， 卡塔尔学生首次参加 Ｐ Ｉ ＳＡ 考试 ， 在所有参与 国 中位列倒数第

二
， 经过不断 的努 力 ， 卡塔 尔 四年级学生 的平均分从 ２ ００ ７ 年的 ２９６ 分上升到和

２ ０ １ ５ 年的 ４ ３９ 分 ，
２０ １ ９ 年 ， 卡塔尔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水平终于超过 了全球平均分数

（ ５００ 分 ） ， 但卡塔尔教育部 门认为这样 的进步速度仍没有与政府的教育投入成正比 ，

为此 ， ２０２ １ 年 ， 卡塔尔教育部 门重点审查各级学校的教育实践 、 培训教师 ， 制定 了在

２０ ２ １ 年将 Ｍ ＳＡ 成绩提升 ３ ０ 分的 目 标 。

１

卡塔尔借鉴西方的教育券制度 ， 减轻公 民教育负担 ， 提升各阶段的入学率 。 教育

券理论最早 由美 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米尔顿 ？ 弗里德曼于上世纪 ５ ０ 年代提 出 ， 该

理论主张政府应该为家长发放教育代金券 ， 冲抵部分或全部学费 ， 允许家长 自 由选择

学校 ， 上世纪 ９０ 年代 ， 瑞典 、 美国部分州实施代金券制度 ， 研究表明 ， 由于学生择

校权更大 ， 学校之间 的招生竞争加大 ， 这推动 了 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

￥

从 ２００８ 年开

始 ， 卡塔尔政府借鉴瑞典 、 美国和荷兰等 国家的经验 ， 引入教育券制度 ， 卡塔尔学生

可 以获得价值 ２８０００ 卡塔尔里亚尔的教育券就读私立学校 ， 根据 ２０２２年的最新数据 ，

卡塔尔 己经有 １ １ ７ 所幼儿园和学校加入教育券计划 ， 选择其 中任何
一

所学校的卡塔尔

公 民都获得来 自政府的教育补贴 。

￥

二 、 强化英语和 ＳＴＥＭ课程的教学

英语能力较低是阻碍卡塔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的重要阻碍之
一

。 ２ １ 世纪初期 ，

５

笔者注 ：

＂

Ｔ ＩＭ ＳＳ 项 目
”

成立于 １ ９５９ 年 ， 全称为 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项 目 ， 由 国 际教育 成就评价协会举

办 。 该项 目 是对当代青少年数学教育 和科学教育的重要 国 际 比较研 宂 。

３ 笔者注 ：

“

Ｐ Ｉ ＳＡ 项 目
”

的全称是 国 际学生评估计划 ， 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于 ２０００ 年发起的对全球 １ ５ 岁 学生

的阅读 、 数学 、 科学能力评价的研究项 目 ． 该项 目 每三年举行
一

次测试 。 许 多参与 国根据学生在测试中 的表现
？

反思本 国的教育水平 ，

一

些在测评中取得好成绩 的 国家会成为其他国家学 习 的对 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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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在卡塔尔 的普及率不高 ， 许多学生在 中小学阶段没有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 ，

使得卡塔尔学生进入大学后难 以用英 文进行学习 和科研 。 《愿景 》 颁布后 ， 卡塔尔采

取措施试图平衡阿拉伯语和英语在教育 中 的作用 。 英语是卡塔尔 的通用语 ， 卡塔尔 国

内 ９４％以上的劳动力 由外籍人士构成 。 英语和数学 、 科学 、 阿拉伯语是所有学生的必

修课程 。 ２０ １ ２ 年 ， 卡塔尔教育 和高等教育部规定英语成为了所有 中小学阶段独立学

校的教学语言 。 但这
一

决定在实践 中存在 问题 ， 许多 师生无法立刻适应教学语言 的转

变 ， 且卡塔尔 国 民担心过分强调英语教学可能逐渐削弱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在卡塔

尔年轻
一

代中 的地位 。 随后 ， 卡塔尔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将英语和阿拉伯语共 同作为卡

塔尔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 。

Ｋ

在高等教育层面 ， 由于卡塔尔吸纳 了许多英美高校在卡

建立分校 ， 且本土的高校也将英语成绩作为录取的标准之
一

， 英语几乎是卡塔尔所有

高等教育机构 的教学语言 ， 卡塔尔大学是唯
一一

所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 的大

学 。

本国劳动力素质低 ， 无法胜任高技术工作是过去
一

直困扰卡塔尔 的
一

个 问题 ， 卡

塔尔不得不聘请外籍劳动力 从事高技术工作 ， 使得卡塔尔的经济活动过多 以来外籍劳

工 。 《愿景 》 颁布 以来 ， 卡塔尔加大 了ＳＴＥＭ 课程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普及力度 。 在 Ｋ －

１ ２ 阶段 ， 卡塔尔教育部 门规定科学和数学是学生的必修课程 ， 并鼓励中小学生参与

ＳＴＥＭ 倡议和外展项 目 。 例如 ， 卡塔尔教育部 门联合国 内外高校实施 ＳＴＥＭ 拓展计

划 ， 为公立学校 ５
－

１ ２ 年级的学生提供数学 、 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实践性课程 ， 为学生

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 ＳＴＥＭ 课程做准备 。 例如 ， ２０ １ ８ 年以来 ， 已有 ２ 万名学生参与

了德州农工大学卡塔尔分校举办的 ＳＴＥＭ 活动 。

＠此外 ， ２０２ １ 年 ３ 月 ， 卡塔尔教育和

高等教育部发起
一

项鼓励八年级和九年级中学生报读科学和技术课程的倡议 ， 帮助学

生发掘 自 身的兴趣和能力 ， 提高对科学和技术专业的认知 ， 增加未来 ＳＴＥＭ 专业注

册的学生人数 ， 提高 ＳＴＥＭ 领域劳动力的本地化水平 。

＠在职业教育阶段 ， ２０ ０ ８ 年至

今 ， 卡塔尔扩展了职业中学的 ＳＴＥＭ 课程 。 《愿景 》 颁布 以来 ， 卡塔尔新成立 了卡塔

尔德 贝基卫生职业高中 、 卡塔尔银行研宄与工商管理学院 （ 男女分校 ） 、 卡塔尔男子

中等技术学校 、 卡塔尔女子技术 中学 、 卡塔尔男子科技中学 ， 并在这些学校新增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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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信 、 信息技术 、 护理等专业 。

「

在高等教育阶段 ， 国际高校在卡塔尔建立的分校

提供的课程涵盖工程和通信等专业 。

三 、 引进数字教育系统

《卡塔尔 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６ ） 》 中 明确指 出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卡塔尔教

育和培训 目 标的重要 因素 ， 在教学 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将改善学习成果 、 提高行政

工作的效率 ５
＇

卡塔尔政府根据 国 际经验 ， 为卡塔尔教育部 门制定 了综合的
“

信息和通

信技术战略＇目 的是改善教育管理 、 学 习环境 、 教学方法和 内 容 。 卡塔尔最早的 电

子学 习计划开始于 ２００２ 年 ，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卡塔尔分校 自 成立 以来就配备 了支持

直播课程的 电子设备 ， 卡塔尔校区 的学生可 以与纽约住小区
一

同上课 。 到 ２０ １ １ 年 ，

卡塔尔教育领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 已经取得 了 明显的成就 。 卡塔尔 ９ ３％的 中 小

学接入 了 宽带互联网 ， ７ １ ％的 ｋ－

１ ２ 教育工作者接受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培训 。 ２ ０ １ ５

年 ， 卡塔尔继续教育 办公室与卡塔尔政府技术和服务供应公司 Ｍａ ｌ ｏｍ ａｔ ｉ ａ 建立 了数字

学习 合作伙伴关系 。 ２０ １ ５ 年 ， 卡塔尔 引进埃及 ＩＴＷＯＲＸ 公司开发的互联学习 网关 ，

允许师生在移动设备上进行虚拟学习 。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 了卡塔尔数字教育基础设施

的快速发展 ＝ ２ ０２０ 年 ， 卡塔尔教育部 门推出
“

Ｍｚｅｅｄ
”

在线学习平台 、

“

Ｑ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平台 。

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２ 学年卡塔尔启动 了更先进的学习平台 ，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家庭作

业 、 考勤 、 考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 ， 并制定特色提升方案 。

？
同年 ， 卡塔尔教育和高

等教育部与卡塔尔教育 、 科学和社区发展基金会启动 了
“

Ｒａｓｅｋｈ
”

计划 ， 卡塔尔 国 内 的

ｋ １ ２ 阶段的学生能在此平台上通过在线课堂的方式学习 。

？

本章小结

《卡塔尔 国家 ２０３ ０ 愿景 》 、 《卡塔尔国家发展战略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６ ） 》 和 《卡塔尔 国

家发展战略 （ ２０ 〗 ８
？

２０２２ ） 》 颁布后 ， 为了解决卡塔尔在教育管理 、 教育补助 、 教育

体制 、 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不足 ， 卡塔尔着力打造现代化 、 国际化的教育体系 ， 引进国

际教育先进经验 。 在开展国 际化办学与科研层面 ， 卡塔尔与英国和美 国 的学校签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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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 ， 在卡塔尔创办校区 ， 国 际学校涵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 。 卡塔尔为外籍

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高福利和薪资 、 充足的科研资金 ， 提升 了卡塔尔 的海外人才吸 引

能 力 ， 为卡塔尔 的教育和科研提供 了 强大的师资力量 。 此外 ， 卡塔尔与跨国企业和科

研机构合作 ， 在卡设立分支机构 ， 开展新能源开发 、 资源保护和利用等前沿研宄 ， 支

持卡塔尔 的大学生参与科研 。 第二 ， 卡塔尔还根据国 际社会的经验对 国 内 的教育体系

进行 了 改革 。 在教育评估层面 ， 卡塔尔参与数学 、 科学和阅读方面的 国际标准测试 ，

根据测试结果评估卡塔尔学生的学 习 成果 。 在教育补助层面 ， 卡塔尔借鉴西方国家的

教育券制度 ， 将 丨 ００ 多所幼儿园和学校纳入教育券计划 ， 选择其中任何
一

所学校的卡

塔尔公 民都获得来 自政府的教育补贴 ， 减轻公 民入读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压力 ， 给

予学生更 多 的选择权 。 在课程设置层 ， 卡塔尔强化了英语的教学 ， 甚至 曾
一

度将英语

确立为教学语言 ， 目 的是希望卡塔尔的中学生能够更快地适应国际化的高等教育 ， 提

升公 民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完成率 。 同时 ， ＳＴＥＭ 课程在各个教育阶段得到 了普及 ，

科学和数学成为必修课 ， 鼓励中学生和职业教育阶段的学生修读 ＳＴＥＭ 课程 ， 以提

升本国 民众的技术运用 能力 ， 增强技术劳动力的本地化水平 。 第三 ， 卡塔尔教育领域

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 己经取得了 明显的成就 ， 卡塔尔学生的计算机普及率超过 ９０％ ，

能够利用数字系统与 国外学校同步接受在线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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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之
“

走出去
”

在 国 内推行教育体系 国际化的 同时 ， 卡塔尔积极融入 国 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 通过

积极融入全球教育合作议程 、 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 实施教育援助等方式 ， 卡

塔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 此外 ， 卡塔尔开展海外宗教研宄 、 资助穆斯林群体的教

育 、 投资美 国智库和高校 ， 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相关的决策制定 ， 树立温和 的伊斯兰形

象 ， 增强与欧洲穆斯林群体的跨国联系 。 卡塔尔还资助本 国学生在海外的实 习 和科研 ，

鼓励学生接触前沿科研成果 。 同时 ， 通过主办 国 际教育峰会 ， 卡塔尔试图将
“

教育
”

这
？

关键词与 自 身的 国家形象紧密相连 ， 使教育成为国家品牌之
一

。

第
一

节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卡塔尔推动教育事业与 国际接轨的方式之
一

。 卡塔尔借助联

合 国等 国 际组织平 台 ， 落实教育合作项 目 ， 提 出教育新倡议 ， 积极融入全球性的教育

议程 。 其次 ， 卡塔尔十分重视在阿拉伯世界 内 开展教育合作 ， 通过推动教育
一

体化的

方式提升在阿拉伯世界的教育领导力 。 第三 ， 依托强大的财政实力 ， 卡塔尔通过实施

教育援助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 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南方 国家是教育援助资金的主要接收

者 。

一

、以联合国为平台推动融入教育合作倡议

借助 国际组织的平台 ， 卡塔尔积极融入全球性教育合作议程 。

一

方面 ， 通过与联

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合作 ， 推动教育合作和援助项 目落地 。 卡塔尔积极响应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倡议 ， 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千年发展 目 标 。 卡塔尔
“

教育

至上基金会
”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 加强中东和南亚等地的初级教育 ，

２０ １ ２ 年 ， 卡塔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伊拉克启动教育项 目 ， 招收了三万七千多名

学生 ， ２０ １ ４ 年 ， 卡塔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启动基础教育项 目 ， 在老

挝 、 緬甸和泰 国等地招收 了５ 万多名 失学儿童 。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 以来 ， 全世界有超

过 １ ７ 亿人的教育受到冲击 ，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 卡塔尔发展基金 、 伊斯兰团

结发展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举办 了
“

教育和疫情艰难时期
”

高级别线上会议 ， 探讨如何

解决教育资金短缺 、 保障边缘群体受教育权等 问题 。

另
一

方面 ， 卡塔尔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 台发声 ， 呼吁增强对教育事业的关

注 。 ２０ １ ９ 年 ， 卡塔尔倡议将每年的 ９ 日 ９ 日 设立为
“

保护教育免受攻击 国际 日
”

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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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联合国大会上顺利通过 ， 该提案 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冲突地区少年儿童受教育 的

权利 。 卡塔尔 以联合 国为平 台 ， 积极为全球教育事业的 发展建言献策 ， 对于塑造卡塔

尔重视教育的 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 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成立 ５ ０ 周年之际 ，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发布文章 ， 称赞卡塔尔是
“

２０ ３ ０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 标
”

中教育

议程的重要合作伙伴 。

Ｔ
＇

二 、 将教育塑造成国家品牌

通过举办国 际教育交流的主场活动 ， 卡塔尔试图将
“

教育
”

这
一

关键词与 自 身 的 国

家形象紧密相连 ， 使教育成为国家品牌之
一

。 ２００９ 年 由卡塔尔教育 、 科学和社区 发展

基金会发起的世界创新教育峰会 （Ｗ Ｉ ＳＥ ） 是当前教育创新领域最重要的全球论坛之

一

， 每年的峰会都会吸 引 来 自
一

百多个国家的 １ ０００ 多 名教育从业者和决策者的参与 ，

讨论主题围绕教育数字化 、 教育公平等议题展开 。 例如 ， 峰会每年都会评选出六个对

教育产生变革性影响的项 目 ， 以此来推动教育行动的落实和全球教育 的创新发展 。

２

此外 ， 卡塔尔基金会借助峰会平台推广卡塔尔 的
“

教育科技加速计划
”

， 汇集教育创业

领域的专家组成委员会 ， 为具有潜力的教育创业集团提供训练和帮助 ， 目 前 已经为来

自 １ ９ 个国家的 ３ ６ 家企业教育提供服务 。 ２０２３ 年 ， ３ 月 ， 卡塔尔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于

首次举办
“

ＳＴＥＭ 教育峰会
”

， 峰会汇集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 ， 探讨如何提供高效的

ＳＴＥＭ 课程 。

三、 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教育
一

体化

参与阿拉伯世界的教育治理 ， 提升地区领导力和话语权 。 卡塔尔利用阿拉伯联盟

教育 、 文化和科学组织 、 阿拉伯教育峰会等平台推动提升阿拉伯 国家的教育质量 ， 以

此增强在地区教育合作中 的领导力 。 阿拉伯 国家
一

直 以来都是卡塔尔对外开展教育治

理活动的重点区域 ， ２０ １ ０ 年 ， 卡塔尔发起 《阿拉伯世界教育质量多哈宣言 》 ， 主张在

阿拉伯世界制定统
一

的
“

学校 、 教师和学生表现评估系统
”

， 要求签署国制定清晰 、

自 主 、 具有 问责制的教育政策 ， 实现数据透明和共享 ， 该倡议己经得到 １ ７ 个阿拉伯

国家的认可 。

３

通过在阿拉伯 国家 内部提 出制定统
一

的教育服务政策 ， 卡塔尔不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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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阿拉伯 国家教育治理的数字化水平提升 ， 促进阿拉伯 国家教育事业的共 同进步 ， 同

时也增强 自 身在地区 的教育话语权和领导力 。

加强海合会教育
一

体化 。 卡塔尔积极推动海合会成员 国之 间 的教育经验交流 、 支

持联合研宄项 目 ， 资助人才交流 。 卡塔尔教育研宄中心与海湾各国开展联合项 目 ， 实

施海湾各 国数学和理科教科书的统编工作 。 卡塔尔还十分重视海合会 内 部的人才交

流 ， 设立
“

海合会 国家 国 际奖学金
”

， 资助来 自 海合会成员 国 的学生在卡 留学 ， 同时 ，

卡塔尔公 民在其他海合会国家学习 也能得到本国政府的补贴 。

第二节 积极开展教育资助

卡塔尔开展海外宗教研究 、 支持穆斯林群体的教育 ， 强化其 国家形象中 的伊斯兰

特性 ， 并与欧洲穆斯林建立跨 国联系 。 卡塔尔 已为欧美高校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 试图

创造利 己舆论 ， 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 此外 ， 卡塔尔还通过 国 际高校在卡 分校这
一

途

径资助本 国学生 出 国 留学和实习 ， 培养政策相关的人才 。 卡塔尔开展对外教育投资 的

重点领域是社会和人文科学研宄 ， 这
一

系列投资给予卡塔尔
“

软实力
”

的 回报 。

一

、重点 向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援助

卡塔尔高等教育部的数据表明 ， 卡塔尔发展基金会 己经向 ６４ 个国家和地区资助

了 约 １ ０ 亿美元 ， 帮助了１ ０００ 万失学儿童 。

＠
此外 ， ２０ １ ２ 年 ， 卡塔尔王后莫扎发起

一

项名为
“

教育每
一

个儿童
”

的全球计划 ， 目 标是动员 １ ０ 亿美元 ， 支持全球教育 ， 开

发教育融资机制 ， 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 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 ， 卡塔尔 的教育援助

项 目 己经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大洲 。

卡塔尔 的外教育援助呈现了 明显 的宗教和地区偏好 。 卡塔尔
“

教育至上基金会
”

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 ２０ １ ７ 年至 ２０ １ ９ 年之间 ， 卡塔尔教育至上基金会 ６８％的援助资

金流 向阿富汗 、 孟加拉 、 索马里 、 苏丹等伊斯兰国家 。 卡塔尔对外教育援助的另
一

个

重点是全球南方国家 。 卡塔尔
“

教育至上基金会
”

２０ １ ７ 年至 ２ ０ １ ９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

卡塔尔在 ５４ 个国家开展 了教育援助工作 ， 除南美洲的 巴西之外 ， 其余国家均分布于

南亚 、 东南亚 、 西亚和非洲 。 据卡塔尔慈善组织的数据 ， 仅卡塔尔慈善组织
一

家慈善

机构就在在索马里 、 巴勒斯坦和尼泊尔等地投入 了超过 ３８０ 万美元的教育资金 ， 为当

地的教师发放津贴 ， 资助难 民学生等 。 ２０２０ 年 ， 卡塔尔 向马来西亚提供给 了３ ０ 万美

！ 刘元培 ： 《卡塔尔教 育史上的里程碑 》 ， 《阿拉伯世界 》 ， ２ ００ ３ 年 第 丨 期 ， 第 ４ １ 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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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教育援助金 ， 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难 民学生提供 电脑等远程学习 设 备 。

１

图 ３ ．２ ０ １ ７ 年至 ２０ １ ９ 年卡塔尔对外教育援助资金的流 向
^

２ ０ １ ７年至 ２ ０ ］ ９年卡塔尔对外教育援助资金的流 向

（ ％ ）

非伊斯兰 ＿ 家

．一 ６ ８％

■ 伊斯兰 国家非伊斯兰 国家

图 ４ ．２ ０ １ ７ 年至 ２ ０ １ ９ 年累计接收卡塔尔
“

教育至上雄金会
”

教育援助 资金最多

的十个国家 （ 百万 ／美元 ）

？

２ ０ １ ７年至 ２ ０ １ ９年累计接收卡塔尔
“

教育至上基金会
”

援助

资金最多 的十个国家 （ 百万 ／美元 ）

—２ ３ ７ ． ７ ８

尼 日利亚     —

２ ４０ ．９６



２ ６ ３ ．３ ７

巴勒斯坦 — 

２ ７ ２ ． １ ９

－￣￣——— ３２４

巴西 

３ ３ ５ ． １

＿
—  ３ ３ ５ ．７ ２

印度—￣３ ９ ３ ． ２４

  — ——￣—￣—５ １ ５ ．３ ３

巴基斯坦一＿＿＿＿＿＿＿＿＿＿＿＿＿＿＿＿＿＿＿５４２ ．８ ８

０ １ ００２ ００ ３ ００ ４ ０ ０ ５ ０ ０ ６ ００

二 、 资助欧洲穆斯林教育和海外宗教研宄

支持欧洲穆斯林教育 ， 增强穆斯林群体对卡塔尔 的支持 。 《愿景 》 颁布 以来 ， 卡

塔尔利用全方位的工具增强其软实力 ， 穆斯林教育就是其 中之
一

。 在 国 内 ， 卡塔尔教

育部规定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育为 中 小学的必修课 ， 在 国 际教育合作 中 ， 卡塔尔致力

于在强化其伊斯兰特性 ，
２ ０ １ ６ 年 ， 卡塔尔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资助法国 当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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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造学校 ， 教授儿童和青年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 ， 目 前卡塔尔 己经在欧洲建立了

近 １ ４０ 个伊斯兰 中心 ， 其中包括 贝尔福教育和文化 中心 、 斯特拉斯堡伊斯兰文化 中 心

等 。

’

此外 ， 卡塔尔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资助国外研究机构 、 设立海外讲席 ， 举办论

坛等方式增进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客观认识 。 例如 ， ９
＊

１ １ 事件发生后 ， 穆斯林世

界在美国 民众心 中 急剧恶化 ， 为 了 增加穆斯林国 家领导层与美 国政府的合作与对话 ，

提升彼此之间 的相互理解 ， 卡塔尔政府与美 国布鲁金斯研宄所于 ２００４ 年发起 了
“

美

国
－伊斯兰世界论坛

”

， 在此后的历届论坛中 ， 来 自 卡塔尔 、 埃及 、 阿联酋 、 土耳其 、

阿富汗 、 索马里 、 巴基斯坦等伊斯兰 国家的的领导人 、 宗教人士 、 商界领袖和包括美

国总统在 内 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出席会议 ， 讨论的 内 容非常广泛 ， 包括从中 东和平进程、

美 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到互联网 、 新媒体和青年合作等议题 。

２

此外 ， 卡塔尔还与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 围绕当代伊斯兰思想 、 欧洲穆斯林移 民等 问题

展开研宄 ，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宄 中心设立
“

卡塔尔博士后奖学金项 目
”

，

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 围绕美阿关系 、 伊斯兰教等主题开展研究 。

三 、 向美国高校提供经费支持

卡塔尔己经取代沙特 ， 成为向美国 的高校提供最多 资金的 中东 国家 ， 经费主要用

于政策研宄 ＝ ■２００ １ 年至 ２０２ １ 年 ， 卡塔尔 己经通过卡塔尔基金会捐赠 了至少 ４７ 亿美

元 ， 资助领域包括医学 、 网络安全 、 经济 。 所有接受卡塔尔基金会经济援助的高校均

在卡塔尔设立有分校 。 自 ２００ ７ 年在卡塔尔开设分校 以来 ， 西北大学 己经收到 了超过

６ 亿美元的捐赠 ， 截止 ２０ １ ９ 年 ， 西北大学的卡塔尔分校己经获得 了１ １ 笔来 自 卡塔尔

国家研宄基金的赠款 ， 支持的研宄项 目 主要涉及 国家转型政策相关的 问题 ， 例如
“

卡

塔尔的对外援助战略
”

、

“

卡塔尔 民族认 同 的发展
”

、 和
“

卡塔尔 民众对本 国媒体的看

法
”

等 。

＠
２０２ １ 年 ５ 月 ， 哈马斯与 以色列爆发冲突 ， 西北大学和乔治城大学在卡塔尔

校区 的教授们发布公开信谴责以色列 ， 称以色列犯下
“

反人类罪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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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卡塔尔支持海外高校开展的政策研宄项 目 示例
＂

￣

项 目 名称负责 的机构资金数量

国家博物馆与公众的想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 ８ ００ ５ ２ １ 美元

象 ： 卡塔尔 国家博物馆的 校 、 西北大学卡塔尔分

纵向研究校 、 卡塔尔大学 、 普吉湾



评估卡塔尔新兴媒体的参 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 、 西 ４８２９ ８６ 美元

与度 ： 卡塔尔如何利用北大学本部 、 卡塔 尔大

ＡＲ 、 ＶＲ 和其他新兴媒体学 、 罗格斯大学

评估卡塔尔媒体促进公众 卡塔尔西北大学 、 沙迦大未知

对科学理解和参与 的能学、 伯恩茅斯大学

力 ： 问题 、 挑战 、 机遇和

社会政治影响


卡塔尔移动媒体的 内容创 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 、 西

新北大学本部 、 卡塔尔大



学 、 罗格斯大学


＞塔尔的女性赋权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 １ ５００００ 美元

四 、 资助本国公民海外留学和实习

高等教育阶段的海外留学是卡塔尔政府资金支持的重点 。 卡塔尔政府设立留学奖

学金项 目 ， 支持公 民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 高 中毕业后计划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的卡

塔尔公民可 以 向政府 申请
“

卡塔尔奖学金
”

， 卡塔尔教育部 门每两年更新有资格获得

卡塔尔奖学金的 国外大学名单 ， 目 前 己经有 ６５〇 多家高校获得资格 。 ２０ １ ４ 年起 ， 卡

塔尔政府规定 自 费留学的公 民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才可 以在海外接受海外高等教育 ，

以确保留学的 目 的学校已经获得卡塔尔教育部 门 的认可 。 ２００ ７ ２ ００８ 学年 ， 卡塔尔 出

国 留学总人数约为 ２０００ 人 ，
２０ １ ３ ２ ０ １ ４ 学年约为 ４ ３００ 人 ， ２ ０ １ ８ 年 ， 这

一

数据超过 了

９０００ 。

＠
２０２０ 至 ２０２ １ 年学年 ， 卡塔尔有 ８ ５２ ７ 名学生在外留学 。 有 ５６ ２ 名学生在美 国

接受高等教育 、 非学位课程 、 实践培训 ， 其中本科生 ４ ５９ 名 ， 研宄生 ７３ 名 ， 非学位
’

！Ｎ ｅｅ ｔｕ Ａ ｒｎｏ ｌ ｄ ．

 （
２０２２

）
． Ｏｕ ｔ ｓｏｕ ｒｃｅｄ  ｔｏ

Ｑａｔａｒ ： ＡＣａｓｅ Ｓ ｔ ｕｄ
ｙ
ｏ ｆ Ｎ ｏｒｔｈｗｅｓ ｔｅｍｌ ｉ 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Ｑ ａｔａ ｒ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ｎ ａｓ ． ｏ ｒ

ｇ／ｒｅｐ
ｏ ｒｔｓ／ｏｕ ｔｓｏｕｒｃｅｄ

－

ｔｏ
－

ｑａ ｔ ａ ｒ／ ｆｌ ｉ ｌ ｌ

－

ｒｅｐｏ
ｒｔ

■

Ｔ ｒａｄ ｉ ｎ
ｇ 
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

 （
２０２２

）
．

Ｑａｔａｒ－Ｔｏ ｔａ ｌ Ｏｕ ｔｂｏ ｕ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 ｉ ｌｅＴｅｒ ｔ ｉ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 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ａｄ
， ＡＨ

Ｃｏｕｎ ｔｒ ｉｅｓ
，Ｂｏ ｔｈ Ｓｅｘｅｓ ， ｈｔｔｐ ｓ ： ／／ｔｒａｄ ｉ ｎ

ｇ
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 ｃｏｍ／ｑ

ａ ｔ ａｒ／ ｔｏｔａ ｌ

－

ｏ ｕ ｔｂｏ ｕｎｄ －

ｉ ｎ ｔｅｍ 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 ｌｙ
－ｍｏｂ ｉ ｌ ｅ

－

ｔｅ ｒｔ ｉ ａｒｙ
－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ｓ ｔｕｄｙ ｉ ｎ
ｇ

－ａｂｒｏａｄ－

ａ ｉ ｌ

－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ｂｏ ｔｈ －

ｓｅｘｅ ｓ
－

ｎｕｍｂｅｒ
－ｗｂ －

ｄ ａ ｔａ ． ｈ ｔｍ ｌ

３ ４



课程和实践培训 的学生数量为 ３ ０ 名 。 根据卡塔尔 ２０ １ ９
－

２ ０２ ０ 年教育统计概况 ， 出 国

留学的学生更喜欢攻读工程 、 经济与会计 、 工商管理 、 计算机科学 、 政治 、 国际关系 、

医学和法律专业 。

卡塔尔学生在海外的科研与实 习活动主要 由学校层面负责选拔和落实 。 在 国际高

校卡塔尔分校就读是卡塔尔学生获得海外实习和科研的主要渠道 。 在卡塔尔分校就读

的学生可 以 申请前往主校区参加暑期科研和课程 。 例如 ， 以外交学和 国 际事务为主的

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支持学生在 中 东全球事 务委员会 、 美 国驻多哈大使馆实 习 。

１
１

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 以新闻和传播学见长 ， 学生可 以 申请国际组织的新闻实习 。 哈马

德 ？ 本 ？ 哈利法大学资助学生在海湾研宄和发展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 、 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实习 。

本章小结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积极融入 国 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中 。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卡

塔尔推动教育事业与 国际接轨的方式之
一

。 借助 国 际组织的平 台 ， 卡塔尔提 出教育倡

议 、 积极融入全球性的教育议程 。 卡塔尔十分重视在阿拉伯世界 内开展教育合作 ， 通

过推动教育
一

体化的方式提升在海合会范围 内 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教育领导力 。 此外 ，

卡塔尔广泛开展双边与多边援助 ， 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 、 帮助有需要的 国家制定教育

战略 、 培训教师 、 提供教学设备 ， 卡塔尔对外教育援助的重点对象是伊斯兰国家和全

球南方国家 。 其次 ， 卡塔尔开展海外宗教研究 、 支持穆斯林群 的教育 ， 强化其国家

形象中 的伊斯兰特性 ， 并与欧洲穆斯林建立跨国联系 。 由于旋转 门机制的存在 ， 欧美

高校和智库对 国家政策制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 卡塔尔 已为欧美高校和智库提供大量

资金支持 ， 试图创造利 己舆论 ， 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 此外 ， 卡塔尔还通过国际高校

在卡分校这
一

途径资助本国学生出 国 留学和实习 ， 培养政策相关的人才 。 卡塔尔开展

对外教育投资 的重点领域是社会和人文科学研宄 。 卡塔尔还在国 内举办国际教育峰会 ，

邀请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探讨如何解决教育领域的挑战 。 通过举办国际

教育交流的主场活动 ， 卡塔尔试图将
“

教育
”

这
一

关键词与 自 身的 国家形象紧密相连 ，

使教育成为 国家品牌之
一

， 这
一

系列投资将给予卡塔尔
“

软实力
”

的 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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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成效与不足

自 ２ ００８ 年以来 ， 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 的教育 国 际化战略取得 了
一

定的成效 ，

也存在些许不足 。 就教育 国 际化战略的成效而言 ， 卡塔尔 的劳动力素质和教育市场得

到提升和扩大 ， 但劳动力失衡的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的扩展 了卡塔尔

的外交资源 ， 有助于提升卡塔尔 的 国家形象 ， 增强了 国 家软实力 ， 但经济的教育投资

引 发了 欧美国家对卡塔尔 的忌惮 ， 担心卡塔尔 的教育投 资会对西方的价值观造成冲击 。

此外 ， 教育国 际化战略教育 国 际化战略增强 了卡塔尔公 民的性别平等意识 ， 辅助卡塔

尔政府提供教育服务 ， 提升 了教育服务的质量 ， 但国 际化的办学和对英文教学的重视

使民众担忧教育 国 际化战略将对卡塔尔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冲击 。

第
一

节 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成效

在 国家转型的背景下 ， 卡塔尔教育 国际化战略取得 了
一

定的成效 。 首先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对卡塔尔劳动力总体素质 的提升较为明显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使卡塔尔快速将

国际教育经验移植于本土 ， 给予卡塔尔 民众优质 的教育资源 ， 卡塔尔各阶段的入学率

均有明显提升 ， 经济活动人 口增幅明显 。 其次 ， 教育 国际化战略吸 引 了大量的私人资

本进入教育行业 ， 增加 了相关就业机会 ， 提高 了 资金流动率 ， 提升 了教育行业对卡塔

尔国家收入的贡献 。 第三 ， 教育 国际化战略对于卡塔尔外交转型有较大的帮助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拓展了卡塔尔 的外交资源 ， 在海合会 内部为卡塔尔提供 了与其他国家合作

的机会 ， 缓解因地区事务上的分歧而产生的紧张气氛 。 在 国 际层面 ， 卡塔尔大力资助

欧美科研机构和智库 ， 试图影响相关政策制定 。 通过援助伊斯兰 国家 、 支持海外宗教

研宄 、 资助欧洲穆斯林教育的方式 ， 卡塔尔意在塑造温和伊斯兰的形象 ， 增进其他民

族对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的正 向理解 ， 并与欧洲新
一

代穆斯林建立跨 国联系 ， 增强穆

斯林群体对卡的支持 。 最后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增强了卡塔尔公 民的性别平等意识 ， 辅

助卡塔尔政府提供教育服务 ， 提升 了教育服务的质量 。

一

、教育国际化战略提升了卡塔尔的劳动力素质

卡塔尔劳动力 中受教育 的 比例大幅提升 ， 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 。 自 ２００ 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的教育 国际化战略极大地提升 了卡塔尔的教育指数 。 通过高福利和高补贴政策 ，

卡塔尔吸引 了大批科研人才 ， 在人才吸引 能力方面居世界前列 。 教育券制度 、 国 际学

历互认机制让卡塔尔公民在在择校和选择专业时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 允许卡塔尔学生

在国 内入学私立学校 ， 或 申请海外留学 ， 从而
一

定程度上提升 了 公 民的受教育水平 。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提升 了卡塔尔公民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 增加 了本国公 民的就业

３ ６



机会 。 ２００ ８ 年至今 ， 卡塔尔公 民 中 的经济活动人 口 数量增长 了约 ５ ９ ． ５％ 。

；

卡塔 尔学

前教育 、 初级教育 、 中学教育和高等教 ｆｆ 入学率均保持每年上升的趋势 。 高等教育入

学率增长最为 明显 。 ２ ０ ０ ７ －２ ０ ０ ８ 学年 ， 约有 １ ３ ０ ０ ０ 名学生入学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学年 ， 约有

２ ５ ０ ０ ０ 名学生入学 ， ２ ０２ 卜２ ０ ２２ 学年 ， 这
一

数据增长至 ３ ５ ０ ００ ：
５ １

２ ０ １ ３ 年 以来 ， 卡塔

尔 ９ ０％的劳动 力接受过基础教育 ， ８ ０％ 以上的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 。 高素质 的劳

动力 为卡塔尔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 人才储 备 。 卡塔尔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的
“

全球

竞争力指数
”

中位列第 ２ ９ 位 ， 在毕业生技能方面位列第 ８ ， 在未来劳动力技能方面

排名 第 ６ 。

＞

图 ５ ．２ ０ ０ ８ 年至 ２ ０２ ０ 年 １ ５ 岁 以上 卡塔尔 公 民 中 的经济活动人 口 （ 万 ）

２ ００ ８年至 ２ ０ ２ ０年 １ ５ 岁 以上卡塔尔 公 民 中 的经济活动人 口

（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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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一

１ ０ ． ０ ０

ｍ
９ ． ２ ６９ ． ３ ５



二＂

＇

，

７ ． ７ ４

８０ ０６ ． ９ ２

６ ． ０ ０

３ ４ ３ ３ － ６４ ３ ． ７ １３ ． ８４ ３ ． ９３４ ． ０２

４〇 〇、〇 〇 ３ １ ３ ３ １ ３
丄吁 ｊ

＿一“鮮
域

？

２ ． ５ ８２ ． ６３２ ． ７ｊ ２ ． ８ ８
？ ．

２ ． ０ ０

０ ． ０ ０

２ ００ ８年 ２ ００ ９年 ２ ０ １ 丨 年 ２ ０ １ ２年 ２ ０ １ ３年 ２ ０ １ ４年 ２ ０ １ ５年 ２ ０ 丨 ６年 ２ ０ 】 ７年 ２０ １ ８年 ２ ０ １ ９年 ２ ０２ ０年

？－

卩

？

塔尔 公长经济活动 人 丨 丨 数 （ 乃
＇

） 卩

？

塔尔女忡公Ｋ经济活动 人 丨 丨 （万 ）

二 、 教育 国际化战略扩大了卡塔尔 的教育市场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扩大 了卡塔尔 的教育市场 ， 促进 国家经济来源 多样化 。 《愿景 》

颁布 以来 ， 卡塔尔战略重心是 国家转型 ， 人力资本是转型 的重 中之重 。 为此 ， 卡塔尔

増加 了私立学校的数量 ， 在 国 内建立国 际高校的分校 、 科研机构的分部 ， 将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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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入教育 系统为 国 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 此外 ， 卡塔尔在海外投资教育 ， 资助西方高

校和智 库 ， 支持本 国学生前往海外研学 ， 并在 国 内 举办 国 际教育峰会 ， 使 卡塔尔 的教

育事业高度 国际化 。 卡塔尔西化的教育体 系满足 了 国 民和外籍 人士快速增长的教育 需

求 ， 同时也吸 引 了 大量的私人 资 本进入教育行业 ， 增加 了 相关就业机会 ， 提高 了 资金

流动率 ， 提升 了教育 行业对 国 家收入的贡献 。 ２ ０ １ ２ 年至 ２０ １ ８ 年间教育行业对卡塔尔

ＧＤＰ 收入的贡献维持在 １ ．３％
－

２ ．２％之间 ， ｊ ｉ这
一

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

图 ６ ． 卡塔 尔教育 行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 （ ２ ０ １ ２ 年至 ２ ０ １ ８ 年 ）

１

卡塔 尔教育 行业对 Ｇ ＤＰ的贡献 （ ２０ １ ２年至 ２０ １ ８年 ）

２５ ０％
２ ． ２ ０％ ２ ． ２０％

２ ． ０ ０％ 丨 ． ８ （气
＇

 ＞

１ ． ５ ０％ １ ． ３０％
１

１ ． ０ ０％

０ ． ５ ０％

０ ．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

１ ３ ２ ０ １ ３
－

１ ４ ２ ０ １ ４
－

１ ５２ ０ １ ５
－

１ ６ ２ ０ １ ６
－

１ ７２ ０ １ ７
－

１ ８

— 卡塔 尔教育行业对 Ｇ ＤＰ 的贡献

三 、 教育 国际化战略服务于卡塔尔 的外交转型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拓展 了卡塔尔 的外交资源 。 在地区层面 ， 现任埃米尔塔米姆上任

以来 ， 卡塔尔意 图整合多方资源 ， 强化 国 家软实力 ， 在地区竞争中获得优于沙特 、 阿

联酋等 国 的软实力资源 ， 并与其争夺地区领导权 。 卡塔尔积极进取的姿态 引 发 了沙特

等 国 的忌惮 ， 加深了卡塔尔与其他海合会成 员 的裂痕 ， 恶化 了 卡塔尔 的地缘环境 。 为

此 ， 卡塔尔
一

方面通过支持人才交流的方式增加海合会成员 国 民众对卡塔尔 的理解与

好感 ， 扩大卡塔尔与海合会国家交往的辐射源 ， 另＾方面希望增加卡塔尔与沙特等 国

在教育方面的共识 ， 缓解因地区事务上 的分歧而产生的紧张气氛 。 在国 际层面 ， 卡塔

尔大力资助欧美科研机构和智库 ， 增强游说公关能力 。 海湾危机发生初期 ， 卡塔尔经

＇

Ｑ ａ ｔ ａ ｒ Ｄ ｅｖ ｅ ｌ ｏ
ｐ
ｍ ｅ ｎ ｔＢ ａｎｋ ．

 （
２ ０ ２ １

）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Ｓｅｃ ｔｏｒ  ｉｎ

Ｑａ ｔａｒ ．

ｈ ｔ ｔｐ ｓ ： ／／ｗｗｖｖ ．

ｑ
ｄｂ ．

ｑ
ａ／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Ｅ ｄ ｕ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ｅ ｃ ｌ ｏｒ ｉ ｎ Ｑ ａ ｔａ ｒ

＿

ＥＮ ．

ｐｄ ｆ

３ ８



济受到冲击 ， 但卡塔尔仍然在美 国支持 了７ 家智库 ， 帮助卡塔尔开展游说工作 。 ，０２ １

年 ５ 月 ， 哈马斯与 以色列爆发冲突 ， 西北大学在卡塔尔校区 的教授们发布公开信谴责

以色列 ， 称 以色列犯下
“

反人类罪
”

＇ 卡塔尔通过为美 国科研机构 、 高校和智库提

供资金支持的方式 ， 试图制造利 己舆论 ， 甚至影响决策的制定 。 此外 ， 通过主办国 际

教育峰会 、 在 国 际组织 中提 出 教育倡议等方式 ， 卡塔尔试图将 自 身塑造成
一

个重视教

育的 国家 ， 提升 国家形象 。

教育 国际化战略强化 了卡塔尔 国家形象中 的伊斯兰特性 ， 塑造温和 的伊斯兰形象 。

卡塔尔 的对外教育援助呈现 了 明 显的宗教和地区偏好 。 首先 ， 卡塔尔重点援助伊斯兰

国家是 出于增加外交资源的考虑 ， 现任埃米尔塔米姆就任 以来 ， 卡塔尔在地区和宗教

事务上摆脱沙特的影响 、 提升 国际地位的诉求愈发强烈 ， 但卡塔尔没有过多 的宗教资

源可 以与沙特竞争 ， 所 以 ， 卡塔尔就在教育等事务上发力 ， 着重援助伊斯兰 国家 ， 在

伊斯兰世界中树立负责任的 良好形象 ， 增强伊斯兰国家对卡塔尔 的好感 。 其次 ， 在支

持欧洲穆斯林教育 中 ， 与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等国关注欧洲第
一

代阿拉伯穆斯林移 民

不同 ， 卡塔尔重视 向年轻
一

代的欧洲穆斯林传播宗教知识 。 卡塔尔希望通过此类项 目

加强欧洲穆斯林社区 的伊斯兰属性 ， 构建与欧洲穆斯林社区建立跨国联系 ， 增强新
一

代欧洲穆斯林对卡塔尔的支持 。 第三 ， 通过开办
“

美 国 伊斯兰世界论坛
”

、 与欧美研

宄机构和高校开展伊斯兰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 ， 卡塔尔意在塑造温和伊斯兰的形象 ，

增进其他民族对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的正 向理解 。

四 、 教育国际化战略服务强化了卡塔尔教育的社会功能

教育 国际化战略增强 了 卡塔尔教育服务的质量 。 为配合卡塔尔政府为本国学生提

供教育 资金 、 落实教育项 目 和对外教育援助 ， 许多专注于教育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在卡

塔尔成立 。 例如 ，

“

教育至上
”

基金会 、

“

教育每
一

个孩子
”

基金会 、 卡塔尔 国 际基金

会等 。 这类与教育和文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侧重于扫盲 、 职业培训 、 康复训练 、 古兰

经教学 、 为学校提供资助 、 妇女教育等 ， 分担 了政府的提供教育服务的职能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催化 了 卡塔尔新
一

代的公民意识 。 尽管高校的学术讨论常常收到卡塔尔政府

的审查与限制 ， 但欧美高校在卡塔尔的分校仍是探讨人权 、 受教育权 、 政治参与的重

要场所 。 卡塔尔西北大学的学生创办了数字报纸
“

Ｄａ ｉ ｌｙ Ｑ
”

， 报道的 内容涉及人权、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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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权利保障 、 受教育权 、 政治参与等话题 ， 并讨论如何制定解决方案 。 对于学生而言 ，

在高校 中探讨社会热点 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使高校学生成为社会 中 前沿话题的 引 领

者 。

°

教育 国际化战略提升 了 高等教育 中 的性别平等意识 。 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卡塔尔女

性公开对话 、 辩论和社交的新公共空间 。 卡塔尔 的高等教育院校中有来 自 不同 国籍和

文化背景的学生 ， 卡塔尔女性学生在 国 内接受高等教育也可 以实现跨文化交际 。 此外 ，

女性学生在欧美高校卡塔 尔分校接受西式教育使他们能够接触到 国 际社会女权主义

和性别平等主张 ， 从而激发卡塔尔女性参与政治 、 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诉求 。 例如 ， 乔

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的学生创办 了
一

个名为
“

未来属于女性
”

的组织 ， 由 女性专业人

士组成的就业指导小组讨论 了她们在就业市场中 的经历和挑战 ， 女学生们甚至起草 了

一

份有关
“

完善产假制度 、 防止性骚扰和性别歧视
”

的请愿书 ， 呼吁卡塔尔政府关注

女性在就业市场 中面临 的不平等 。

２

第二节 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不足

国家转型背景下的教育 国 际化战略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 首先 ， 教育国 际化战略未

能解决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的 问题 ， 首先是本国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失衡 ， 女性较高的

受教育水平和低就业率严重不匹配 。 其次 ，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不均衡和有限的职业

教育规模导致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有进
一

步失衡的风险 。 卡塔尔的对外教育投资加剧 了

了西方社会对卡塔尔的戒心 ， 卡塔尔支持欧美国家的宗教研究 、 资助欧洲穆斯林的宗

教教育等行为使西方社会担心卡塔尔 以教育的名义宣传其意识形态 ， 对西方的价值观

造成冲击 。 国 际化的办学和对英语学习 的重视使得民众担忧卡塔尔的传统文化和伊斯

兰价值观会受到威胁 。

一

、教育国际化战略未能解决卡塔尔劳动力结构不平衡的 问题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未能解决劳动力产业结构不平衡的 问题 。 尽管卡塔尔在各阶段教

肓 中普及 ＳＴＥＭ 课程 ， 参加 国际标准化测试来提升卡塔尔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水平 ，

但高等教育阶段选择 ＳＴＥＭ 专业的卡塔尔学生的数量有限 。 卡塔尔社会科学类高等

教育毕业生的数量远远大于工程 、 制造 、 建筑 、 自然科学 、 数学 、 统计专业的毕业生

１

Ｗ ｉ ｌ ｓｏｎＣ ｅｎ ｔｅ ｒ ．

 （
２０２ ２

）
． Ｂｏ ｔ ｔｏｍ

－ Ｕ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ｏｃ ｉａ 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ｉｎ
Ｑａ ｔａｒ ．

ｈ ｔ ｔｐ
ｓ ： ／八ｖｗｗ．ｗ ｉ ｌ ｓｏｎｃｅｎ ｔｅｒ ． ｏｒ

ｇ
／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ｂ ｏ ｔ ｔｏｍ －

ａ
ｐｐ

ｒｏ ａｃｈｅｓ
－

ｓｏｃ ｉ ａ ｌ

－

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ｑａ
ｔａｒ

ｔ

，

Ａ ｒａｂＣｅｎ ｔｅ ｒ Ｗ ａｓｈ ｉ ｎ
ｇｔｏｎＤＣ ．

 （
２０２２

）
．Ｗｏｍ ｅｎ

＇

ｓ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Ｗｅｓ ｔｅｒ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ｉｅｓ  ｉｎ
Ｑａ ｔ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ＵＡＥ ．

ｈ ｔ ｔｐ
ｓ ： ／／ａｒａｂＧｅｎ ｔｅ ｒｄｃ ．ｏ ｒｇ／ｒｅ ｓｏ ｕ ｒｃ ｅＡｖｏｍ ｅｎｓ

－

ｅｄ 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ａ ｔ
－ｗｅｓ ｔ ｅｍ

－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ｉ ｅｓ
－

ｉ ｎ
－

ｑ
ａ ｔａｒ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ｕ ａｅ／

４０



数量 。 例如 ， ２００ ８ 年至 ２０ １ ９ 年 ， 从工程 、 制造和建筑专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平均

比例约为 １ ７％ ．

ｐ
自 然科学 、 数学 、 统计学课程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比例超过 ８％ 。

＜从社

会科学 、 商业和法律专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总体 比例大于 １ ０％ ，２０ １ ３ 年 －２０ １ ４ 年 ， 这

一

数据甚至超过 了３ ５％ 。

５

因此 ， 卡塔尔未来的劳动力储备可能存在产业结构不平衡

的 问题 。 这
一

现象的 出现主要有 以下几点原因 。 首先 ， 高等教育过于依赖大学城的 分

校 ， 如前文所述 ，
２００ ８ 年 以来 ， 欧美高校在卡塔 尔 的分校开设的专业更侧重社会科学

和人文艺术研究 ， 例如 国际关系 、 艺术史 、 新闻学 ， 土木工程 、 通信技术等专业相对

较少 。 因此 ， 卡塔尔的学生在 国 内 的大学可选择的 ＳＴＥＭ 专业有限 ＝ 其次 ， 教育 国 际

化战略对于职业教育 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 ， 与 国 际社会的教育合作更侧重高等教育和

研究所之间 的交流 。 卡塔尔 目 前有 ７ 所中等职业学校 ， 仅有 １ ％的卡塔尔 中学生选择

就读职业高中 ， 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１ ５％ 。

？职业技能教育对于劳动力的培养非常重要 ，

职业教育是学生获得关于软件系统 、 数据处理 、 ３Ｄ 打印等实用性技术的重要途径 。

卡塔尔高等教育阶段专业设置的不科学性和职业教育 的薄弱加剧 了 卡塔尔劳动力产

业结构的失衡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未能解决劳动力性别结构不平衡的 问题 。 卡塔尔政府大力推动女

性教育 ， 增加对女性的就业支持 ， 试图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 。 尽管卡塔尔女性教育

取得 了 明 显的成就 ， 例如 ，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 学前教育 、 小学教育 、 预科教育和 中

学教育阶段的所有学校中 ， 女性学生的数量略低与男性学生的数量 ，

＠
而高等教育阶

段 ， 女性学生的数量超过男性学生的数量 ， 且这
一

差距呈加大趋势 。 但受教育的女性

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有效劳动力 ， 卡塔尔女性的高教育水平和就业情况并不匹配 ， 根据

２０ ２０ 年的就业数据 ， １ ５ 岁 以上的卡塔尔女性人 口 中 ， 只有大约 ３ ７％属于经济活动人

口 ， 超过 ６０％的卡塔尔女性属于非经济活动人 口
， 而女性非经济活动人 口 中仅有大约

２ ７％由于正在接受教育而暂时未进入就业市场 。 在与科技相关的行业中 ， 女性的就业

率更低 ， 例如 ， ２０２０ 年卡塔尔公民 中有 ６０８ 位男性投身科技行业 ， 而仅有 １ １ ２ 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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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 民参与其中 。

’

传统性别观使卡塔尔女性的教育成果无法被有效释放 ， 卡塔尔 国

家发展战略 屮提到
“

发挥妇 女在维护家庭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 不可或缺的作 用＇ 卡

塔尔政府仍在着重宣传女性的家庭 角 色 ， 以此来维护本 国 的宗教传统和 文化身份 ＝ 长

塔尔官方在宣传性别平等时有所保留的态度强化 了 许多 民众心 中 的传统性别观 。 根据

卡塔尔大学发布 的全 国调查报告 《对卡塔尔女性参与劳动 的态度 》 ， 卡塔尔 男性公 Ｗ

和阿拉 丨ｆ ｌ 侨 民更倾 向于支持他们 的女性家庭成员在性别 隔离 的环境中工作 。 因此 ， 即

便卡塔 尔妇 女受教育状况 良好 ， 但并未成为有效的劳动力 资源 。

图 ７ ．２ ００８ 年至 ２ ０ ２ ０ 年卡塔尔学校 中 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的数量 （ 不包拈高等

教育 ）

２

２ ００ ８年至 ２０２ ０年卡塔 尔学校 中 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的数量 （ 不包括

高等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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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 ００ ８ 年至 ２ ０ ２ ０ 年高等教育阶段卡塔尔 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的 人数 （ 万 ）

２ ０ ０ ８年至 ２ ０ ２ ０年高等教育 阶段卡塔 尔 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 的 人数

（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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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积极的教育投资或加剧欧美 国家的对卡塔尔的戒心

卡塔尔 的对外教育投资加剧 了 了 西方社会对卡塔 尔 的戒心 。 在欧洲 ， 许 多学者 、

媒体指控 Ｉ

；

？

塔尔 支持穆兄会在欧洲 的活动 ， 资助与穆兄会关系 密切的伊斯兰学者 ， 瑞

士和法 国等 国媒体 曾专 门制作相关纪录片 ， 揭露卡塔尔赞助欧洲穆兄会 的事实 ： 卡塔

尔主要通过卡塔尔慈善机构这
一

组织向 欧洲提供教育援助 ，
２ ０ １ １ 年至 ２ ０ １ ９ 年 ， 卡塔

尔在欧洲 资助 了１ ４０ 多个项 目 著名法国调查记者乔治 ？ 马 尔布鲁诺和克里斯蒂安 ？ 切

斯诺特撰写 了
一

本名为 《卡塔尔如何为法 国和欧洲 的伊斯兰教提供资金 》 ， 公布 了 卡

塔尔 向欧洲 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转帐的支票和公函 ， 并称 ９０％的活动都与穆兄会的

附属机构有关 。 卡塔尔 的 行为被认为是在欧洲购买影响力 ， 控制欧洲大陆的伊斯兰社

会 ， 并与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 、 土耳其和沙特在欧洲展开宗教影响力竞争 。

＝

此外 ， 卡塔尔 的对外教育合作和 资助项 目 也 引 发 了美 国 的警惕 ， 美 国务院称卡塔

尔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渗透美国教育系统 ， 美 国议会称卡塔尔 的行为违反联邦法规 ，

应当接受全面调查 ， 美国教育部则认为 ， 卡塔尔通过教育资助的方式在美国学校的课

堂上传递反犹太主义的思想 。 卡塔尔支持欧美国家的宗教研宄 、 资助欧洲穆斯林的宗

教教育等行为使西方社会担心卡塔尔 以教育 的 名 义宣传其意识形态 ， 对西方的 价值观

造成冲击 。

三 、 教育 国际化战略 引发民众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担忧

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之
一

在卡塔尔 的学校 中越来越普及 。 ２０ １ ２ 年 以来 ， 英语成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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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中 小学阶段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 ， 目 的是让学生在未来跟好地适应 国 际化的的

高等教育卡塔尔 国 民担心过分强调英语教学可能逐渐削弱阿拉伯语和阿拉伯 文化在

卡塔尔年轻
一

代 中 的地位 。 随后 ， 卡塔尔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将英语和阿拉伯语共 同作

为卡塔尔 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 。 在推进教育 国 际化的 同时 ， 卡塔尔教育部 门鼓励在学

术场合中 同时使用英语和阿拉伯语 ， 特别是在工程 、 数学和科学课程和学术论坛使用

阿拉伯语 。 同时 ， 卡塔尔教育部门强调 了阿拉伯语在维护 民族特性中 的作用 ， 卡塔尔

教育部 门规定所有的私立学校和幼儿园必须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纳入教学科 目 中 ，

阿拉伯语 、 伊斯兰教与和卡塔尔 历 史是卡塔尔 Ｉ 至 １ ２ 年级的必修科 目 ， 目 的是增强

卡塔尔儿童的 民族认同和塑造正确的宗教观 ， 减少现代化 、 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对卡塔

尔的 国 家认 同 的冲击 。

ｔ

本章小结

教育是 《卡塔尔 国家
“

２０３０ 愿景
”

》 中 的重点发展领域 ， 自 ２００８ 年 以来 ， 卡塔尔

践行教育
“

引 进来
”

和
“

走 出去
”

的路线 。 经过近 １ ３ 年的发展 ， 卡塔尔 的教育 国际

化战略 己经取得 了
一

定的成效 ， 也面临着部分挑战 。 在经济转型层面 ， 教育 国际化战

略提升 了卡塔尔劳动力 的总体素质 、 扩大了教育市场 ， 但并未解决劳动力性别结构和

产业结构失衡的 问题 。 在政治转型层面 ， 教育 国际化战略对卡塔尔 的外交转型贡献较

大 ， 成为卡塔尔实施外交政策的工具之
一

， 但这
一

行为也引 起了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意

识形态扩张的警惕 。 在社会转型层面 ， 教育 国际化战略扩大了卡塔尔的公 民社会 、 在

年轻
一

代中传播 了 公 民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 ， 但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在卡

塔尔 国 内 的主导地位构成 了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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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２ ００８ 年发布 《卡塔尔 国家
“

２０ ３ ０
”

愿景 》 后 ， 教育 国 际化成为 了卡塔尔 的重点发

力领域 。 在教育 国际化之
“

引进来
”

的道路上 ， 卡塔尔开展 国际化办学与科研 、 根据

国 际教育经验改革 国 内教学体系 ， 吸 引 了 国 际学校和科研机构落地 ， 引 进 了海外教育

和科研人才 ， 与 国 际社会达成了 学历互认机制 ， 利用 国际社会的教育经验 ， 培育适应

知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 。 在在教育 国际化之
“

走出去
”

的道路上 ， 卡塔尔积极参与全

球教育治理 、 开展对外教育投资 、 举办教育 国际会议 。

在近 １ ４ 年的教育 国际化发展中 ， 卡塔尔取得 了
一

定的成效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对

卡塔尔劳动力总体素质 的提升较为明显 ， 卡塔尔各阶段的入学率均有 明显提升 ， 获得

知识技能的受教育者成为劳动力储备 ， 同时 ， 卡塔尔保持着对全球人才的吸引 力 ， 高

素质 人才进入卡塔尔的劳动力市场 ，

一

定程度上弥补高技术类工作对劳动 力 的需求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吸引 了大量的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行业 ， 增加 了相关就业机会 ， 提高 了

资金流动率 ， 提升 了教育行业对卡塔尔 国 家收入的贡献 。 教育 国 际化战略对卡塔尔 的

外交转型贡献较大 ， 丰富 了卡塔尔的软实力资源 ， 成为卡塔尔实施外交政策的工具之

一

。 此外 ， 教育 国际化战略在年轻
一

代中传播了 公 民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 ， 并提升 了

政府的教育服务质量 。

但是 ， 国家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战略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 首先 ， 教育 国际化

战略未能解决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的 问题 ， 首先是本国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失衡 ， 女性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低就业率严重不匹配 。 其次 ，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不均衡和有限

的职业教育规模导致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有进
一

步失衡的风险 。 卡塔尔 的对外教育投资

加剧 了 了西方社会对卡塔尔 的戒心 ， 卡塔尔支持欧美国家的宗教研宄 、 资助欧洲穆斯

林的宗教教育等行为使西方社会担心卡塔尔 以教育的名义宣传其意识形态 ， 对西方的

价值观造成冲击 。 国 际化的办学和对英语学习 的重视使得民众担忧卡塔尔 的传统文化

和伊斯兰价值观会受到威胁 。

卡塔尔的教育国 际化战略为其国家转型带来 了成效与挑战 。 作为
“

小国
”

的卡塔

尔如何挖掘可利用资源实现国家转型 ， 卡塔尔 国家转型 中 的教育战略是否适应国家转

型需求的发展将对未来卡塔尔发展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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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〇ｊａｌ ｌ Ａａｓｋ
ｊ
ｊ ｌ

ｊ
ｌｕ ｉ ｌ ． ２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 ． ｐｓａ ．ｇｏｖ ．ｑａ／
ａｒ／ｎｄｓ 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ｓ／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 ｓ ／ＮＤ Ｓ

＿

２ ０ １ ｌ

＿

Ｍ ａｙ
＿

１ ８
＿

ｆｉｎ ａ ｌ

＿

Ｉｏｗｒｅ ｓ

‘
．ｐｄｆ

ｈ ｔｔ
ｐｓ ：／／ｗｗｗ ．

ｑ
ｆ．ｏｒｇ ．ｑａ

／ａｒ／ａｂｏｕ ｔ ＾

＾ ｊ ＾ ＜— ＊＞ ？ ． ３

三、 英文文献 ：

Ｐａｐｅｒｓ ：

１ ．Ａ ｌａｎＳ ．Ｗｅｂｅｒ．

（
２０ １ ７

）
． Ａｎ ａ ｌｙｔ ｉｃａ ｌＲｅｖ ｉ ｅｗ ｏｆ ｅ

－Ｌｅａｒｎ ｉ ｎｇ
ｉｎｔｈ ｅＳ ｔａｔｅｏｆ

Ｑ ａ ｔａｒ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７（１２） ．

２ ．ＭａｒｙａｍＡ ｈｍ ｅｄａ ｌ

－Ｍｕｔａｗａ ．

（
２０ １ ８

）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
Ｑａｔａｒ ：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ｈ ｉｆｔ ｉｎｇ 

Ｉｄｅｏ ｌｏｇ ｉｅｓ
，Ｓｏｃ ｉ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 ｔＶｉｓ ｉｏｎｓ
［
Ｍ ａｓ ｔｅ ｒ

？

ｓｔｈｅ ｓ ｉ ｓ
，
Ｈａｍａｄ

ｂ ｉｎＫｈａ ｌ ｉｆａ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

３ ．Ｐａｕ ｌＭａｃＬｅｏｄ
，
Ａｍ ｉ ｒ Ａｂｏｕ

－Ｅ ｌ

－Ｋｈｅ ｉｒ ．

（
２０ １ ７

）
．

Ｑａｔａｒ
’

ｓ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Ｅｄｕ ｃａｔｉ ｏ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ｉ ｎＫ －

１ ２ａｎｄＨ 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Ｒａｐ ｉ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
Ｒａｄ ｉｃａ ｌ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ｏｎｔｏａＮｅｗ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 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 ｉｃａＪ ３ （
２
）

．

４７



４ ．Ｚ ．Ｓａ ｉ ｄ
，
Ｍ ．Ｐａｖ ｌｏｖａ

，Ｌ ．Ｗ ｈ ｅｅ ｌ ｅｒ ．

（
２０２０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ｈ
１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

Ｐｏｓ 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ＶＥＴ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ｉｎ

０ａ／ａｒ ． Ｐ ｒｏｃｅｅｄ ｉ ｎ ｇ ｓｏ ｆ  ＩＮＴＥＤ２ ０２ ０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Ｖａ ｌｅｎ ｃ ｉ ａ
，Ｓｐａ ｉｎ ．

５ ．Ｚ ｉ ａｄＳＡ ＩＤ ．

（
２０２ １

）
．Ｉ 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 ｎｇ

ＳＴＥＭ ｉ ｎｔｏＴＶ ＥＴ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Ｐ ｒｏｇ ｒａｍ ｓ ｉｎ
ＱＡＴＡＲ ：

Ｉ ｓ ｓｕｅ ｓ
，
Ｃｏｎ ｃｅｒｎ 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ｓ ．ＴｈｅＥｕｒａｓ ｉ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ｏ ｃ ｉａ 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ＥＰＥＳＳ

） ，

Ｌ

Ｂｏｏｋｓ ：

１ ．Ａ ｌ

－Ｏｔｈｍａｎ
，
Ｎ ａｓ ｓｅｒ ．

（ 

１ ９８４
）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ｒ ＢａｒｅＨａｎｄｓ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Ｏ ｉ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Ｑａｔａｒ ．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
ｐ ， １ ９８４ ．

２ ．Ｆ ｒｏｍｈｅｒｚ
，
Ａ ｌ ｌｅｎＪａｍ ｅｓ ．

（
２０ １ ２

）
．

Ｑａｔａｒ ： Ａ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Ｉ ．Ｂ ．Ｔａｕ ｒ ｉ ｓ＆ＣｏＬ ｔｄ ．

３ ．Ｇ ｅｏ ｆｆ Ｈａｒｋｎｅ ｓｓ ．

（
２０ １ ２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Ｑａｔ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 ｉ ｔ ｉｚｅｎｓｈ ｉｐ ，ａｎｄ Ｒａｐ ｉ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 ｅｗＹ ｏｒｋ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４ ．Ｍ ．Ｅｖ ｒｅｎＴｏｋ ．Ｌｅｓ ｌ ｉｅＡ ．Ｐａ ｌ

，Ｌｏ ｌｗａｈＲ ． Ｍ ．Ａ ｌ ｋｈａｔｅ ｒ ．

（
２０ １ ６

）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ｖｅ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 Ｑａｔａｒ
＾
Ｍａｃｍ ｉ ｌ ｌ ａｎ ．

５ ．Ｎ ａｆｉ
，
Ｚｕｈａ ｉ ｒＡｈｍｅｄ ．

（
１ ９８３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Ｑａｔａｒ ．Ｆ ．Ｐ ｉｎｔｅｒ ．

Ｎｅｗｓ ：

１ ．Ａ １Ａ ｒａｂ ｉｙａＮｅｗｓ ．

（
２０２０

）
．

ＱａｔａｒｉｓＰａｇ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ｃｒｏｓｓＵＳ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ｓ ： ／／ｅｎｇ ｌ ｉ ｓｈ ．ａ Ｉ ａｒａｂ ｉｙａ ．ｎｅｔ／Ｎ ｅｗｓ／ｇｕ ｌｆ／２０２０／０５ ／ １ ５ ／Ｑａｔａｒ
－

ｉ ｓ
－ｗａｇ ｉ ｎｇ

－

ｉｎ ｆｌ ｕｅ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ｓ
－

ａｃｒｏｓ ｓ
－Ｕ Ｓ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 ｎ
－

ｓｙ ｓ ｔｅｍ－Ｌｅｇａ ｌ
－

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２ ．Ｂ ｒｏｏ ＼ｄｎｇｓ ．

（
２Ｑ２ Ｙ

）
， ＡｂｏｕＵｈｅＵ．Ｓ．

－Ｉｓｌａｍ ｉｃＷｏｒ ｌｄ Ｆｏｒｕｍ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ｂ 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ａｂｏｕ ｔ
－

ｔｈｅ －

ｕ
－

ｓ
－

ｉ ｓ ｌ ａｍ ｉ ｃ
－ｗｏ ｒ ｌ ｄ

－

ｆｏｒｕｍ／

３ ．ＨＵＫＯＯＭ Ｉ
，Ｑａｔａｒｅ

－Ｇｏｖ ｅｍｍｅｎ ｔ
，

．

（
２〇２ １

）
． Ｎｅｗ 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ｂ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ｈｕｋｏｏｍ ｉ ．

ｇｏ
ｖ ．

ｑ ａ
／ｅｎ ／ｎｅｗ ｓ／ｄ ｉ ｒｅｃ ｔｏ ｒ

－

ｏｆ
－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ｓ
－

ａｔ
－

ｔｈ ｅ－

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ｙ
－ｏ ｆ－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ａ
－ｎｅｗ－

ｅ
－

ｌｅａｍ ｉ ｎｇ
－

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

４ ．Ｒｅ ｌ ｉｅｆｗｅｂ ．

（
２０２ １

）
．

ＱａｔａｒＦｕｎｄ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ＱＦＦＤ）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 ｔｅｓｔｏＵＮＲＷ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 ｔ ｏｆ ｉ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ｔｏＰａ ｌｅｓ ｔｉｎ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ｉｎＳｙｒ ｉａ．

ｈ ｔｔｐｓ ： ／／ｒｅ Ｉ ｉ ｅ ｆｗｅｂ ． 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ｙ ｒ ｉａｎ －

ａｒａｂ
－

ｒｅｐｕ
ｂ Ｉ ｉ ｃ／

ｑａ
ｔａｒ

－

ｆｕｎｄ
－ｄｅｖ ｅ Ｉｏｐｍ ｅｎ ｔ

－

ｑ ｆＦｄ －

ｃｏｎｔｒ ｉｂｕｔｅｓ
－

ｕｎｒｗａ
－

ｓｕｐｐｏ
ｒｔ

－

ｉ ｔｓ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５ ．Ｔｈａ ｌｅｓ ．

（
２０２０

）
．Ｔｈａｌｅｓｔｏ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

Ｑａｔａｒ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ｆａｃ ｉｌｉｔ ｉ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ｕａｖａｎｄｏ ｔｈｅｒ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ｓ ．

ｈ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ｔｈａ ｌ ｅ ｓｇｒｏｕｐ ． ｃｏｍ ／ｅｎ／ｇｒｏｕｐ／

ｊ
ｏｕｍａ Ｉ ｉ ｓｔ／ｐｒｅ ｓ ｓ ｒｅ Ｉ ｅａｓｅ／ｔｈ ａ ｌ ｅｓ

－

ｅ 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 ｃｅ
－

ｃ ｅｎｔｒｅ
－

ｑ ａｔａｒ
－ｆｒｅｅ

－

ｚｏｎｅｓ
－

ｓ ｕｐｐｏｒｔ ．

４ ８



６ ．Ｑａｔａｒｆｏ 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

（
２０２ １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Ｂｒ ｉ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ａ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Ｑａｔａｒ

ｆ

ｓ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 ．

ｑ ｆ． ｏｒｇ ．

ｑａ／ｅｄ ｕ ｃａｔ ｉ ｏｎ

７ ．ＴｈｅＰｅｎ ｉｎｓｕ ｌ ａ
Ｑａｔａｒ ，

（
２０ １ ５

）
．

Ｑａｔａｒ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ｃｏｕｎｃ ｉｌ ｌｏｏｋｓａｂｒｏａｄｔｏｈｉｒｅ１
，

５００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 ｔｔ
ｐ ｓ ： ／／ｄｏｈａｎ ｅｗ ｓ ． ｃｏ／

ｑａ
ｔａｒｓ

－

ｅｄ 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ｃｏ ｕｎｃ ｉ ｌ

－

ｌｏｏｋ ｓ
－

ａｂ ｒｏａｄ －

ｔｏ －ｈ ｉ ｒｅ
－

１ ５００－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 ｒｓ／

８ ．ＴｈｅＰｅｎ ｉｎ ｓｕ ｌａ
Ｑ ａ ｔａｒ ．

（
２０ １ ６

）
．Ｗｈｙ

ａｒｅｓｏ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ｍ ｏｖ ｉｎｇ
ｔｏ

Ｑａ ｔａｒ ？

ｈ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ｅ ｌ ｓｅｖ ｉ ｅ ｒ ．ｃｏｍ ／ｃｏｎ ｎ ｅｃ ｔ／ｗｈｙ
－

ａ ｒｅ
－

ｓｏ －ｍ ａｎｙ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 ｒｓ
－ｍ ｏｖ ｉｎｇ

－

ｔｏ －

ｑａｔａｒ

９ ．Ｔｈ ｅＰｅｎ ｉ ｎ ｓｕ ｌ ａ
Ｑａ ｔａｒ ．

（
２０２０

）
． Ｓｃｈｏｏ ｌｓｔｏｌ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 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ｈｔｔｐ ｓ ： ／／ｔｈｅｐ ｅｎ
ｉｎ ｓ ｕ Ｉａｑ

ａ ｔａｒ ． ｃｏｍ ／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２８／０ １ ／２０２ １ ／Ｓｃｈｏｏ Ｉ ｓ
－

ｔｏ ｌｄ－

ｔｏ－

ｆｕ ｒｔｈｅｒ
－

ｉｍｐ ｒｏｖｅ
－

ｐｅ
ｒｆｏ ｒｍ ａｎ ｃｅ

－

ｉ ｎ
－

ｉｎｔｅｍ ａｔ ｉｏｎ ａ ｌ

－

ｔｅｓ ｔｓ

１ ０ ．ＴｈｅＧｕ ａｒｄ ｉ ａｎ ．

（
２０ １ ０

）
．Ｓｗｅｄｉｓｈ

－

ｓｔｙｌｅ
［ｆｒｅｅｓｃｈｏｏ ｌｓｗｏｎ

＇

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ｈ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ｔｈｅｇｕ ａ

ｒｄ ｉａｎ ． ｃｏｍ ／ｅｄ ｕ ｃａｔ ｉ ｏ ｎ ／２０ １ ０／ｆｅ ｂ／０９ ／ｓｗｅｄ ｉ ｓｈ
－

ｓ ｔｙ ｌ ｅ
－

ｓｃｈｏｏ ｌ ｓ
－ｗｏ ｎ ｔ

－

ｒａ ｉ ｓｅ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 ．

１ １ ．ＴｈｅＧ ｕ ａｒｄ ｉａｎ ．

（
２０２  ＼

）
．Ｉ ｌ ｌＰｒ ｉｖａ ｔｅＳｃｈｏｏ ｌｓａｎｄ Ｋ 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Ｆｏ ｌｌｏｗ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
ｐｓ ： ／／ｎｅｗ ｓ

－３ ６５ ．

ｐ ｒｅ ｓｓ／ｅｎ ／ ｌ １ Ｉ

ｐ
ｒ ｉｖａｔｅ

－

ｓｃｈｏｏ ｌ ｓ
－

ａｎｄ
－ｋ ｉｎｄｅｒｇａｒ

ｔｅｎ ｓ
－

ｆｏ ｌ ｌｏｗ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 ｌ

－

ｖｏｕｃｈｅｒ
－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２ ．ＴｈｅＰｅｎ ｉｎｓｕ ｌａ ．

（
２０２ １

）
． Ｉｎ ｉｔ ｉａｔｉｖ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ｓ ｔｕｄｅｎ ｔｓｔｏｅｎｒｏ ｌｉｎＳＴＥＭ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ｈｔｔ
ｐｓ ：／／ｔｈｅｐｅｎ ｉｎｓｕ ｌａｑ

ａｔａｒ ．ｅｏｍ ／ａｒｔ ｉｄｅ／０４／０７／２０２ １ ／ｌ ｎ ｉ ｔ ｉａｔ ｉｖ ｅ
－

ｅｎ ｃｏｕ ｒａｇ
ｉｎｇ

－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ｔｏ
－

ｅｎ ｒｏ ｌ
－

ｉｎ －ＳＴＥＭ－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ｌａｕｎｃｈ ｅｄ

１ ３ ．ＵＮＥＳＣＯ ．

（
２０２２

）
．

ＱａｔａｒａｎｄＵＮＥＳＣＯ ｃｅ ｌｅｂｒａｔｅ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ｈｔｔ
ｐｓ ：／／ｅｎ ．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ｎｅｗ ｓ／ｑ

ａｔａｒ
－

ａｎｄ
－

ｕｎｅ ｓｃｏ
－

ｃｅ ｌ ｅｂ ｒａｔｅ
－

５ ０－

ｙｅａｒｓ
－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

ｐａｒ
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１ ４ ．ＵＮＨＣＲ ．

（
２０２０

）
．

Ｑａ ｔａｒＣｏｍｍ ｉｔｓ１１８０３００
，

０００ｆｏｒＲｅｆｕｇｅ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Ｃｏｖｉｄ－

１ 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ｔｔ
ｐｓ ： ／／ｗｗｗ ． ｕｎｈｃｒ ．ｏ ｒｇ

／ｅｎ
－

ｍｙ／ｎｅｗｓ／ ｌａｔｅｓｔ／２０２０／ １ ２／５ ｆｃ７００３０４／
ｑ
ａｔａｒ

－

ｃｏｍｍ ｉ ｔｓ
－

ｕ ｓｄ ３ ０００００－ｆｏｒ
－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ｔｏ －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

ｃｏｖ ｉｄ －

１ ９
－

ｃｈａ ｌ ｌｅｎｇｅｓ
． ｈ ｔｍ ｌ ．

１ ５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ＦｒｅｅＢ ｅａｃｏｎ ．

（
２０２２

）
．Ｓｈｏｗ ＭｅｔｈｅＭｏｎｅ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Ｐｕｓｈｅｓ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ＴｏＤ ｉｓｃｌｏｓｅ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Ｍｏｎｅｙ ．ｈｔｔｐｓ ：／／ｆｒｅｅｂｅａｃｏｎ ． ｃｏｍ ／ ｌａ ｔｅｓｔ
－ｎｅｗｓ／ｓｈｏｗ

－ｍ ｅ
－

ｔｈｅ
－

ｍｏｎｅｙ
－

ｃｏｎｇｒｅ ｓｓ
－

ｐｕ ｓｈｅ ｓ
－

ｔｈ 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

ｔｏ －ｄ ｉ ｓｃ ｌｏｓｅ
－

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ｍ ｏｎ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４９



１ ．Ａ ｒａｂＣｅｎ ｔｅｒＷ ａｓｈ ｉ ｎｇｔｏｎＤＣ ．

（
２０２ ２

）
．Ｗｏｍｅｎ

ｆ

ｓ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ｉｅｓｉｎ

Ｑａ ｔ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ＵＡＥ ．ｈ ｔｔｐ ｓ ： ／／ａｒａｂｃｅｎ ｔｅｒｄｃ ．ｏ ｒｇ／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ｗｏｍ ｅｎ ｓ
－

ｅｄ 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ａｔ
－ｗｅｓ ｔｅｍ－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ｉ ｅ ｓ
－

ｉ ｎ －

ｑ
ａｔａｒ

－

ａｎｄ
－

ｔｈ ｅ
－

ｕ ａｅ ／

２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Ｓｅｃ ｒｅ ｔａｒ ｉ ａｔ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Ｐ ｌ ａｎ ｎ ｉ ｎｇ（
Ｇ ＳＤＰ

）
，

（
２０ １ １

）
．Ｔｈｅ

Ｑａｔ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２０１ １
－２０１ ６

（ＱＮＤＳ） ．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ｐｓａ
．ｇｏ

ｖ ．

ｑ
ａ／ｅｎ ／ｎｄ ｓ ｌ ／Ｄｏｃ ｕｍ ｅｎ ｔｓ／Ｎ ＤＳ

＿

ＥＮＧ Ｌ Ｉ ＳＨ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ｄｆ

３ ．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Ｓｔｕ ｒｍ
，
Ｊ ａｎＳｔｒａ ｓｋｙ ．ＰｅｔｒａＡ ｄｏ ｌ ｆ ａｎｄＤｏｍ ｉ ｎ ｉ ｋＰｅｓｃｈ ｅ ｌ ．

（
２００ ８

）
．ＴｈｅＧｕ 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Ｃｏｕｎｃ ｉｌＣｏｕｎ ｔｒ 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Ｒｅｃｅｎ 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ｏｌｅｉｎ

ｔｈｅＧ 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 ｔｔ
ｐｓ ： ／／ｗｗｗ ．ｅｃｂ ．ｅｕ ｒｏｐａ

． ｅｕ ／
ｐ ｕ ｂ

／
ｐ
ｄ ｆ／ｓｃｐｏｐ ｓ／ｅｃｂｏｃｐ

９２ －ｐｄ
ｆ

４ ．ＮｅｅｔｕＡ ｒｎｏ ｌｄ ．

（
２０２２

）
．Ｏｕ ｔｓｏ ｕ ｒｃｅｄｔｏ

Ｑａｔａｒ ：ＡＣａｓ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 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Ｑａｔａｒ ．ｈ 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ｎ ａｓ ．ｏ ｒｇ
／ｒｅｐｏ ｒｔｓ ／ｏｕ ｔ ｓｏｕ ｒｃｅｄ

－

ｔｏ
－

ｑ ａ
ｔａｒ／ｆｕ ｌ ｌ

－

ｒｅｐｏ ｒｔ

５ ．Ｐｏ ｒｔｕ ｌａｎ ｓ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ｅ ．

｛
２Ｑ２ ＼

）
． ＴｈｅＧ ｌｏｂａ ｌＴａｌｅｎ ｔ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Ｔａｌｅｎ 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ｏｆＣＯ Ｖ１Ｄ ２０２ １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ｉ ｎ ｓｅａｄ ． ｅｄ ｕ ／ｓ ｉ ｔｅｓ ／ｄ ｅｆａｕ ｌ ｔ／ｆｉ ｌ ｅ ｓ ／ａ ｓ ｓｅｔ ｓ／ｄ ｅｐ ｔ／ｆｒ／ｇ ｔｃ ｉ ／ＧＴＣ ｌ

－２ ０２ １
－Ｒｅｐｏｒｔ ．

ｐ
ｄ ｆ

６ ．Ｗｏｒ ｌｄＢ ａｎｋＧ ｒｏｕｐ ．

（
２０ １ ２

）
．

Ｑａｔａｒ
－

Ａ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Ｑａｔａ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ｈ ｔｔｐ ： ／／ｄｏ ｃｕｍｅｎ ｔｓ ．ｗｏ ｒ ｌ 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ｃｕ ｒａｔｅ ｄ／ｅｎ ／４７４ ５４ １ ４６８０９４４７９ １ ７ ５ ／Ｑａｔａｒ－Ａ－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ｓｓｅｓ ｓｍ ｅｎｔ
－

ｏｆ
－

Ｑａｔａｒ

７ ．Ｑａｔａ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Ｂ ａｎｋ ．

（
２０２ １

）
．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ｉｎ

Ｑａｔａｒ ．

ｈｔｔ
ｐｓ ： ／／ｗｗｗ．ｑ

ｄｂ ．ｑ ａ／
ｅｎ／Ｄ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Ｓｅｃｔｏ ｒ
＿

ｉｎ
＿
Ｑａｔａｒ

＿

ＥＮ ． ｐ
ｄ ｆ

８ ．ＵＮＥＳＣＯ ．

（
２０２２

）
．Ｒｅｖ ｉｓ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 ｔ 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 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 ｉｐ ｌｏｍａｓ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ｉ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ｔ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 ｓ ：ｆ／ｖ＾ｒｗ ． ＼ｍｅ ｓｃｏ ，ｏｒｇ／ｅｎ／ ｌ ｅｇａ ｌ

－

ａｆｆａ ｉ ｒｓ／ｒｅｖ ｉ ｓｅｄ
－

ｃｏｎｖｅｎｔ ｉｏｎ
－

ｒｅ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ｏｎ －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ｄ ｉ

ｐ
ｌｏｍａｓ －

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ｓ
－ｈ ｉｇｈｅｒ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ｒａｂ －

ｓ ｔａｔｅｓ

９ ．Ｗ ｉ ｌ 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

（
２０２２

）
．Ｂｏ ｔｔｏｍ

－Ｕ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Ｓｏ ｃ 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Ｑａｔａｒ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ｗ ｉ ｌ 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ａｒｔ ｉｃ ｌｅ／ｂｏ ｔｔｏｍ －

ａｐｐｒｏ ａｃｈｅｓ－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ｑ
ａｔａｒ

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 ｌＤａ ｔａ ：

１ ．Ｆ ｒｅｅｄｏｍＨ ｏｕ ｓｅ ．

（
２０２２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２
－

Ｑａ ｔａｒ ．

ｈ ｔｔｐｓ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 ｓｅ ．ｏｒ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ｑ
ａｔａｒ／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ｏ ｒ ｌｄ／２０２２ ．

２ ．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ｄ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Ｕ ＳＡ ．

（
２０２２

）
．

Ｑａｔａ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 ｏｍｍ ｅｒｃ ｉａ ｌＧｕ ｉｄ ｅ ：

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ｈ 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ｃｏｕｎ ｔｒｙ

－

ｃｏｍｍ ｅｒｃ ｉ ａ ｌ

－

ｇｕ ｉｄｅｓ／
ｑ
ａｔａｒ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３ ．ＯＰＥＣ ．

（
２０２ １

）
．

Ｑａｔａ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ＯＰＥＣ ：Ｍａｒｋｅ 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 ． ｃｅ ｉ ｃｄａｔａ ． ｃｏｍ ／ｅｎ／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ｑ
ａｔａｒ／ｎ ａｔｕ ｒａ ｌ

－

ｇａｓ
－

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
－

ｏｐｅｃ
－ｍ ａｒｋｅｔｅｄ

－

ｐ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ｏｎ

５ ０



４ ．Ｔｈ ｅｗｏ ｒ ｌ ｄｂａｎｋ ．

（
２０２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ｌ
（
％ ｏｆＧＤＰ）

－

ｈｔｔ
ｐ
ｓ ： ／／ｄａ ｔａ ．ｗ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 ｏ ｒｇ

／ ｉｎ ｄ ｉ ｃａｔｏ ｒ／ＳＥ ．ＸＰＤ ．ＴＯＴＬ ．ＧＤ ．ＺＳ ？ｅｎｄ
＝
２ ０２ １＆ｓ ｔａｒｔ

＝
ｌ ９９ ５

５ ．Ｔｈｅｗ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

（
２０２２

）
．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 ｔ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ｌ（％ ｏｆＧＤＰ）
－

Ｑａｔａｒ ．ｈ ｔｔ
ｐ
ｓ ： ／／ｄａ ｔａ ．ｗｏ ｒ ｌｄｂａｎｋ ．ｏ ｒｇ ／ ｉ ｎｄ ｉ ｃａｔｏ ｒ／ＳＥ ．Ｘ ＰＤ ．ＴＯＴＬ ．ＧＤ ．ＺＳ ？ｅｎｄ

＝ ：

２０２ １ ＆ ｓ ｔａｒｔ
＝

１ ９９５

６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ｃｈｏｏ ｌ ｓＤａｔａｂａ ｓｅ ．

 （
２０２２

）
．ｈ 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ｉ ｎ ｔｅｍａｔ ｉｏｎａ ｌ

－

ｓｃｈｏｏ ！ ｓ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ｃｏｍ ／ ｉｎ ／ｄｏｈａ？ｆｉ ｌ ｔｅｒ
＝

ｏｎ

７ ．Ｔｒａｄ ｉ ｎｇ
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

（
２０２２

）
．

Ｑａ ｔａｒ －

Ｔｏ ｔａ ｌＯｕ ｔｂ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 ｉｌｅＴｅｒｔ ｉ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 ｔ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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