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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转移支付的

启示

宋健敏

日
本战后一直实行小学 6年、初中

3年的义务教育制度。为推行明

治维新后形成的教育机会均等理念，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政府在基础教育，

尤其是义务教育方面，建立了中央教

育经费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

将责任分担于中央和地方。义务教育

的直接提供者主要是市级政府，但在

各项经费开支中的很大部分却是中央

政府以专款专用形式进行的转移支付。

根据《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的规定，

中央财政承担国、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

职员工工资等实际支出费用的 1/2。这

部分预算是根据年度内学生数和教师

数的增减状况以及教职员工工资水平

的变动情况进行编制的，经费支付也

有严格的法定程序。日本承担义务教

育的公立中小学校由各市级政府设立、

主管。但为了提高硬件水平，中央政府

对校舍等设备的建设、整修等费用实

行财政补贴。具体是根据班级数确定

校舍、室内体育馆等设施的面积标准，

在标准范围内，对新建部分的 1/2，危

房改造部分的 1/ 3实行补贴。除此之

外，对一些非经常性的改建、改造和设

备更新等，中央财政还设有特殊补贴

制度。根据《宪法》中义务教育无偿提

供的精神，从 1963年开始对义务教育

阶段的教科书进行无偿提供。每年国

家（国库）从教科书发行者手中购入相

应数量的教科书，无偿提供给承担义

务教育的各学校转发给每个学生使用。

通过上述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各级政府几乎承担了义务教育的所有

成本，其中，中央占 50% 以上。这一

制度在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变化，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在

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变化，义务教育经

费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就不

断地显现出来：首先，义务教育经费支

出在文教预算中比重过大，而且工资

支出比例过高，造成日本的文教预算

越来越缺乏弹性。其次，无偿提供义务

教育教科书的制度，在城乡居民收入

水平居世界前位的当今日本，越来越

显现出它的低效率和不合理性。公立

中小学在校学生中，其家庭用于各种

私塾、课外兴趣培训班等的费用，平均

每人一年大约为 25-30万日元。而每

个学生每年的教科书费用大约在 3-4
千日元，如果由个人负担，只占各家庭

教育费用的 1% 左右。对绝大多数家庭

来说，这并不构成太重的负担。但国家

每年却要为此付出超过 400 亿日元的

财政支出，这样的资金使用显然是低

效率的。再次，从成本受益关系看，义

务教育的受益负担极其不平衡，公费

投入过大，造成纳税人负担日益加重。

最后，在义务教育的中央与地方职责

分工中，中央政府承担的部分过大，地

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难以发

挥各自积极性。

上述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随

着时代的发展，要求政府在义务教育

中所承担的责任也必须发生转变。过

去，日本的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差距

较大，推行以政府拨款为主的义务教

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是必要的。但随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差距的基本

消除，这种必要性引起了广泛的怀疑。

有人提出应当强化地方政府以及个人

在义务教育中的责任和作用。比如，对

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可以实行中

央政府给予“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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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超出部分由地方财政根据各自的

具体情况自行解决；为了体现个人在

义务教育中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应该废除教科书无偿提供

制度等。这些意见和建议的提出，标志

着日本的义务教育制度正朝着重视个

性的培养与发展、完善国家、地方政府

与个人在义务教育中地位关系的方向

改革发展。

尽管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出现了

许多新问题，但是，纵观其经济发展的

历史，可以看到正是政府对义务教育

的强有力的支持，才使得整个社会的

劳动力平均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为其

经济腾飞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义务教育历

史较短，教育资金不足，尤其是农村义

务教育资金缺口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

义务教育制度的普及和教育质量提高

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日本义务教育制

度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到解决这个问

题的一些启示。

首先，必须在理论上认清政府承

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必要性。我国近年

来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有

了大幅度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在不断

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对义务教

育的大量投入，可以防止由贫富差距

带来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进而减少

贫困的产生。不仅如此，从效率的角度

来看，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我

国，对义务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将

会更高。

其次，要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

义务教育问题上的事权关系。长期以

来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没有理顺，在

义务教育中各级政府的事权不清也是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得不到妥善解决的

重要原因。从 1985年开始，基础教育

经费的筹措均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

农村义务教育职能的执行被放在了乡

级政府。这样，教育经费是否能得到保

证，完全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财力以

及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态度。这一

改革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解决了筹措

和使用教育经费的效率问题，提高了

学校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但在农村，尤

其是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维持失

去了中央政府的直接资金援助，只能

依靠地方财政和农民的缴费。尽管我

国对贫困地区也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但是目前所采用的是总额转移支付政

策。由于一个地区的支出因素很多，地

方政府往往从短期利益出发，挤占、挪

用义务教育经费，从而造成了一些地

区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缺口的现象。义

务教育属于“地方混合性产品”，由地

方政府承担这项公共事务较为合理。

但在资金筹集问题上，如果完全由地

方政府承担也不现实。日本政府通过

实施“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做到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地方政

府承担相应责任，来确保义务教育在

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的做法值得借鉴。

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既有助于解决教

育产品的外部效应问题，也有助于实

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目标。当然

这并非唯一的模式。也有些国家采用

的是 “以成本为基础的缺口补贴”模

式。我国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方式，还要

根据具体的国情来定。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动态

湖北沙洋：
乡镇精兵简政一年节约1500万元

2005年，湖北省沙洋县以精简效能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了乡镇

综合配套改革，为 乡镇财政 节约支出近 1 500万元。通过扎实开展合村并

组暨“两委”换届工作后，全县行政村、组数分别减少 1 00个和 20 1 个，

80% 的村实行了书记主任一肩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 面达到 85% 以上，

共精简村干部职 数 650 个，每年可 节约村级支出 1 90 多万元。全县 242

个乡镇事业单位 全部转制， 1 778人实行了一次性经济补偿，476人通过

参与竞争聘用上岗，1 694人分流，每年可减少乡镇财政支出 12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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