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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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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 重要

形 式之一，其发 展 状 况 直接决 定 了

一国国民素质的高低 和经 济发 展的

潜力。改 革开放以 来，在科教兴 国、

人才强国的战略 指引下，各 级 政府

大 幅 度增加 财政性 教育投入，200 8

年国 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达

10449.63 亿 元 ；同 时，初 步建立 了

以 政府拨款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

经费的体制，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各 类

教育的发展。但是，国家提出的教育

投入目标和增长要求尚未 完全 落实

到位，2008 年财政性 教育经 费占当

年 G D P 的比 重为 3.48% ，仍 然 没有

达到 4% 的水平。此外，公共教育资

源配置不 均衡的问题依 然 突出，教

育经 费的使用效率和 效 益 不 高、浪

费较为严重。因此，必 须创新教育经

费投入的体制机制，保障教育事业

又好又快 发展。

1. 进 一 步 提 高 财 政收 入占

G D P 的 比 重。财 政 性 教育支 出占

G D P 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受财政收

入占 G D P 比 重的影响，凡是教育支

出占 G D P 比 重较 高的国 家，其财政

收 入占 G D P 的比 重都 超 过 或接近

35% 。尽 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收 入增

长较快，但财政收 入占 G D P 的比重

仍 然 较低，最高仅为 20.68% 。若按

教育支出占 G D P 比 重 4% 的目标 要

求，则应 有 1/5左右 的 财政收 入用

于教育。然 而，经 济转 型 时期，“三

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资源环 境

问题等，都需要国 家加 大投入力度。

财政资金 安排，既 要 突出重点，又

要统 筹 兼顾。一般而言，教育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 重在 10—14% 较 为合

理（O E C D 国 家平 均 为 13.2 % ），过

高则会影响 农业、国 防 和公检法 等

方面 的支出。2008 年我国教育支出

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14.9% ，若按 西方

国家同口 径计算（扣除 社保资金）则

超 过 15.5% 。因 此，为提高 财政性

教育支出占 G D P 的比 重，必 须进一

步提高财政收 入占 G D P 的比重。当

前，应 进一步加 强税收 征管，推进

税制改革，保持财政收 入的稳 定较

快 增长。同时，大 力筹措 其他财政

性 教育资金，足额征收 教育费附 加

和 地 方教育费附 加 等，逐步建立 政

府 多渠道筹措 财政性 教育经费的 长

效机制。

2 . 创 新政府教育经 费分 担 机

制。我国公共教育经 费投入不足的

重要 制度 原 因，是教育财政责任过

多地下放到基层政府，中央和省级

政府 负担过低。因此，必 须创新政

府教育经 费分担机制，建立以 省级

政府为主的教育经 费统 筹 制 度。在

高等教育阶段，高等 学校办 学经 费

主要由省级政府承担。除极少数 重

点 大学和 学科由中央政府直接举办

外，现 有高等学校可按 属地原 则划

转由地 方政府举办，地 方政府根据

当地 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属地内

高等学校进行 调 整撤并。国 家建设

急需的专业 和有特殊要 求的人才培

养，中央政府可 以 通过支付 培养费

的 方式，委 托 地 方培 养。在 义务教

育阶段，明确 各 级政府的教育投入

责任，办学经费由中央、省、县（市）、

乡（镇）四 级政府共同承担。省级财

政须做好中小学危房改 造等校舍建

设资金的 配套和管理工作；县级财

政 主要承担教师工 资的保障任务；
按 照“尽量让 利于乡镇”的原 则，做

好县 乡财政体制的 调 整工作，乡镇

应 当帮助和扶持农村中小学校的建

设和发 展。同时，建立规范的政府

间转 移支付 制度，特别是 省 以 下地

方政府上 级对 下级的 转 移 支付 制

度，在年度 财政支出中安 排一定份

额的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用以 加 大对

经济欠发 达和 落后地区县（市）义务

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

3 . 进 一步完善 多 渠 道 筹 措 教

育经 费的体制。随 着我国 经 济的发

展，社会财 富在民 间的 积 累已 经 达

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民 间财富已 经

有可能 对教育等社会事业作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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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多 渠道筹措 教育经 费不 仅成

为必 要而 且成为可能。在加 大 财政

性 教育经 费投入的 同时，要 制 定 完

善相 关财税政策，鼓 励和引导社会

资源、民 间资本 采 取 多种形式兴 办

教 育，建立 以 政府 办 学为主体、社

会力 量办 学为补充的 办 学体 制。动

员民 间的教育资 源，从多 方 面 培植

增加 教育经 费投入的 新生长点，通

过市场机 制进一步吸 纳民 间资本 进

入教育领 域，拓宽教育资金来源渠

道，逐步建立以 国 家财政拨款为主，

以 个人、企 业、社 会投资办 学为辅

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 费新格局。在

非义 务教育阶段，尽可能 地 鼓 励社

会 资本支持职 业教育和 高等教育发

展，在捐 赠、基金 设 立等 方面 更好

地 反映市场 和 个人的需求。对 于中

等职 业、技 术教育和各级各 类成人

教育，可以 交由行业协会、企 业、社

会 团体、公民 个人举办，政府可设

立专项 基金 ，对此类教育给予一定

数 额 的资助。

4. 注 重教 育资 源 配 置的公平

性。当前，有限的教育经费使用结构

不 合理，在教育层级结构上，高等教

育急剧 膨胀，初 等基础 教育相 对萎

缩 ；在 城 乡结 构 上，教育投资过多

地 集中于城市，农村教育投资相对匮

乏 ；在学校与学校之间，重点、示范

学校投资过剩，普 通学校则资金 奇

缺。从经 济发 展的 角 度 来 看，世界

银行研究 显示，在平均教育程 度提

高的情况下，非均等化的教育分布对

经 济增长产生了负面 的 影响 ；从社

会 进步的 角度 来看，如 果 不 能 增加

对低 收 入群体的教育资助，其进入

新一代 高收 入群体的概率就 相对较

低 ，教育实际 上 就 是把不 平等的社

会 结 构 再 生产出来，这 不 利于国民

素质提高和社会和谐。因此，必 须以

政府投入为主，加 大 对 经 济欠发 达

地区的财政教育性 转移支付，增加 对

低 收 入家庭子女 的教育资助。继 续

完善和 落实现 有的 各 项 资助 政策，

同时鼓 励社 会团体、企 业 和 个人参

与，建立健 全 义 务教育外的 各 级各

类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进一步改 革和完善国 家助 学贷款政

策，采取 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

难补助、学费减免等措施，增设优秀

学生国家奖学金、助 学金，保证 家庭

经 济困难的学生不因贫困而 失学，促

进人才培养和受教育机会以 及教育

成就的公平分布。

5.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和

效益。在教育经费的使用过程中，非

直接教育性 的教育投资 消耗 过 大，

各 种教育行 政管理 成 本畸高，教育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难以 有效遏制。

美国公立中小 学教育总支出中，工

资支出占 58.19% ，公用和基建支出

占 41.81% ；而 我国教育总经费使用

中，工资支出高达 76% 。此外，各级

行政主管部门克扣、挪用、截留、抵

顶教育经 费的现象时有发 生。2008

年，国 家审计署公布 了对全国 16 个

省 份 54 个 县 200 6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审计情况 ，其

中有 46 个县存在 大 量挤占、挪用教

育经费的问题。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

使用效率和 效 益，学校应确 定 适度

的办 学规模，把教育作为一项 产业

来经营，在注重拓展教育资源、提高

教育服务质量 的 同时，使 其朝 着规

模化方向发 展，形成规模经 济，降

低 教育成 本。切 实加 强教育经 费的

管理，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勤俭办

教育，反对铺张 浪费。进一步深化教

育拨款体制 改 革和 学校经费使用制

度改 革，建立 科 学化、精 细 化的预

算管理机制，设置高 等学校拨款咨

询委 员会，试 行 高校总会计师制度，

其中公 办 高等学校 总会计师由政府

委 派，提升 经 费使用和 资产管理专

业化水平。加 强教育经 费使用监督，

强化重大 建设项 目和 经 费使用的规

范性、安 全性和 有效性检查。加 强

学校国 有资产管理，建立健 全 学校

国 有资产 配 置、使用、处 置管理制

度，提高使用效 益，防 止 国 有资产

流 失。

（作者单位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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