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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共教育支出

绩效考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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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政治和管理体制的不同，各国的

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模式也存

在明显差异，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无

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比较

早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系，是公认

的比较成熟的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

模式。传统的“美”、“澳”模式是先设

定公共支出应实现的绩效目标，从过

程入手，对公共支出的每一个环节进

行绩效考评和监督，其所有环节、所有

步骤都是以考察绩效目标或绩效结果

是否实现为行为导向。可以说，这是一

个封闭的、静态的模式结构，它以绩效

目标或绩效结果的确立为开始，并以

绩效目标或绩效结果的最终完成为终

止。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对公共教

育投资的规模和方向进行了调整。以

高等教育为例，日本的高等教育是官

学与私学并存的格局，采用政府主导

的形式，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高校

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国立大学是政

府设立，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投入，

公立大学由地方政府投资设立 ，私立

学校则由私人设置，收入主要来源于

学费收入、教育机构运作收入和少量

的政府资助。日本一方面致力于建立

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另一方

面也开始逐渐关注公共教育资源的配

置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寻求这

两方面目标的统一。

20世纪90年代，日本尝试建立自

己的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体系，

1991年将大学的评估以法律形式固定

了下来。同时，将考评的重点由高校内

部考评转向外部的绩效评估，即由独

立于政府和大学的机构对高等教育进

行绩效评价，公开发表考评结果和公

共教育支出的财务绩效状况，并逐步

以考评结果为依据，分配公共教育资

源。日本的高等教育绩效考评明确建

立在提高本国国际竞争力、 维持经济

发展的绩效目标之上，并根据国家战

略发展需要调整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

情况，制定以效率为准则的资金分配

制度，形成了充满竞争性的高等教育

财政公共支出分配体系。更重要的是，

日本还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市场化机

制，通过市场调节、公平竞争的形式，

促进公共教育经费的有效合理运作，

使教育投入与效率关系趋于合理，引导

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合理、科学、有效

地配置，同时对公共教育支出的项目起

到优胜劣汰的 “优择效应”，确保了未

来财政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分配与支出。
改革后的日本高等教育公共支出

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统一分配，也称为

定量分配，即根据师生的比率配置教

育支出，保障教育、研究活动的稳定进

行；另一种是按照业绩进行的差额分

配方式，按照绩效目标完成的程度不

同进行公共教育资源的差额配置，强

调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经费使用效率。
显然，相对于改革前单一的倾斜分配

方式，新的方式更加关注支出绩效在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它将市

场机制引入公共支出资金管理领域，

各支出项目根据其各自以往的绩效表

现，通过公平竞争，谋求公共教育支出

的倾斜，从而达到公共教育资源公平

有效配置。这也被认为是“日本模式”

下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最为重

要的创新点。

在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构

建方面，2002年，日本又颁布了《构

筑保障大学质量新体系》，一改以往重

事前、轻事后的模式，将“事前审查、

控制”转变为“事后检查、评估”，同

时强化了引入外部考评机构，实行外

部考评与内部审查相结合的考评方法。
2004年 4 月，成立了大学评价及学位

授予机构，作为第三方对公共教育支

出绩效结果以及教育水平业绩进行考

评，主要是从教育活动、教育服务活

动、教学情况、科研活动等方面考察公

共教育的业绩水平，衡量公共教育支出

是否收到预期的效果，并形成书面报告

提交评估委员会和大学自身的评估机

构，以帮助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
从近些年日本公共教育考评的实

践来看，外部评估机构参与公共教育

支出绩效考评正在增多，并逐渐占据

主导地位，成为考评的主要手段，这与

美国模式下以外部考评为主导的考评

办法比较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进

行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考评的目的开始

逐渐向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转变，这是

因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存在极大的正外部效应，因而教育支

出项目的成果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所取

得的社会效应上。在实践中，日本对教

育支出的绩效考评十分重视对教育的

社会效应的衡量。

可以看出，日本在充分借鉴“美”、

“澳”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创

造性地在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中引入市

场化的手段，突破了传统模式在公共

支出资源配置上的局限性，发展形成

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模式”。“日本

模式”下，考评结果不仅被作为经验标

准和依据，用来指导未来的相同或类

似的公共支出项目的绩效考评工作，

更重要的是它被用作公共资源合理配

置的依据，这是将市场化的手段引入

公共支出资源配置领域的很好的尝试。
尽管“日本模式”仍在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中，但已展现了很强的实际价值。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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