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公共财政为义务教育埋单

构筑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线

辽宁省财政厅

2005年 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

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的通知，借此东风，辽宁省将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作为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前启

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改革各项政策，并将其列为 2006 年

省政府“十大民生工程”之一。
（一）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

杂费

辽宁省从 2006年春季入学开始

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

费政策，全省安排免学杂费资金 3 .8

亿元，其中省财政投入 2.3 亿元，占

全部免学杂费资金的 60%。省财政

根据各市免学杂费资金需求和财力

状况，按照“人均财力越好、省补助系

数越低、市负担比例越高”和“向辽西

北等欠发达地区倾斜”的原则，分市

确定了对各市补助比例。如对朝阳市

的省补助比例达到了 80 %。省政府

同时规定市、县（ 市、区 ）分担比例由

市确定，市本级财力相对较好的市承

担主要部分。从执行情况看，省、市、

县的分担比例平均为 60∶16 ∶ 24。
全省 260万名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到了

免除学杂费政策，每生每年平均减轻

负担 150 元。
2007 年，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基础上，下发了扩

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享受免学杂费政策学生范围的通知，

要求各市将县城所在地学生以及进

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工读学校、特殊

教育等全部纳入免杂费范围。为此，

全省安排免学杂费资金近4亿元，使

全省 290万名学生受益。省以上和

市、县的分担比例由 60∶16∶24调

整为 76 ∶ 16 ∶ 8，对朝阳市的补助比

例达到了 90 % 以上。
（二 ）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

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2006 年，辽宁省在全部免除农

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同时，继续对

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

助寄宿生生活费。全省投入资金 1 亿

元，其中省本级投入 0.4亿元，对46

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

补助近 8万名贫困寄宿生的生活费。
2007年，筹集资金 7600万元，对全

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25.3 万人

补助了寄宿生生活费。
从 2007 年秋季学期开始，辽宁

省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免

费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从 2008

年春季学期开始，在免费提供国 家

课程教科书的基础上，全省还对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省级

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的地方课

程教科书，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全

额承担。2008 年，参照国 家确定的

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全省将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的生活费补助标准调整为农村小

学每生每年 550元，初中每生每年

800元。为此，省财政全年将投入资

金 1.4亿元，用于改善农村家庭贫困

寄宿生的生活、学习条件。
（三）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2006年，在免除学杂费的同时，

辽宁省已经落实了“一费制”农村中

小学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

最低标准。2007 年开始，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提高了预算内公用经费

保障标准，即农村小学 160 元 /人、

农村 初中 220 元 /人、县镇小学 150

元 /人、县镇初中220 元 /人。其中农

村小学和初中比 2006 年分别提高了

30 元、50 元。省财政制定了各级财

政分担公用经费的办法，并下发了相

关通知。一是所需资金由各级财政

按照免学杂费资金的分担比例共同

承担。二是市本级要切实承担起资

金保障的责任，财力较好的市要“拿

大头”。三是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在

各级财政转移支付中单列，省以上

承担部分按春季和秋季，分两次通

过预拨的方式由财政教育专户下达。
四是市、县财政在安排公用经费时要

将采暖费优先、足额安排，确保农村

中小学冬季采暖费支出需求。提高

标准后，全省农村中小学大口径公用

经费标准已经达到了农村小学 300

元 /人、农村 初中 420 元 /人、县 镇

小学 320元 /人、县镇初中460元 /人。
（ 四 ）建立了校舍维修长效机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目前，辽宁省已完成从危房改

造到校舍维修的转变，真正 建立起

包括维修维护、危房改造在内的良

性循环机制，确立了市、县在校舍维

修改造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了农

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所需资金由

市、县（市、区）财政共同承担。省财

政根据农村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以及

校舍面积、使用年限、单位造价等因

素，结合变化情况，分市测定每年校

舍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同时，综合考

虑各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

预算资金安排情况、财力状况、农村

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成效和农村中

小学布局调整情况，对各市给予奖

励性补助。
（ 五）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

保障机制，加强教师培训

辽宁省财政继续按照现行体制，

对各市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经费给予

支持，并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转移

支付力度，进一步巩固农村中小学教

师工资“一个统一、全额统筹”的县级

统筹机制，将教师合理收入纳入政

府财政预算，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

资按照国家标准及时足额发放。
为逐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将农村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

作 为 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一项重

要内容，制定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

规划，结合各地实际，认真做好培

训的组织和教学工作，确保培训质

量。省财政设 立了农村中小学师资

培训专项资金，用于省级骨干教师

培训和对财力困难地区师资培训进

行补助。同时，要求市县财政相应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以新

理念、新课程、新技术和师德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教师全员培训和继续

教育。省财政还及时督促各中小学

按公用经费总额的 5 % 安排师资培

训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政策性强、资金投入量大、涉及面

广、工作层面多，落实各项政策的难

度也随之加大。改革工作之所以能

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做好预算编制。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后，按照农

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

要求，按照《预算法》、《会计法》等法

律以及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

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规

定，逐步建立起“校财局管”的模式。

利用现有支付系统和会计核算体系，

加快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步伐，建立

起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要求市、县建

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校预算编制制度，

将农村中小学各项收支全部纳入县

级财政预算，由县教育行政部门汇

总编制报同级财政部门，村小学由所

在乡镇的中心学校统一编列。二是

管理工作做的好。省财政从制度建

设入手，制定了《辽宁省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省以上专项资

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和《辽宁省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

专项资金会计核算暂行办法》，规范

了资金拨付管理、确保资金及时到

位。为保证补助资金落实到位，省财

政厅在下达省补助资金后，指导和

督促各市财政部门按照省政府要求，

合理确定市、县财政承担比例，确保

资金落实。研究制定包括加强财政

预算管理、免收学杂费、公用经费支

出管理等方面的 11 个相关政策配套

文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各类经费

管理办法，确保各级财政部门做好

经费保障与组织、管理、拨付和监督

等相关工作，使改革扎实推进。
责任编辑  周多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本期专题——公共财政为义务教育埋单
	构筑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