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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教育投入大幅增长，支持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了各
级学校收费制度，形成了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的雏形。
虽然我国教育发展和教育财政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教育财政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巨大。
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如地区、城乡间义务教育财政资源严重不均等，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择校导
致同一地区居民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地之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同时，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存在。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很高，教学质量低下；高校扩招将使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
峻。
　　为了解决我国教育财政面临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继续改革和完善教育财政体制。
要制定、完善和严格执行教育财政法规，建立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公平的公立学校资源分配制度，完善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财政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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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以公立高校由政府财政拨款和学费等其他非政府资金构成
的多渠道财政体制。
这一体制对近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但是近几年学费的快速提高，已经使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并超出多数
居民的承受能力。
④2001年，中央政府规定公立高等学校学费不能再提高，表明依靠提高学费支持公立高等教育快速发
展与保持公立高等教育公平已难以兼顾。
世界上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高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
政府提供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学费很低甚至免费。
这一模式保持了高等教育的公平，但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第二种模式是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模式，政府举办少量的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以私立学校为主。
公立高校学费低，政府拨款充裕，保持高度公平。
私立高校主要依靠学费为主，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
这一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第三种模式是美国模式，高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旗鼓
相当，公立学校学费较低，私立学校学费较高但不到成本的一半，这一模式在公平与速度之间取得了
较好的平衡。
　　我国正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高等教育发展和财政模式面临重大选择。
从我国政府财力不足和义务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实来看，欧洲模式无法承受。
从我国私营经济还很薄弱、民间财富还不丰厚的现实来看，依靠大量私人资助的美国式私立高校，在
我国还没有普遍存在的基础。
　　东亚模式可能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可行模式。
　　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公立高校承担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培养社会精英的职责，私立高校承担
高等教育数量扩充的大众化职责。
这样既保持了适度的教育公平，选拔了社会精英，又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政府高等教育投资较少的情
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我国如果不采用东亚模式，而主要依靠公立高校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则必须继续提高公立
学校的学费水平，那么公立高校保证教育公平的职能将大大降低，同时政府还要承担沉重的财政责任
和对毕业生的就业责任，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结果可能既失去公平又失去速度和效率。
　　至于在公立高校举办“二级学院”，采用“一校两制”的模式，实际上是公立高校收费“双轨制
”的变形，它会带来“双轨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背离公立高校公平优先的宗旨，不是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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