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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事业的特殊性，从宏观角

由度考察，教育经费支出不仅可以

产生宏观的经济效益，如经济增长、收

入差距的缩小、资源的优化配置等，而

且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如社会的人文

环境、自然环境的改善，社会精神文明

的进步等。从微观角度分析，可以提高

人的知识、素质等，增加个人收入。可

见教育经费支出非常重要，提高其效

益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教育事业虽然发展迅

速，但教育经费支出效益低下，其主要

原因是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据统计，1995年基础教育、中等教育

和高等教育三级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

支出之比世界平均水平为 1 ∶2 .7 ∶

3.0，而我国 2000 年这一比例为 1 ∶

1.74∶14.56，过多倾向高等教育。这

种不合理的教育财力配置格局，造成

了义务教育不能很好的实施，尤其是

经济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财

政资金不足。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都

把基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

其投资的比例达到 80%-90%，相比之

下，我国这一比例显然太低。另外，以

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

致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下和社会不平

等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国际上看，高

等教育资金来源于政府与民间的分担

比例平均为 39∶61，虽然其民间投资

的分担比例较高，但由于社会捐赠和

高等学校的产品销售所占比例较高，

因而来自个人的家庭投资负担并不重，

如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个人支出占家庭

年收入的比重为24%。相对而言，我国

目前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于政府与民间

的分担比例为 51∶49，企业和社会团

体投资比例微乎其微，民间资金来源

基本上是个人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

比重达到了 66% 左右，不利于高等教

育的健康发展。另一原因是现行的财

政教育投入分配机制不尽合理。从国

际上看，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财政投

资分担比例一般为 60∶40，而我国为

37∶63。特别是在社会受益最明显的

义务教育投入方面，中央财政负担较

少。这种政府间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

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县乡财政困

难而影响政府对基础义务教育的投入。

针对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和财

政投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的现象，特提

出如下提高公共性教育经费支出效益

的路径选择：

1.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P的比重，

为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提供财力基

础。导致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财力不足。因此，依

法保障政府教育投入量的稳定增长，

实施稳定的财政教育投入政策是促进

教育发展的关键。增加财政对教育的

投入，应该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 P的比

重，明确规定中央、省、地方三级政府

教育投资中的责任和负担比例，加大

中央及省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比例

和中央及省财政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

总支出的比例；完善教育投资的立法，

加强各级人大、司法机关、学校及社会

对政府教育投入的监督；完善教育的

部门预算制度，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

效率。

2 .调整公共性教育经费支出结

构，增加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优化

教育资源配置。我国政府财政能力有

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这种调

整不可一蹴而就，要分阶段、分区域逐

步进行。从近期来看，在适当提高中等

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应大幅度提高

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而非义务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在财政教育投资中的

比重应该降低，可以从加大社会投资

以及高等教育与市场结合、高校创收

等方面扩大经费来源。同时，为满足第

三产业发展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

的大量需求，政府和社会各界还应加

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投入。

3.运用财税政策，引导民间资本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拓宽教育经费的

来源渠道。如在个人所得税中增加教

育支出扣除；对企业用于职工的教育

支出提高税前扣除比例；鼓励社会各

界和公民投资、集资、合资办学，形成

办学主体、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教育投

资格局。

4.利用转移支付手段，平衡不同

地区、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机会，充分实

现教育公平。在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

分配格局、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

断提高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转移支付

手段，实现财政的教育公平职能。为

此，必须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

移支付金额。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应以“因素法”为依据，结合地

方实际财政能力、学龄人口数、教育成

本等客观因素，确定“最低教育经费支

出标准”，设计科学的转移支付公式。教

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以保证居民基本受

教育权利、保证教育日常经费需要和实

现相对的教育公平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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