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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就是形成一个开放，并且有序的讨论平台。”余晖说。应该对目标进行分解，短期能做到的尽快去做，而不能完成的一些目标则可以通过试点来做。




 

余晖：教改需借鉴医改经验 先设定短期目标

搜狐财经 祝慧 2010年03月26日

 

3月28日，为期一个月的教改规划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即将截止。在这段时间内，教改纲要成为各方讨论的热点，同时社会各阶层也都在为完善纲要出谋划策。作为民间机构，长策智库对于教改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教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该如何破题？日前，搜狐财经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策智库执行总裁余晖。

整个教育改革需要一个框架

“我们现在正在做系列报告，拿出一些数据来证明我们的一些观点。”刚一见面，余晖就表示，长策正在给教改纲要提出完善修改意见，“等这些全部完成，我们将交给相关部门。”

2月初，长策智库刚完成一份《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这份论纲在最前面直接表明，“我们试图就新教改给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希望全社会以我们为批判的靶子，为这场关系到民族前途的改革创造出一个公开讨论的民主氛围和公共空间，哪怕像新医改那样经过3年之久的大讨论。”

“医改这3年的讨论其实收获很大，教改应该沿用这种大讨论的方式。”在全程参加过医改讨论的余晖看来，教改同医改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讨论才能找到正确合适的方向。

“这个规划方案涉及到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发展是要建立在进一步的改革之上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改革上，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的比重在整个规划纲要里面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发展，这非常好。所以未来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广泛的讨论，能够形成一个更高的改革共识，使方向更加明确，这样就可以真正启动教育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行政方案的话，我觉得这个改革可能又是浪费时间。”余晖认为，在进行整个教育改革之前必须有一个框架，若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就会造成所有人都在谈教育改革，但杂乱无序，毫无结果。“这个框架就是告诉你，我的侧重点是什么，我就是要将钱投在效益最大化的地方。”

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结构和流向要调整

谈到教育改革问题，不少人都认为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征求意见的教改规划纲要专门提出了“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的具体目标。”

对此，余晖表示，比照国际一般水平，这个目标并不算高，但若这些投入目标能够实现，并且做到合理有效的分配，那么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事实上，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但“本世纪末”目标并未实现，也未见有人为此担责。

“目前的教育投入主要是投向了高等教育，基础和职业教育方面投入反而不足。我们不是说反对政府投入，就是说政府投入这个结构和他的取向一定要有所调整。政府教育投入中的百分之六七十都应投向义务教育阶段。”余晖认为，政府重点投入的地方应该是基础教育，至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如果有民营机构愿意来投资，政府完全可以放开，让市场自由竞争。“在一些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领域，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付费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

在余晖看来，为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的投入应采取按人头定额拨款的方式。“国家设定基准收费标准，政府根据这一标准依学生人头数向所有公立中小学拨款。民营中小学如果愿意参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的监管措施开展教育活动，政府也应该依照同样的方式按学生人头拨款。”

那这个基准收费的标准该如何来测算和确定呢？对于这个疑问，余晖的解答是，由有关教育专家依照基本水平的义务教育提供所需的成本进行测算、拟定并经过全社会征求意见，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政策与法规。

“当然，为了实现不同地区基本义务教育品质的均等化，依照基准标准确定的政府拨款水平或许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所有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学费在基准标准之下的部分不向学生家长收取，而是转向政府申领拨款。”余晖强调，这个基准标准的设定水平不能太低，必须达到让绝大多数，至少要保证90%以上的适龄学生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管办分开，让学校走向法人化

当然，除了投入的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也备受各界关注。就此，规划纲要起草者明确提出了“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口号。那么教育去行政化该从何突破？教育公平如何实现？余晖的答案是，让学校成为独立的法人，建立以校董会＋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

“这个理事会的结构除了出资方还有很多利益相关方，政府、学生家长、学校这些人都可以在这个理事会。”余晖认为，造成教育行政化，主要是由于很多学校都是政府出钱建的，那这个产权就是属于政府的，而不是属于教育部门。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形成上下等级关系，同时，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又复制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等级化制度。所以，要推进高等院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办分开，让所有公立高等院校不再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余晖认为，政府应该是担任监管者和出资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所有的高校，首要的角色是监管者，对违规的事件进行惩罚；其次，还可以出资者的身份扮演教育公平推进者的角色。

“在去行政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管办分开。因为一旦政府做了直接投资就必然要去直接管理，除非这个市场上只有公立学校，如果一旦有别的资产性质的社会资金投入进来，那政府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监管，从准入、规划、到监管，这这整个链条就失去了公平。”余晖指出，正是由于管办不分，导致民办教育很难发展，而只有管办分开，有了多元化投入之后，民营资本才能进来，才能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

“行政化和法人化他的真实意义在于，政府不要直接的去管理学校。管办分开就是要建立一种公平公正的机制，这是一个过程。”余晖说。

规范短期和长期目标，借鉴医改模式

“其实去行政化，关键是要去政府行政化。”余晖认为，教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教改的过程中，为了做到公正公平，不要放在行政系统中去改。“医疗改革一直没有通过权力部门来进行决策，只是去监督，进行执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20009年底，教育部公布2010年工作重点指出，今年将成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统筹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及试点。但余晖认为，成立专门机构推进教改本身值得肯定，但是希望这个机构是放在一个更公正中立的部门，比如人大。

“而且教改不能够完全按照规划纲要来做，因为规划纲要太模糊、目标不明确。”余晖的建议是，首先制定一个短期的改革方案，因为规划纲要是描述的一个长期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修改，以得到社会各界共识度更高的规划。“简而言之，就是将近几年和后几年要实现的目标，分得非常清楚。可以考虑在纲要里再分出来个五年教改方案，将目标规范起来。”

余晖提到，应该对目标进行分解，短期能做到的尽快去做，而不能完成的一些目标则可以通过试点来做。

对于怎么来确定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余晖认为，可以通过一些中立的民间机构来提供一些教育改革的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决策部门再通过更大规模的学术性和国际性的研讨，把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部分规定下来，然后形成最终的征求意见稿。

“不管怎么说，就是形成一个开放，并且有序的讨论平台。”余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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