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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作为民生支出的第一

大领域，教育财政支出在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各领域中

占比最高。目前，我国各级教育在校生达 2.9 亿人，正

是教育经费的大量投入支撑着中国兴办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今后最为迫切的问题是

如何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取得的成效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加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在学前教育阶段，普惠性幼儿

园的大量举办，使得“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了很

大缓解。依据 3 月 1 日教育部发布的《2021 年全国教育

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1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29.48

万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7.78%。学前教育毛

入学率 88.1%，比 2010 年的 56.6% 提高了 31.5 个百分

点。中央财政下达 2021 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

198.4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 亿元，增幅 5.31%。从 2021

年起，在继续支持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健全普惠性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巩固幼儿资助制度基础上，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新增“支持提高保教质量”的支

持方向，重点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配备适宜

的玩教具和图画书，同时对能够辐射带动薄弱园开展

科学保教的城市优质园和乡镇公办中心园给予支持。

政府还加大扶持力度，普及社区托育理念，引导社会

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未来政策改革的落脚点

当前，学前教育的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省

域之间的分布差异较大，公立园、私立园和普惠性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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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的学校设施设备在部分学校也存在数量不足和质

量差异。对于城市流动儿童等的学前教育政策还不到

位，保障力度不足。

学前教育伴随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学龄儿童数

量减少。经相关研究预测，从长期趋势看，随着育龄妇

女规模下滑、新一代年轻人观念改变、抚养成本上升

等，出生人口仍将处于下滑期，学龄儿童也将相应减

少。部分城市学前教育出现过剩现象，然而普惠性和

优质的学前教育供给还是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

政府、市场和社会还没有形成学前教育阶段托育

服务的办学合力。在学前教育还未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当前财政经费状况难以实现义务

教育扩围的情况下，针对“放开三胎”政策的有效落地，

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学前教育阶段加强协作，为

加大普惠性幼儿园供给力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进

一步实现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加完善的托育服务。

未来，需要在依据学龄儿童人口变化优化学前教

育资源结构，促进提高保教质量的基础上，增加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保障力度。

一是进一步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保障力

度。面向所有儿童，应该增加收费合理、家庭交通成本

低廉，幼儿园设施设备量足质佳的学前教育资源，分

层次、有重点地加快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让

更多的幼儿与家庭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今

后，为实现学前教育入园率的提高，还需进一步完善

普惠性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体化发展，政府应更好满足人

民对更为优质公平学前教育的需要，系统地对普惠性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进行规划。健全普惠性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财政制度，改变财政投入的路径依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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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办园体制和编制的瓶颈，确保普惠性幼儿园同质同

价，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普惠性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

二是依据人口出生率和幼儿人口变化优化学前教

育资源配置。根据人口出生率和幼儿人口变化趋势，

科学预测幼儿数量和空间分布，提前研判学位供需变

化，分析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合理编制城乡学前教

育学校布局规划、幼儿教师调整机制和培训机制，合

理有效利用并充分发挥现有学前教育资源的统筹整合

能力。重点解决好城镇及城乡结合部、乡村学前教育

资源总量不足，乡村学前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努力

增加残疾适龄儿童和农村幼儿的入园机会。地方政府

的教育事业规划、布局与管理等应尽快调整为以常住

人口而不再以户籍人口标准的教育资源配置，针对流

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政策，构建以户籍人口为主的学

前教育资助和补贴政策等。

三是助力“三孩”政策落地，有效利用城市富余

的幼儿教育校舍资源。受“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影响，

2016 年以后多地改扩建了大量幼儿园校舍，然而伴随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北京、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也出

现幼儿园空余学位增加，部分区域学前教育资源存在

富余的现象，因此需要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较

为可行的方式是将城市多余的幼儿园校舍等用于 0 岁

至 3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和流动人

口子女的教育服务。幼儿园的教

学和服务设施对于 0 岁至 3 岁幼儿

活动和看护相对安全。一方面，可

以有效减少父母对年幼子女的看

护压力，为放开三胎等计划生育

政策的有效落地和提高人口出生

率提供一定条件 ；另一方面，节

约了政府和社会新办托育服务在

场地建设上的成本，未来伴随鼓

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和落地，人口

出生率的提高也为进一步将这些

闲置的学前教育资源利用起来提

供了可能，从而成为一种良性循

环的改进举措。今后，相关区域还需充分发掘、整合现

有幼儿教育资源，停止盲目新建、扩建公办幼儿园的

现象，减少国家财政经费的浪费。

四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形成完善托育服务合力。

地方政府、街道社区可以将普惠性幼儿园拨款经费用

于保障相应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向市场和社会引进

资金和投资用于校舍维护，招聘符合标准的幼儿教师

和看护人员，对于托育服务有特色，社会反响较好的

幼儿园，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奖补资金，并加大宣传

力度。通过公办民助、购买服务、教育券等方式，大力

支持社会力量办园并开展托育服务。

五是给予学前教育教师与劳动对等的地位和待

遇。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具有较高的劳动强度，合格优

秀的幼师对师资培训的要求也较高。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也对落实教师工资提出了要求，各地将进一步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的对学前教育教师

的工资保障力度，给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和公办

园教师同等待遇，完善幼儿教师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

充分考虑学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结合城镇化发展、

老城区改造和人口流动的实际，着力解决民办园教师

稳定性差、留不住人，乡村学前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城

市幼儿教师结构性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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