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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费透视

陈伟光

教育收费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近年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治

理下，教育收费已在逐步规范，学校收费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得到扭转。但由于

教育收费的数额近年一直呈上升趋势，

社会对此还有一些反响。如何正确看待

我国的教育收费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教

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

教育收费是财政拨款的必要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经济建

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国家确定了

优先发展教育的方针，做出了实施科教

兴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到 2000 年我国

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目

标。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教育投入问

题。我们面临的国情是，经济尚不发达，

政府可提供的财力非常有限，而我国人

口众多，教育规模大，国家财政拨款不能

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据统计，

1980——1996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

款由 113.2 亿元增加到 1 211.91 亿元，

增 长 9 .7倍。但 我 国 学 校 中 现 仍有

2100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得到改造。到
1995年底，我国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及

图书达标率小学是 34.2% ，职业中学是

31.43% ，普通高中只有 42.57% 。农村

中小学普遍存在办学条件差等问题。目

前，在事业需求大而经费供应小的情况

下，如何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摆在我们

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按照国家财

力提供的可能发展教育事业，而另一条

是按照尽最大可能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发展教育事业。显

然，我们只能选择后一条路。为此，国家

决定实行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多渠

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政策。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收取杂费，向非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收取学费也就成为筹措教育经费的渠

道之一。实行教育收费制度以后，增加

了学校的教育经费。目前，全国杂费和

学费的收取额已占到我国全部教育支出

的 12% 左右，成为国家财政拨款之外的

第二大教育经费来源，对保证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

实行教育收费政策较好地解决了我国教

育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是符合我国国

情的。

教育收费已纳入规范化轨道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义务教育

阶段只收取杂费。1996年 12月，经国务

院批准，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颁

布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对

各类教育的收费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

规定义务教育学校只能收取杂费和借读

费。高级中学、职业中学、普通高等学校

只能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同时对收费标

准的审批办法、杂费和学费的使用管理

等做出了明文规定。这几个收费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不同地区、不同类别、不同

专业的学校收费标准可以不相同。所

以，目前全国各类学校杂费或学费的标

准有一定差异。根据统计调查，目前我

国教育收费的情况是：1996 年全国小学

人均每学年缴纳杂费 50 元，普通初中学

生人均每学年缴纳杂费 92元，普通高中

学生人均每学年缴纳学费 330 元，中专

学生人均每学年缴纳学费 1 103元，大学

生人均每学年缴纳学费 1 319 元。

教育收费水平高低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各类学校目前的收费水平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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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呢？从杂费和学费的人均标准来

讲，不好下结论。只有从学校培养学生

支出的教育成本的有关数据来分析，才

能得出结论。首先，从学校经费的供应

情况来看，按照 1996 年的全国教育经费

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培养一

个小学生全国平均每年需开支 470 元，

而国家财政拨款只能解决 300 元；初中

学生全国平均每年需开支 840 元，而国

家财政拨款只能解决 550 元；高中学生

全国平均每年开支 1 800元，国家财政拨

款只能解决 1 100元；中专学生全国平均

每年需开支近 3 040元，国家财政拨款只

能解决 2 200元；大学生全国平均每年需

开支近 10 000元，国家财政拨款只能解

决6 000元。从上列数据不难看出，各级

学校需求和国家拨款之间的差额，按照

平均的收费水平，是不能解决的。拨款

加学校收费后仍留有的那部分经费缺

口，还需要依靠学校从社会捐集资等多

条渠道来解决。其次，从各类学校杂费

或学费占培养成本比例的状况来看，

1996年全国小学生杂费只占生均培养成

本的 11% ，高中生学费只占生均培养成

本的 18.7% ，中专生学费只占生均培养

成本的 36.4% ，大学生学费只占生均培

养成本的 17.9%。最后，从我国教育收

费占人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比例来看，根

据有关方面统计，1996 年我国农村生均

缴纳杂费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小学

为 2.6% ，初中为 4.05% 。对于我国城

市家庭来说，这一比例更低。从上述三

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

论，我国学校杂费、学费的收费标准并不

高。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收费较高

呢？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典型调查，了解

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在小学，有的学

校一开学，学生一共交给学校 191 元，其

中政府规定要交的杂费为 26 元，其他的

是书费、练习本费、班费、校服费、保险

费、课外活动费等，再加上有的学校存在

着其他乱收费，这么多的收费项目加在

一起，收费总额就大了，学生家长自然会

感到学校的收费高。如果我们的学校按

规定只收杂费或学费，不去代收那些不

属于学校收入的费用，学生家长就不会

有这种感觉了。看来问题就出在学校收

费项目多上，出在学校为人代收的费用

上，出在一些学校的乱收费上，而不是出

在政府的收费政策上。如何解决上述问

题，是各类学校需要认真研究的。再如

笔者在一些大学了解到，一个大学生平

均一年需要家庭支付的费用约6 000元。
其中用于学生个人支出的伙食费用需

3 000多元，再加上个人零用、书本费、探

亲路费等也需 1 000多元，实际上缴学校

的学费包括少量的住宿费有 2 000元左

右，只占家庭为学生支出上学费用的 1/

3左右。另外 2/3的支出并不属于学校

的收费支出，只是由于学生上大学后，学

生家庭比过去增加的支出确实多了，这

也是给大家形成教育收费高这一印象的

原因。按照国务院三部委颁发的学校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允许学校收费

的项目只有杂费、学费、借读费、住宿费。
未经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批

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学校都不

得自定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在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按学生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
普通高等学校不得超过年生均教育培养

成本的 25% ，高中、职业中学、中专等学

校的学费占培养成本比例由各省级人民

政府自行规定。1996 年，普通高等学校

按规定调整了学费标 准，每 生 每 年

1 000—3 000元，少数地区及特殊专业可

能还要高一些。这个标准，对于经济收

入不太高的家庭来说，不能说低。对于

贫困学生来说，确实还有一些压力。但

是与国家培养大学生所支出的生均教育

培养成本相比，这个标准并不高。如前

所述，现在高校每培养一名大学生每年

需支出经常性费用就达 10 000 元左右，

如果加上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如教学

楼、图书馆、实验室的建筑费用和大型仪

器设备的购置费用，生均每年需开支的

教育经费大约为 15 000元左右，学生每

年交的学费其实只是教育培养成本的一

小部分。由此可见，国家把学生学费的

标准定在这一幅度，不仅考虑到发展高

等教育的需要，而且还考虑到我国的国

情和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大部分

培养费用仍是国家和学校承担的。大学

实行收费制度以后，国家为了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上大学的问题，在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要酌情减免学费。同时还出

台了有关的配套政策，在高校实行奖学

金、贷学金、学生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等

制度，以保证不因实行教育收费制度而

使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失去读书的

机会。此外，还规定对国家重点发展的

一些艰苦行业，如农林、师范、体育、航

海、民族等专业的学生免收学费，并给予

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鼓励。这也为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了入学深造的机

会。
应当看到，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以后，

还起到了转变学生观念的作用。一方面

使学生和学生家长增强个人承担教育费

用的责任；另一方面使学生进一步珍惜

学习机会。此外，学生利用假期、休息日

打工或开展家教等勤工助学的活动日益

增多，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给

学生带来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

中了解社会的机会，对大学生的成长还

会起一些好的作用。
为了避免出现学生杂费、学费标准

失控的问题，国家要求各地制定本地区

学校收费标准时，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状况、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财

政对学校经费的供应能力、学校办学经

费的需求和培养费用的情况等诸多相关

因素综合研究。先由教育部门提出意

见，然后经物价、财政部门审核，最后报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才可执行。应该

说，政府对教育收费工作还是相当慎重

的，各地规定的各类学校的收费标准也

是充分考虑到其合理性的。

实行教育收费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收入水平都低于世

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各级财政的供给能

力不高，用于教育的拨款占学校需开支

经费的比例中小学为 80% 至 90% ，大学

为 60% 至 70% 。各类学校除了收费之

外，还需兴办一些校办产业，开展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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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积极向社会开展捐资活动，才能勉

强维持学校的运转。学校教育经费紧张

的状况目前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

种情况下，对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取杂

费的政策短期不会改变，并且杂费的标

准还要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及学校教学条件的变化每年做

一些调整。只有在国家经济有了较大发

展、国家财政能够保证义务教育经费需

求的前提下，才能逐年降低杂费标准，最

终取消收费，像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

家那样，对义务教育实行完全免费。在

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取学费的制度

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即使在多数经

济发达国家，也仍在实行收费制度。无

疑，在我国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取

学费的制度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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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税是增加
地方财力的有效途径

吴邦金  刘定奎  詹祖武  张卫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加强对各

种收费的管理，特别是对加重企业和群

众负担、扰乱社会分配秩序、助长不正之

风、损害党群关系和政府形象的乱收费，

如何加以改革和规范，已不仅仅是关系

到政府职能转换和净化市场环境的问

题。改革和规范收费，不仅有利于完善

财税制度，而且是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的

有效途径。
一、乱收费问题非根治不可

（一）“收费热”日益膨胀，收费部门、

收费项目多而乱。改革开放以来，在利

益的驱动下，一些部门和单位钻国家简

政放权、允许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解决自

身经费不足的政策空子，想方设法挤进

收费的行列。如今收费单位越来越多，

几乎扩大到所有的政府部门，甚至一些

部门中的职能部门也直接收取。有的还

委托下属单位收取，已经形成了每增加

一项新的业务，都要以解决经费不足、发

展自身事业为由要求设立收费项目的状

况。据有关资料反映，80 年代初，全国

只有为数很少的税收附加、养路费、中小

学杂费、市场管理费以及预算内管理的

规费，年收费收入约 100亿元。到 1994

年，全国省以上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约有 3 000多项，大小基金约有 80余种，

收费额已增到 2 600多个亿。
（二）名目繁多的收费，大量挤占了

财政预算内收入，扰乱了正常的经济运

行秩序。我国近几年每年收费与基金收

入有 2600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国内财

政收入的 45%。有些地方的收费、基金

收入与财政预算内收入相当，甚至超过

预算内收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逐年下降。据统计，我国财政收入

占 GDP 比重由 1979 年 28.4% 下降到

1987年18.4% ，进而下降到1995年10.7% ，

差不多是以一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降

低。而另一方面，企业和群众并未感到

负担有所减轻。这部分国民收入流到哪

里去了？不言而喻有相当部分被收费部

门收走了，这不能不说是对财政预算内

收入的一种挤占。
（三）多而滥的收费还助长了不正之

风，为滋生腐败营造了温床，严重损害了

党群关系、政府形象。由于对收费部门

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些

权力就出现了商品化、货币化，出现提供

的服务（劳务）与收费不相对称的现象。
本来收费一般具有补偿性质，专款专用。
但实际情况是乱收费、收费不入帐、专款

不专用等现象极其严重。大量的“灰

色”、“黑色”收入成为这些部门的“小金

库”甚至落入个人的腰包，或花在各种不

正之风开支上，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
二、费改税是增加地方财力的最佳

选择

费的改革势在必行。就我国情况

看，实行费改税是最快捷、最可行的办

法。
（一）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迫切要求

扩大财权，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分税制

改革，虽然地方税种增多了，地方税收入

随之增加，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也有

一定的提高，但从总体看，地方税收入规

模仍然很小。从税制结构看，中央将税

收收入小、征收范围广、征管难度大的税

制划归地方，虽然有利于调动地方聚财

的积极性，但从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比

较来看，征收成本高，必然减少效益，其

直接表现为减少地方财政收入。我国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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