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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遏制“权钱择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善迈  
 

  应加大力度缩小同一行政区内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差

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完善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入学制度。对实施基础教

育的学校，其入学和财务状况必须公示、公开、透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和效率，最终实现

“择校找民校”。 
  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公立学校的入学制度，义务教育为“就近入学”，普通高中为“考试入

学”，这一入学制度体现了入学机会的相对公平。 
  在现实中，违反上述制度规定的各种形式的择校现象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其

中“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最为严重。“以权择校”有多种形式，如有些公职人员利用公共

权力安排子女或亲朋好友子女进入优质学校就学，有关机构或企业以共建形式为子女获取入学机

会等。党政机构握有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党政机构和国有企业拥有的资源是公共资源。公共权力

和公共资源只能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而不应满足握有公共权力的少数人的需要，否则就是一种

权力腐败。“以钱择校”媒体多有披露，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效果不甚明显。各种形式的

“以钱择校”实质是以货币与入学机会交换，或以货币购买分数与入学机会交换。 
  “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的后果，第一，严重影响教育公平，少数人可以为子女获取优

质学校的入学机会，享受优质教育服务，而大多数无权无钱的阶层，则不能获取优质学校的入学

机会，享受不到优质教育服务。第二，加剧了已经存在的行政区内同级学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和

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马太效应”。第三，不利于社会分层流动。由于少数人通过权力和金钱

获取了优质教育机会，导致社会分化和分层固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第四，有损党和政

府的形象和公信度。 
  基础教育阶段择校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我国长期以来人财物等公共资源向“重点校”倾斜，

从而导致同一行政区内同级学校间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严重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尽

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缩小校际差距，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但长期形成的校

际差别难以短期消除。其次，已有的入学制度不健全，执行和监管不力，对违反入学制度的单位

和个人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 
  择校应当说是居民的权利，居民选择优质学校让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服务无可非议，问题在

于“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美国实施义务教育年限是 13年，从学前教育最后一年至高中教
育，公立学校入学方式基本上是按学区就近入学。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
开始鼓励择校，其主要方式是“教育券”和“特许学校”，目的是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学校间竞

争，以提高公立学校的质量和办学效率。但无论是“教育券”或“特许学校”，其教育经费全部

来自政府拨款，从制度规范来说公立学校不允许收费择校，也不允许权力择校。 
  为遏制择校现象，从政府来说，首先应加大力度缩小同一行政区内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

育的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差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省区间、县市间、城

乡间基础教育均衡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有赖于区域间、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均衡发展。其次，

完善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入学制度，明令禁止“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逐步取消普

通高中入学的“三限”政策，对违反入学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惩罚。再其次，对实施基础教

育的学校，其入学和财务状况必须公示、公开、透明，这是学生家长、媒体、政府监管的前提。

最后，支持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和效率，最终实现“择校找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