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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中小学教育的费用
,

包括国家财政对中小学的拨款 用于中小学的税费和附加费

社会集资
、

捐资 中小学学杂费收入 学校勤工俭学或其他收入
。

其 中
,

国家财政对中小学

的拨款是中小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

据 年不完全统计
,

约占中小学经费 的
。

 。年进行了财政体制的改革
,

中央和地方实行
“

分灶吃饭
” ,

自此
,

中小学经费基本上由

地方财政负担
。

地方各级政府把中小学经费纳入本地区财政预算
,

通过财政支 出对普教进行

拨款
,

一

普教经费成为地方预算支 出的一部分
,

它包括顶算内事业费拨款
,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

资拨款 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专项资金用于中小学的支 出
。

中小学经费的拨款体制与财政预算体制紧密相联
。

它是处理各级财政部门与教 育部门之

间的预算拨款关系以及教 育部门内部的预算拨款关系
,

解决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横向的

分配关 系以及教育部门内部的纵向分配关系
。

建国拍多年来
,

我 国中小学经费的拨款体制
,

随着 国家财政预算体制的变动而变动
,

并且
,

身也 形成 了一套方法和制度体系
。

一
、

中小学经费拨嗽体制的历史演变

建国以来
,

随着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 的变化
,

国家财政预算体制经历 了多次改进
,

中

小学经费的拨款体制也相应地历经了几次 变动
,

大体上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一  

财政上实行中央统一财政
,

三级管理 的体制
。

国家预算是 国家的统一预算内实行三级预

算制度
,

由中央
、

大行政 区
、

省三级组成
。

年取消了大行政区
,

同时建立了县 市 一

级财政
。

构成了中央
、

省
、

县
、

市 新的三级财政
。

与此相适应
,

中小学经费也形成了三级预算和拨款
,

即中央直属的中小学
,

教育经费列

入 中央级预算
,

由中央财政拨款
,

大行政区直属的中小学
,

教育经费列入大行政区预算
,

由

大行政区财政拨款 省 市
、

县 直属的中小学
,

教育经费列入省 市
、

县 级预算
,

由省

市
、

县 财政拨款
。

第二阶段 一 年

国家财政预算是按照
‘’

统 一领导
,

分级管理
”

的原则安排
,

实行
“

条块
”

结合
,

以
“

块

块
”

为主的管理体制
。

国家预算
,

分为中央预算的地方预算
,

实行分级管理
。

中小学经费列入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中
,

由财政部根据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计划
,

核定出经

费计划数
,

分款下达
。

地方根据 中央下达 的指标
,

结合本地区 的财力和中小学教 育 , 业发展

需要
,

进行调整
。

年开始的十年动乱时期
,

中小学经费的管理使用处 于极度视乱状态
‘

从 , 年起
,

中央决定
,

在安排下达国家预算时
,

把教育事业费支 出单 列
一

款
,

带帽下达
,

专款 专用
。

以

纠正和制止擅 「挪 用教育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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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一 年

。年 月进行国家预算体制改革
,

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实行
“

划分收支
,
分级包干

“

的预算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 ,

在 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
“

分灶吃饭
”

的办法
。

中小学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切块安排
。

中央财政负担中央所属 中小学经费
,

并对地方

普教实行专项补助
,

地方财政负担地方所属中小学经费
。

 ! 年
,

中共 中央发布了 《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明确了
“

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

地方
” , “

实行基础教 育由地方负责
,

分级管理的原则
” 。

遵循这一原则 中小学教育经费

纳入地方预算
,

由地方财政拔款
,

中央实行专项补助
。

同时
,

还确定了地方政府的教育拔款

的增长
,

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 长
,

即

“

两个增长
”

的政策
。

二
、

中小学经费拨款体制的基本 内容

中小学经费拔款体制的基本内容包含 四个方面
。

由于 中小学经费从使用性质上划分为教

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
,

下面分述
。

一 教育事业费拔款体制的基本内容

教育事业费预算的测算方法

它是由地方财政部门
,

根据本地区中小学事业发展计划有关指标 以及本地区财力状况
,

利用教育事业费单位 的基本数字
,

定员和支定额进行的
。

即定员定额法 基本数字
,

从学

校来说
,

是指班数
、

学生数
,

定员或人员编制
,

是按学生人数 〔或班数 规定的教职工数

支出定额
,

是指各项事业费的开支标准和补助限额
。

教育事业费
,

按用途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

人员经费包括教职工的 工 资
、

补 助 工

资
、

职工福利费
,

离退休人员费用
,

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和学生 的助学金 含奖学金
。

公

用经费包括公务费
、

业务费
、

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
。

 人员经费的测算

教职工的全年工资总额是根据教职工人数和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定额计算出来的
,

公 式

为

全年工资总额 月平均工资额 教职工人数

教职工人数是根据在学校学生人数 与有关规定 的编制标准
,

即教职工与学生 的比例确定 的
。

计 算公式为

教职工人数一在校学生人数 教职工与学生 的比例

在实际工作中
,

一般采用现有的教职工人数
。

根据全年工资总额和补助工资
、

职工福利费
、

离退休 人员费所占工资总额 的比例
,

分别

计算补助工资总额
、

职工福利费总额和离退休人员费总额
。

计算公式分别为

全年补助工资额二全年工资总额 补助工资占工资总额的比例

全年职工福利费一全年工资中额 职工福利占工资总额的比例

全年离退休人员费二全年工资总额 离退休人员费占工资总额的比例

根据教职工人数 与每人每月价格补贴标准计算全年价格补贴费
,

计算公式为

全年价格补贴 一教职工人数 月价格补贴

根据计划年度在校学生数和享受助学金标准 即每生每年享受数额 计算全年人民币助

学 金
,

公式为

教育与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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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人民助学金 计划年度在校学生数 享受助学金标准

将以上的全年工资总额
、

补助工资总额
、

职工福利费
,

离退休人员费用
,

主要副食品价

格补贴
、

助学金加总求和
,

就是全年人员总费的预算数
。

公用经费的测算

根据年初在校学生人数
、

计划年度净增学生人数 计划年度招生人数减计划年度毕业人

数
、

以及平均开支定额标准分计算公务费
、

业务费
、

设备购置费全年总额
。

计算公式为

以公务费为例

全年公务费
二
年初在校学生人数 全年公务员平均开支定额 增学生人数 全年

公务费平均开支总额的

修缮费是根据校舍建筑面积及使用年 限来概算的
。

将全年的公务费
、

业务费
、

设备购置费及修缮费加总求和就是全年经费的预算数
。

以上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计算结果的合计数即为教育事业费的预算数
,

列入地方财政预

算
。

在实际工作中
,

由于有些地区定额标准不严格
、

不合理财政部门无法进行标准的测算工

作
,

可以采用上年执行的基础上加上本年度事业发展所需费用的方法
,

核算出本年度中小学

事业费的预算数
。

此外
,

地方财政部门核算出的中小学事业费预算数
,

还加上专项补助经费
。

专项补助经

费是预算上单独给予的一次性补助
,

它包括中央拨给的支援助老
、

少
、

边
、

穷地区中小学教育

事业补助费用及地方政府对该类地 区的中小学事业的补助
。

一般用于校舍 的修缮
、

购置教学

设备仪器
、

师资
、

培训等方面
,

是由中央和地方根据当年的财力安排的
。

中小学教育事业费预算的编制程 序

第一步 县级财政部 门根据上级下达 的发展计划指标
,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财政状

况
,

编制其所属 中小学事业费预算草案
,

征得同级教育行政部门 司意后
,

逐级上报到省
、

直

辖市
、

自治区财政厅 局
。

第二步
,

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财政厅 局 汇编全省中小学事

业费总预算草案
,

提请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

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

式文件
,

再逐级下达
。

第三步
,

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根据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下达的预算指

标
,

修改本级预算
,

提请同级人大审查批准后
,

成为本级中小学事业费预算正式文件
。

事业费预算的执行

中小学事业费预算的执行是根据
“

统
一

领导
,

分级管理
’

的原则
,

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通

过预算拨款来执行
。

采用划拨资金的方法
,

具体说来就是
,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中小学事业

费预算指标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请
,

开 出拨款凭证
,

通过地方 国库支付库款
,

或通过银

行计拨款存款
,

地方国库或银行把财政部门的存款直接转到教育行政部门在银行的存款帐户

上
,

教育行政部门也采用划拨资金的方法
,

将其在银行 的存款划拨到所属 中小学的帐户上
。

一般情况下
,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分季对卜级教 育行政部门划拨
,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分月对所

属中小学划拨
,

具体执行中
,

应根据财政收入及需求状况
,

灵活掌握
。

在预算执行中
,

为了使预算符合发展变化的客观 实际
。

通过预算的追加或追减
,

进行适

当调整
,

一般情况下
,

是预算 的追加
。

主要川于增加中小学教师的工资
,

增加的学生费用开

支或禅备购置
、

校舍修缮等
。

办理追加预算时
,

先 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提请追加预算
,

再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认可后

提经各级人民政府或转报上级人民政府通过后执行
。

经费预算执行的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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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财政部门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普查
,

重点检查
、

自查互卉等方式
,

检杏教育部门和

学校事业费预算支 出清况
,

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

二 中小学攀术廷设投资拨款体制的华本内户

基建预算的测算

中小学墓本建设投资 毯指中小学经费中用于固定 资产分设的费用
二

井由建筑安装工程支

出
、

设备工具
、

器具的购置价值及其它基建费用构成的 主要用
一

建造房屋
,

建筑物和大型

教 学设备的购咒等
。

预算内中小学基建投资主要 由地方财政负担
,

国家每年安排
一
定数棍的墓建补助拨款

,

帮助贫困地区普及小 学教育
。

、地方预算内中小学基建投资的测算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财政状祝 物资洪应能力
,

么 片现了
‘

校舍建筑面积采

用定额的方法测林术年度墓建预算
。

首先
,

根据学生人数和每生应 洲 的校舍而积定额
,

汁幼应亡校舍而积规模
。

其次
,

从应有校舍面积中减去现 仃校舍 盯积
,

汁林出校舍而积缺 口
,

即需新建的校舍面

积
。

最后
,

计算新建校舍所需各种建筑材洲和没肠费用 以从购且侧套教育仪器
、

设备的费用

构成新生校舍预算
。

再加上危房的翻建费用及购释单价为 写万 元 以 几的设备费
,

达三项合计

数
,

就构成了地方中小学墓建预算
。

中央补助毖建投资预算的测算

国家教委根据各地的经济水平和基建投资能力
,

参考地方对上一年补助役资的配套
’

寿况

以及中小学基建投资占地方基建投资的比 重
,

和 中小 学校舍而积缺口 埠因索
,

决定对地区的

补 助数额
。

华建投资预 介的编制程序

第一步
,

各地 中小学棍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达 的诱建计划指标
,

提 ,红仁年度 墓建预算

审请
,

上报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审核 后
,

转报同级计州部 门
,

审批
、

第 二步
,

各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根据 国家计委下达 的该省
、

直辖市
、

自治 区 勺基建 计划街标
,

审批各地区 中小学基建

预算
,

通过后
,

层层下达
。

第三步 下级计委
、

教育行政部门辰据上级批袱
一

力基建投资指标

改修调整本级 墓建顶算
。

墓建投资预算的执行

基建投资的拨款采 用肥额拨款方式
,

地方各级财政部 门恨据 叫级
一

计划价、门批准的墓建投

资预算
,

在核定年冷预算范围内
,

分期给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用款额度 通知 长育行政部 门及

其在建设银行的开户行
。

教育行政部门可按照规定
‘

’

资金用诊在 下达 勺限额内
,

从开户行 支

用款项或以同样方式向其所属中小
户

介转拨 限额
。

每月终
一

了
,

建行逐级汇总限额单位的本月限

额支出数
,

与各级财政部门办理结算
,

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建衬报矛的汇总本川长额支出数
,

开 出拨款凭证
。

通知地方闪浑
,

将 莽款  财政存款户 切给建行
。

大罄建投资预算的管理

地方各级计委
、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普教中小学井建预幼
一

的骨理
, ’、

丫计  
、

把关 口 必

须要严格基建预算的审批程序
,

不能随点增加开支 拨款要按工程的进度进行
,

建行应起到

监督 的作用
,

财政部门
厂

又建行应定期 戈不 定期对用款单位进行检查
,

分析拨款进度 与工程进

度是否同步
,

资 令 的泣用
,

子况 丫否做 列 少款专用
。

总之 通过管理和监仔
,

深证中小学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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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拨款的合理利用
,

完成基建计划
,

为普教事业 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

三
、

对 中小学教育经费拨欲体制的几点思考

中小学教 育经费拔款体制在保证经费来源方面
,

发挥了巨大作用
,

极大地促 进了我 国中

小学的发展
,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教育事业极端落后的面貌
。

但是
,

中小学经费拨款体制

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全
,

不合理的方面以待于进一步完善
。

第一
,

应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中小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稳定的增长
,

地方财政切块式安排

中小学经费
,

虽能保证经费的来源
,

但受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影响
,

有较大的随意

性
。

有了法律的准绳和依据
,

就可 以杜绝和制止长期 以来随意
、

挤占
、

挪用中小学经费现象
。

第二
,

应由教育部门统一编制经费预算和事业发展计划
,

使经费供给与事业 发 展 相 协

调
,

改变现行体制中
,

经费预算由财政部门编制事业计划由教育部 门制定
,

所形成的经费与

事业发展脱节现象
,

使事权与财权统一起来
。

第三
,

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管中小学事业费和基建投资
,

改变现行体制中
,

事业费由

财政部门管理
,

基建投资计划由计委管理
,

使事业发展与基建投资统一协调
。

第四
,

制定切实
、

可行
、

科学的定员定额标准
,

减少经费测算中的人为因素
,

使经费预

算与实际需求相吻合
,

以满足事业发展的需要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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