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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全国人大党委，民进中央副主度兼秘书长朱永新所编著的《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收录了作者近
几年关于教育问题的基本思考与建议。
包括《提高我国重大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将教材纳入国家图书评奖》《免
除学前一年幼儿教育费》《减少和规范中小学教育评估》等。
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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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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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教育心理学。
日本上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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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乡差距悬殊是我国的一个现实国情。
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更加悬殊而具体地表现在教育的发展水平上。
就总体而言，农村学校的师资、设备、教育水平根本与城市学校无法相比，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在能
获得的教育设施、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上极不均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是关键，而所有的农村、农民问题都与农村教育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成败。
　　追本溯源，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有关。
从1985年至2001年，我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广
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并缺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严重缺乏教育发展经
费。
从2001年开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政府，但仍然不能改变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
经费严重短缺的现状。
因此，要解决这种现状，就必须重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建立新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必须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以及各级政
府的财政实力。
当前，我国不同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悬殊。
财力雄厚的县，财政收入可达几个亿甚至几十亿，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教育，都有很强的后劲及
支撑；而财力匮乏的县，财政收入几千万甚至几百万，连基本的“吃饭”温饱都难以为继，根本无后
续财源可言。
从整体上看，财力雄厚的县大都在东部，而财力匮乏的县往往集中在中部或西部。
因此，新的财政体制应区分地区差异，而不应是全国统一实行的财政体制。
　　在确定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时还应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实力。
在我国的五级财政中，中央政府财政实力最强，其次是省级政府。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32％上升到2002年的54.9 3％。
因此，应改变当前由县级财政的“小马”拉义务教育“大车”的局面，大幅度加强中央以及省级政府
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
在中西部地区要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资主体的重心，使中央以及省级政府成为中西部地区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及加快教育发展的“强力发动机”。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各级政府的现实财政能力，我国应分别建立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互不相同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模式，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
义务教育的落后状况。
由于教师工资经费是农村义务教育最重头的一项经费支出，历年均占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经
费的80％以上，因此，重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重点是建立新的教师工资分担机制，具体做法可以按
照以下思路：　　（1）在东部地区的7省、直辖市，建议实行以县级和省、直辖市级政府作为投资主
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建议县级和省、直辖市级政府各负担50％，其他各项经费由地、县、乡级
政府共同承担，校舍建设所需土地由乡级政府负责提供。
同时，省、直辖市级政府必须负有统筹责任，必须对省、直辖市内弱势地区的县级地方政府实行财政
转移支付，以便保障教师工资、公用经费、校舍设备等各项经费的供给，实现省内农村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的发展。
　　（2）在中部地区的12省，建议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中央财政直接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基本工资，省级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的地方津贴，
其余各项经费由省、地、县级政府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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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级政府主要负责提供校舍建设所需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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