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用于教育的支出20 亿
,

城镇农村教育费附

加 2 6
.

嫂亿
,

中小学勤工俭学和高校有偿社会

服务收入2 6
.

7亿
,

中小学学杂 费 收 入 1 0
.

9

亿
,

其他收入 5 亿
。

预算内外教育经费总量

达37 9
.

62 亿
。

( 以上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教

育经费的绝对量
、

相对量和增长速度
,

均达

到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最好水平
。

教育经费的增长
,

使学校办学条件得到

一定改善
,

教育事业得到较大发展
。

仅校舍

面积
,

1 9 5 1一 1 9 8 6年
,

普通高校 增加 3 , 2 5 0

万平方米
,

中小学增加 1 3 , 5 00 万平方米
,

危

房面积 比重 已由1 9 8 0年的 13 肠下降到7
.

4 肠
“

1 9 8 0一1 9 8 7年
,

学龄儿童入学率从9 3肠提高

到9 7
.

1肠
。

每万人口 中的中学生从 1 9 6 5年的

1 9 7人提高到 1 9 8 6年的5 0 5人
,

大学生从1 9 8 0

年的1 1
.

6人增加到 19 8 6 年的 1 7
.

8 人
。

九年

来
,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向社会输送高

中级专门人才 6 ,
0 00 多万人

,

基本上改变了

十年动乱造成的各条战线人才青黄不接的局

面
。

职业技术教育
、

成人教育
、

特殊教育和

幼儿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

教育事业严重落后

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
。

应当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十

年
,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

时期
,

也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相对 比较协调的

时期
。

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的

转移
,

如果没有在教育和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

拨乱反正
,

如果不是中央和国务院对教育的

重视
,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王善迈

题问和对策

我国育教经费面

临的

一
、

十一届三 中全 会 以 来 教育经费的

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将党和全国的工作

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

现代化建设

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
,

因此
,

党和国家又把

教育列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
。

此后
,

在经

济发展的基础
_

匕 教育经费有了较大增长
。

1 9 7 8一 19 8 7年
,

国家预 算 内 教 育经费

(含教育事业费
、

教育基建投资
、

各部委用

于中专
、

技校的 经 费 ) 从 7 7
.

0 6 亿 增 加到

27 4
.

6 2亿
,

增长 3
.

53 倍
,

年均增长率 1 5
.

2肠
,

高于同期国民收入 1 3
.

2 肠和财政 收入8
.

7 肠

的年增长率
。

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2
。

5 %
,

提高到 3 %
,

占财政 收 入的比重从

6
.

8肠提高到1 1
.

59 肠
,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6
.

8 6肠提高到 1 1
.

2 2 肠
。

与此同时
,

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渠道筹措

教育经费
,

1 9 8 7年预算外教育经费达 10 5 亿

元
,

其中社会集资
、

捐资 16
.

24 亿
,

厂矿企

二
、

教育经费面临的问题

十年来
,

教育经费尽管有较大增长
,

但

仍面临总量不足
,

在初
、

中
、

高等教育中的

分配不尽合理和有限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不

高等问题
。

1
.

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 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各国教育经费的历史统计表明
:

一国一

定时期教育经费的投入量
,

是 以该国的经济

教育与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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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 (一般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 )

作为基础的
。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或

国民收入
,

下同 ) 的比例
,

随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的增长面提高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

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 总 值 的 比

例
,

衡量一国教育投资水平和政府对教育的

努力程度
。

用这一指标进行国际比较
,

来看

看我国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比例的情况
。

根据
“

六五
”

计划国家重 点 科 研 项目

《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值
》,

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研究的结论
,

在经济发

展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相同条件下
,

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

国际平均水平为
:

按 1 9 8。年美元价格计算
,

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3 10 美元的国家为3
.

31 务
,

4 0 0美元时为3
.

5 2肠
,

6 0 0美元时为3
.

8 4肠
,

80 。美元时为 理
.

0 6肠
。

据估算
,

1 9 8 7 年我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 20 一500 美元
,

而我

国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

例仅仅处于 2
.

5 一佗
.

9肠之问
,

显然是低于国

际水平的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公 布 的统计数

字
,

1 9 8 5年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

总值比例的算术平均数
,

发达国家为6
。

1%
,

发展中国家为 4 孙
,

亚洲为 4
.

6 肠
,

世界为

5
.

7肠
。

我国1 9 8 7年只有2
.

5拍左右
,

不仅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

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

均水平
。

采用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进行国际比较

具有某些不可比的因素
,

因 而 有 一 定局限

性
。

第一
,

政府支 出的教育经费直接来 自财

政收入
,

由于财政体制的不 同
,

不同国家财

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不

同
,

而只有在大休相 同时才 有 可 比 性
:
第

二
,

不 同国家财政支出构成不同
。

一般说
,

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不负担或很少负担经济建

设支出
,

社会主义 国家经济建设支出是财政

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财政支出构成 大

体相 同才有可比性
。

但在统计分 沂
‘
卜

,

如果

样本较多
、

覆盖面大
、

跨越时间长
, _

l:. 述不

可比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排除
,

国际比较

得出的结论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2
.

教育经费存量少
,

增量带有还 账 性

质
,

教育经费仍然短缺
。

旧中国教育落后
,

基础薄弱
。

新中国成

立后
,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

由于教育不被

重视
,

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
,

加上十年动

乱
,

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

教育经费存量

太少
,

欠账过多
。

十年来教育经费的增长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还账的性质
。

由于中国人 口多
,

年龄构成轻
,

适龄教

育人 口多
,

教育规模大
,

1 9 8 7年普通学枝在

校生达 2
.

0 25 亿
,

成人学校在杖生 达 2 ,
5 89

万
,

合计达2
.

28 亿人
。

即使我国教育经费比

例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

由于学生数量大
,

教

育经费仍过少
。

教育经费短缺表现在
:

¹ 各级各类学校校舍不足
。

按国家规定

面积定额计算
,

中小学缺校舍 7 , 5 00 万平方

米
,

危房4, 500 万平方米
。

高校教学
、

科研
、

生活用房也十分紧张
。

º学校公用经费短缺
。

由于新增教育事

业费大部分用于人员经费
,

致使教学活动需

要的公用经费短缺
。 19 7 8到19 8 7年普通学校

新增教职工近 1 80 万人
, 一

十年来两次调整教

职工工资
,

使人员经费中工资基 金 急 速 增

长
。

再加上大中小学 100 万离退休人员工资

和各种津贴
、

补贴等新增开支项 口35 亿
,

使

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费中人员经费比例上

升
、

公用经费比例下降
。 1 9 8 7年大中小学 气

员经费分别占4 1 .

85 帕
、 7 2 .

2肠和 8 3 ·

25 吩
,

同1 9 8 0年相比
,

公用经费比例中学由33
. 1肠

降至 27 . 8 肠
,

小学由22
. 1肠降至1 6

. 7孙
。

公

用经费支出中50 一 60 肠又用于房屋修缮
,

真

正用于教学的公务费和业务费所剩无J
一

L
,

据

典型调查
,

中学生每年仅 5 元
,

小学生仅 1

元多
。

19 8 O f {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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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仪器设备严重短缺
,

全 国仅有

打 肠中学和 6 肠的小学有实验室
,

基本配齐

实验仪器的中小学不到10 肠
。

中小学缺木制

课桌椅1 , 300 多万套
。

¼ 教师工资待遇低
,

学生流失和教师外

流增多
。

据国家统计局对 国民经济12 个行业

职工工 资总额构成统计
,

月平均工 资 123
. 7

元
, “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
”

职工

月平均工资113 .

5元
,

比平均水平低10 .
2元

,

排例倒数第二
。

教师
、

尤其中小学教师工作

时问
一

长
,

收入低
,

住房紧张
,

工作生活条件

差
,

教师职业无吸引力
,

致使许多优秀教师

外流
,

教师队伍不稳
。

上述教育经费均 以当年价格计算
,

如按

不变价格计算
,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教育经费

大大贬位
。

据北京
、

辽宁两省调查
, 1 9 8 5年与

19 8 0年相 十匕
,

文 终纸张类价格上升6 3. 9肠
,

教学实验用品类上升 6 6 . 3肠
,

图书报刊类上

升9 1 . 2肠
,

办公用品类上升76 帕
,

修缮材料

和劳务费上升 55 . 2肠
。

3 .

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 配 不尽

合理
,

普教经费比重偏低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中等
、

初等教育经

费的分配 比例大体上是 2 ‘8 ,

即高教为20%
,

中初等教育 为 8。务
,

高教经费比例低于世界

22 一25 肠的平
.

与水平
。

但评价三级教育经费

比例不能简 单地以总量 比衡量
,

因为各级教

育规模不同
、

学生人数不同
。

最能体现三级

教育经费比例的应是三级教育 生均教育经费

比
,

如以此指标衡量
,

在我国教育经费总量

不足的条件下
,

高教经费比重偏高
。

如果以

年生均教育经费当量计算小学生为 1 , 19 8 4

年我国中学生为2 . 7 9 ,

大学生 为5 9 . 7 。

尽管

生均教
一

言经费随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大
,

经济

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
,

高教生均经费与普教

生均经费差别越大
,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

家
,

二者差别越小
。

但我国三级生均教育经

费差别不仅仅少、炭高于发达国家
,

而且也高

于发展中国家
。 19 8 7 年普通 高 校 学 生 2 00

万
,

即不到 1 肠的学生 占有20 肠以上的教育

经费
。

我们还可 以用有的专家提出的三级生均

教育经费分别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的相对

指数来衡量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是否合理
。

根据八十年代初人 口在四千万以上的 16 个发

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
,

政府支出的生

均教育事业费指数
,

小学一般在。
.

08 一。
.

16

之间
,

中学在 。
.

15 一 0 .

22 之 问
,

大学在0
. 2

一 0 . 7之间
。

我国19 57年分另l{为0 . 0 9 4 、 0 . 5 1

和5 . 8 8 , 1 9 8 5年分别 为0 .

0 5 、 0 . 17和3 . 12 。

从这种对比中可 以看到
,

我国中小学生年生

均教育事业费相对指数20 多年来显著下降
,

小学从五十年代的 0
.

09 下降到八十年代中的

0 . 0 5 ,

中学从 0 .

51 下降到0 . 17
。

中小学生生

均教育事业费相对指数低于其它所有大国
,

大学生则数倍甚至十数倍高于其它大国
。

正

因如此 我国中小学
、

尤其小学办学条件恶

化
,

到 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

4
.

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表现之一是学校教职工超编
,

人力资源

利用效率较低
。

按19 8 4年原教育部规定的各

级各类学校教职工编制定额标准
,

全国城镇

中小学约超编 5 0万人
。

高等学校机构臃肿
,

非教学科研人员过多
,

口前约占教职工总数

的4 5肠
,

按原有编制定额框算
,

全国高校仅

校本部教职工约超编 6 万人
。

我国八十年代以来
,

高等教育采取
“

外

延式
”

发展
,

办学f招切上采取部门
、

地方所

有
,

成人高等教育主要是进行学历教育
,

在

这种情况下
,

学校数量剧增
,

结 果 校 点分

散
,

规模效益低
。 19盯年全国普通高校1 , 。63

所
,

在校生20 6 .

49 万人 ,

校均规模1 , 842 人
,

成人高校 1 ,

3”所
,

在校生1 8 5 . 8 3万人
,

校均

l , 32 8人
,

普通高校 与 成 人 高校 平均规模
1 ,

59 3 人
。

而 苏美等发达国家高等教盲平均

学校规模 4 ,

00 。人左右
。

有 限的资金分散使

用
,

不仅规模效益低
,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教

育经费的紧张
。

教育与经济



三
、

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对策

1
.

逐步形成多渠道增加 教育经费的新

机制
,

藉以增加教育经费总量

在当代
,

教育
、

科技
、

管理已成为经济

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
。

为了实现我国

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

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

必须在 国 家 经济发

展
、

国力和财力增长的基础上
,

大量增加对

教育的投 入
,

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
。

增加教育经费
,

需要改变经费来源和负

担比较单一 的状况
。

按照教育经费负担的原

则
,

增加国家
、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支出的教

育经费
。

教育经费的负担有两个原则
,

即受益和

能力的原则
。

教育和教育投资在经济上是可

以获得收益的
,

谁受益
,

谁就应当负担教育

经费
,

受益而又有负担能力者
,

就有必要而

且有可能负担教育经费
。

国家
、

企业
、

受教

育者个人和家庭都将从教育上获得收益
,

这

是显而易见的
。

教育经费来自国民收入
,

教

育事业费来 自国民收入中的社会和个人消费

基金
,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来自国民收入中的

积累基金
。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

国家(财政)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占有一定份额
。

随着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已发生较大变化
,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

比重已明显下降
,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国民

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
。

因此
,

国家
、

企

业
、

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都有必要
、

也有可

能负担更多的教育经费
。

¹ 采取立法措施
,

保证政府支出的教育

经费的增长
。

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的增长 目

标
:

第一步
,

达到 与我 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

条件下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平均水平
;
第

二步
,

达到八十年代 中期发展 中国家 4 肠的

平均水平
。

为避免过去教育经费的确定无法

律保证
,

而更多是由决策者对教育的重视程

度决定
。

应该在经济发展
、

财政收入在国民

·

46
.

收入中比例和财政支出结构合理稳定的条件

下
,

以法律形式规定全国教育经费占财政支

出中的合理比例
,

及各级政府支出的教育经

费占各级财政支 出中的合理比例
。

无论从教

育经费负担原则来说
,

或是从各国教育经费

负担的实际来说
,

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都是

教育总支出中的主要部分
。

º以税收形式增加企 业 支 出 的教育经

费
,

鼓励企业对教育捐资
。

考虑到目前企业

内部经营机制正在改革
,

在增加企业教育经

费负担时
,

近期内以提高原有税费计证比例

为宜
,

不宜开征新的税费项 目
,

已经开征的

教育费附加
,

可由各地政府酌情提高征收比

例
。

对已试行的企业有偿 使 用 中 高级人才

( 包括高等学校对企业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

配 ) 可扩大范围
。

还可按年度预算外基本建

设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开征教育税
,

这对控

制基本建设规模也是有益的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

企业逐步成

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

可向各

种所有制企业开征教育税
,

以使企业负担的

教育经费稳定增长
。

除税费外
,

政府应采取

优惠政策
,

鼓励企业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捐

赠
。

还可以经济合同方式加 强企业同相对应

的高等学校
、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联系
。

» 对非义务教育
,

主要是高等教育
,

逐

步向学生征收学费
。

对初中以下的义务教育

可适当提高杂费标准
。

对非义务教育
,

尤其

高等教育可适当收取学费
,

住校生适当收取

住宿费
。

上述收费应在城乡居 民个人收入增

长的基础上逐步实施
,

学生缴纳的学费只是

教育经费的一部分
,

而不是主要部分
。

对实

行专业奖学金
、

定向奖学金的大专院校
,

不

征收学费
。

¼ 应继续鼓励中小学勤工俭学和大学有

偿社会服务
,

以增加学校投入
,

改善办学条

件和教师生活待遇
,

密切学校与经济
、

社会

的关系
。

继续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和华侨的教

育捐资
,

动 员全社会力量增加教育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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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逐步调整教育经费在初
、

中
、

高等教

育中的分配结构
,

大力增加中小学
,

尤其县

以下农村的教育经费
,

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
。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
,

关系着我国劳动力

的素质和全民族的素质
。

必须把增加教育经

费的重点放在中小学
,

特 别 是 农村的中小

学
。

可采取教育经费增量调整办法
,

调整教

育经费分配结构
,

即在今后所增加的教育经

费中
,

主耍用于普通教育
。

各级地方政府增

加的教育经费大部分用于中小学
。

为解决地

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引起的教育经费不

平衡
,

在中央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中
,

应设

专项基金
,

解决落后地区教育经费不足的问

题
,

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 地区生均教育经费

上的较大差距
。

3
.

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

目前教育投资使用效率不高
,

主要是教

育管理体制不合理而造成的
。

为此
,

要通过

教育体制改革
,

提高投资使用效率
。

就中小学教育来说
,

主要应通过 引进竞

争机制
,

优化劳动组合
,

减少教师和教职工

数量
,

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

提高教师质

量
,

以提高教育质量
。

就高等教育来说
,

主 要 是 应 控制总规

模
,

减少校点
,

提 高 规 模 效益
。

对 已有高

校
,

凡达不到办学基本条件的
,

应采取坚决

措施合并或消取
,

对过剩专业应进行调整
,

成人高等教育
,

凡是普通高校能够负担的
,

应采取各方投资
,

高校负责实施
。

彻底改变

高教部门和行业各 自孤立办学
,

普通高教和

成人高教校点分散
,

专业过分重复的状况
。

整个高教发展应以内涵式为主
,

提高投资的

产出率
。

高等教育应在定编和工资总额包干的基

础上
,

实行真正的教师聘任制
。

同时应大量

精简机构
,

精简多余人员
。

喊 了多年的后勤

管理社会化
,

应从企业化管理逐步转向真正

的社会化
,

即由社会办教育
,

而不是教育办

社会
。

4
.

调整教育发展 目标

评价教育经费的多少
,

不能只看教育经

费与现有教育事业规模是否相适应
,

更重要

的还在于教育 目标是否适度
,

即教育发展目

标和 目标增长率是否符合经济
、

社会发展的

需要
,

和经济发展可能提供的人财物条件
,

最重要的在于教育发展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可

能提供的国力与财力条件
。

我国目前教育经费的短缺
,

一方面有教

育投资存量少
,

增量不足的原 因
,

另一方面

也有教育发展 目标过高
、

教育 发 展 速 度过

快
,

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
。

就义务教育

来说
,

国际比较表明
,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

同的平均义务教育年限为7
.

3年
,

而我国为9

年
。

按照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力
,

要

在 2 0 。。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难以实现的
。

可考虑 2 0 0 。年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

2 0 3。年左

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我国高等教育八十年代 以 来 也 发展过

快
。

1 9 8。一 1 9 8 5年平均每 4 天建一所新的普

通高校
,

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

在学

历与工资
、

职务晋升挂钩的制度下
,

以学历

教育为主的成人高教比普通高教发展更快
。

普通高校发展中
,

中 专 变 大 专
、

大专变本

科
、

学院变大学
。

成人高教中
,

各地方各部

门各行业举办 自己所有的各类成人高校
。

而

师资
、

校舍
、

仪器设备等办学的基本条件远

远适应不了事业的发展
,

这是 国力与财力所

承受不了的
。

不仅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紧张
,

也大大降低了教育投资使用效率
。

必须通过

立法措施
,

严格控制高教发展规模
。

为更好地解决教育目标适度和经费短缺

的问题
,

还应改变教育部门定事业发展
,

财

政定经费
,

事业与经费脱节的状况
。

教育与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