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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奠定了我
国义务教育制度的基础，对于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2006年6月29日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受教育权的角度赋
予义务教育新的含义，明确了政府对于实现义务教育目标所应尽的责任。
在义务教育法制定和修订相距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权力下放是经济
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针对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而言，则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再从分权到政府责任相对集中的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扭转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从而限制地方政府推动本地教育事
业发展积极性的弊端，改革教育财政体制，出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由“统收统支”的中央集
中财政管理体制转变为“分级包干”和“分灶吃饭”的地方分权财政管理体制；二是由教育经费单一
财政来源转变为财政与非财政经费来源渠道并存。
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和公民的参与度，不仅扩大了教育经费供给，而且
也改善了办学条件、扩大了适龄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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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北京大学在过去几年关于中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
研究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财政体制运行状况的分析和评价；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面临的新问题。
采用历史分析、统计计量等方法，对多种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该承担更
大的责任，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力度；义务教育财政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较高，达到了警戒线的地步，应
予以高度重视；建立规范性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
人群；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内部和外部效率以及透明度。
    本书适合作为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适合感兴趣的师生和管
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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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义务教育财政不均衡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1997年至2000年间义务教育生均支出的总体不均等程度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尤其反映在比较复
杂精密的两个总体不平等系数的结果上），但是仍有迹象表明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此期间仍在扩大（例
如，一些简单不平等系数的结果以及省问不平等的相对比重提高、城乡差距变大等）。
从概念上讲，解决义务教育财政的问题不但涉及教育系统外部的调整，也涉及教育系统内部的调整。
涉及教育系统外部的调整可包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落后和农村地区的减贫工作。
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西部的发展，实施惠农政策，发展农村经济。
这些政策对减贫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影响尚有待于在未来一些年里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教育系统内部，解决一个分权化系统中的财政问题往往需要进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
而建立一个切实的、规范的政府间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系统涉及众多方面的问题，与本章有关的有如下
几个：第一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在这个系统中财政责任问题。
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工程大多为中央政府发起。
在多数项目中，省及省以下政府被要求提供配套资金。
但目前的义务教育政府间转移支付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它还不是制度化的，是非经常性的；二是
它规模太小，不能满足需求；三是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政府间转移支付中的作用不突出、不积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效率、公平与充足>>

编辑推荐

《效率、公平与充足: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效率、公平与充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