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公共财政为义务教育埋单

加大财政投入  促进义务教育发展

罗建国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财政部门

按照“努力增加财政投入，大力规范

经费管理，重点解决突出矛盾，促

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总体思路，将义

务教育投入放在首要位置，强化措

施，规范管理，促进了全省义务教育

健康发展。

一、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发展

的措施及成效

（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努力

提高义务教育保障水平。一是确保

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不减 少。2000 年，安徽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

税费改革推进过程中，始终将农村

义务教育投入作为财政保障的重

点。1999 年全省财政预 算内对义

务教育的投 入 为 31.3亿元，2007

年已达到 164.1 亿元。财政投入 为

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二是省级财政资金分配向县级

倾斜，增强县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

发展的保障能力。省财政进一步完

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办法，按影响财

政收支的客观因素计算，凡人均财

力水平达不到既定标准的，省财政

予以补齐，并明确要求转移支付资

金优先用于教师工资发放。三是建

立县级 财政对义务教育支出的保

障机制，县级财力优先支持义务教

育发展。安徽省县级财政义务教育

支出比重一般在 40% 左右，部分县

义务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近

50% ，提高了义务教育保障水平，促

进了我省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积极筹措资金，集中财力

“保工资、保安全、保运转”。一是建

立农村中小学教 师工资保障机制。
省财政集中财力清理、补发了历年欠

发的教师工资，并将农村教师工资全

部上划县级财政统一 发放管理，实

行以县为单位的中小学教师国 家工

资津补贴统一发放标准，建立了农村

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二是集

中财力消除农村中小学危房。“十五”

期间，全省共投入危房改造专项资

金 36 .3 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

共投入 17.7亿元），改造危房 840万

平方米（其中 D 级危房 627 万平方

米），新建校舍 823 万平方米，全省

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明显好转。近

年来，财政又投入校舍维修改造资

金 12.3 亿元，并积极争取贷款 11 亿

元，用于现存的 D 级危房和 B、C 级

危房的维修改造。三是努力保障学

校正常运转。制定了相对科学合理

的“一费制”收费办法和预算内生均

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同时，针对山区

县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支出负担

重的特殊情况，省财政按生均 10 元

/年的标准给予直接补助，基本保障

了学校正常运转的需要。
（三）不断完善财政教育经费管

理制度，切实提高教育资金的管理

水平。安徽省在推进农村义务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结合乡财县管

财政体制改革，在县级财政会计核

算中心下设了教育经费核算分中心或

窗口，对教育经费实行统一管理、集

中核算、专款专用。同时，先后制定

下发了一 系列经费保障和管理办法，

保证了资金安全，提高了资金使用

效益。
（四 ）积极优化财政教育资金配

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是在

师资配置上，积极支持增加山区县

教师编制，提升山区学校的师资力

量。同时，督促市县政府保障教师工

资正常发放，统一津补贴发放标准，

促进教师资源在落后学校和偏远地

区合理流动。二是新增教育经费主

要用于农村中小学校，并向财政困

难县和薄弱学校倾斜，支持改善薄

弱学校办学条件，促进教学质量提

高。三是认真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

程，提高农村中小学校的办学水平。
2008 年安徽省基本上实现了义务教

育阶段远程教育全覆盖，这大大提

高了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四 是

大力支持推进教育布局调整。近几

年，财政投入教育布局调整专项资

金 1.5 亿多元，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教

学资源的合理配置。五是自2005年

开始，重点 支持 500 所农村薄弱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截止目前已投 入

资金近 5000万元，为农村办学条件

薄弱的中小学校配置课桌椅、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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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仪器和体育、音乐器材，改善办

学条件。六是扎实推进农村贫困 家

庭中小学生的“两免一补”工作。在

中央、省和市县财政的共同努力下，

2005年开始，安徽省每年筹集资金

约2.4亿元，对 134.7 万名农村贫困

家庭的学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

费和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贫困寄

宿生给予生活困难补助，使贫困家

庭孩子不因贫辍学。
（ 五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

署，在 2006 年金寨、青阳两县试点

的基础上，2007年安徽省率先在全

国实施了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革，并纳入全省十二项

民生工程；2008年又对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进行了调

整完善，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杂费，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保

障水平，向全部农村学生免费提供

教科书，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

寄宿生发放生活补助，对于城市低

保家庭学生，仍按以往的做法同步

享受“两免一补”政策。2008 年，安

徽省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的投

入达到 46 亿元，同时按目标责任管

理的要求，建立了农村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长效机制，加强中小学预算

编制工作，保障经费投入，规范经费

管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实施以来，安徽省各级财政部门高

度重视，积极制定和落实各项政策

措施，确保改革资金全部到位，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

成效。

二、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 一）教育经费供求矛盾仍然较

大。安徽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教育

经费尤其是义务教育经费的供求矛

盾仍然突出。受财力限制，义务教育

阶段生均教育事业费、生均公用经

费、生均校舍面积等指标仍处于全

国倒数位次。同时，社会各方面对教

学水平的提升很重视，导致各种教

学设备、设施、器材更新非常快，对

教师培训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各种

教学教研活动大幅度增加，教育标

准又在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经

费支出的大幅度增长。虽然政府投

入每年都在大幅度增长，但与教育

需求之间矛盾依然存在。
（二）义务教育经费使用效益有

待提高。教育投资效益低主要体现

在对教育投资的直接浪费和间接浪

费上。直接浪费主要是由于学校布

点分散，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导致

新建不久的校舍因不能适应教育布

局调整的需要而闲置，配置的教学

仪器设备因使用率低形成了财力和

物力的浪费 ；间接浪费是因为办学

条件缺乏严格限制，一些地方超越

当地的经济能力和生源状况，超规

模配置设备和条件，大大超出了当地

教育发展的实际，造成了教育资源

的闲置和浪费。
（ 三 ）教育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

均衡。由于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不平

衡，加之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重投入、

轻管理等情况，致使教育资源在学

校之间特别是城市和农村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之间的配置不合理，造

成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

教学设备配置一般都是向城市学校

和示范学校倾斜，优秀教师、优质教

育资源纷纷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

导致了学校之间教育资源、教学质

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义务教育发展

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 四 ）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有待深

化。一是师资新陈代谢难，在一些农

村学校，民办教师转正的教师占满

了学校编制，使学校无法输入新鲜

血液，虽然教师总体不缺编或超编，

但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不多，不能满

足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需要，学校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不得不花钱聘请

专业教师。二是在人才使用方面缺

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存

在工资待遇平均主义、教师任用随

意性大等问题。三是一些骨干教师

流入城市，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

地区任教还存在很多主观和客观困

难。此外，在岗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滞

后，师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

教学需要。安徽省有近 35 万农村教

职工，其中 1/3以上为民办教师转正

的，成份复杂，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

要求，制约了了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

的提高。
（五 ）事权与财力不对等，投入

分配机制不尽合理。在现行的义务

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政

府间财力格局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

不对称，加大了义务教育经费在贫困

地区紧张的矛盾。从政府间财力分

配格局看，整个教育投入地方财政

占了大头。而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

格局中，中央掌握了地方很大一部分

财力，但对庞大的义务教育经费的

投入 ，地方政府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

务教育经费。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

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必然造

成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

费短缺。

三、对加快义务教育

发展的建议

（ 一）继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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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安徽省

是农业大省，人口众多，受城乡二元

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

约，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不同学校办学条件、教

育质量和教师待遇的差距较大等情

况仍然普遍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问题，在进一 步加大各级财政

投入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

农村综合改革，深化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办学、

各级责任明确、财政分级负担、经

费稳定增长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同时，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教育的

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农业主产区义

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

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

的差距，切实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

水平。
（二）以教育人事制度改革为契

机，推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合理的教师人事制度。进一 步

巩固和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

管理体制，结合农村综合改革，建

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合理流动、

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要加强农村

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建立统一的农村教师

队伍补充机制，鼓励优秀教师到农

村和贫困地区任教，统一 公开选聘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或事业单位具备

教师素质的富余人员，为师资短缺

的农村中小学增添新生力量 ；同时，

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力度，

尽快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认真做

好教师编制重新核定工作。在认真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全省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机构编制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建设，优化基

础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基础教育的

质量和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全面均

衡发展。
（ 三 ）加强教育经费收支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随着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的提高，要把管

好用好资金作为管理的重点，把管

好用好资金同促进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结合起来，同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结合起来，同规范学校财务管

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

政策措施，不断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和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义务教育事

业又 好又快发展。要严格制定收支

管理办法，细化收支预算，将各项收

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进一步规范

公用经费的开支范围、使用审批及

资金支付管理程序 ；合理确定不同

类别中小学校公用经费分项开支定

额标准、实物配备和耗材消耗标准，

并适当向办学条件薄弱的学校和教

学点倾斜 ；各农村中小学要树立勤

俭办学意识，根据实际制定本校的

公 用经费管理制度，细化支出范围

及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算，逐步建

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经费支出管理

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作者为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

责任编辑  常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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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2008 年 9 月 5 日，全国财政 系统 抗震救灾事迹报

告会在京召开，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谢旭人，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廖晓军，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贺邦靖出席

了报告会。四 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陕西省汉中市宁

强县财政局副局长毛尚芳、甘肃省陇 南市文县财政局

局长刘远勤、四 川省什邡市红白镇财政 所副所长陈玉

林、四 川省北川县财政局局长周甫五位同志分别作了

抗震救灾事迹报告。谢旭 人部长在报告会上向全国财

政 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 发出号召：学习抗震救灾先进事

迹，弘扬抗震救灾精神，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

身于财政事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刊记者  常 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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