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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余晖看来，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其流向更加重要”。因此，他建议《规划纲要》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写明相关预算。
“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顾昕用三个“核心”的表述来凸显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性。




 

4％之后：2020年教育投入多少？

2010年03月23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场马拉松，参赛者已经跑了17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目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其明确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这样的承诺，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已然提出。

 

“2012年4％这个目标，这次是下了军令状必须要达到。”一位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人士表示。决策层重视，被教育界人士认为是“重大利好”。

 

“《规划纲要》里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只是写了2012年要达到4％，没有写2020年的教育投入目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称。

 

在他看来，这场比赛的终点，应该设在2020年。《规划纲要》的期限为2010－2020年，可对教育投入指标却只规定到2012年。

 

2020年目标？

 

在一场研讨会上，甚至有教育界人士如是解读：《规划纲要》确定2012年实现4％的目标，表明了这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内力争实现的任务。“那后8年该怎么办？”该人士不乏忧虑。

ormal">

多位教育界人士均表示，应在《规划纲要》中添加相应的约束性硬指标，以明确2020年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具体比例，从而督促下一届政府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

 

在《规划纲要》前期的起草阶段，相关文本中曾有如下表述：“要满足2020年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目标的经费需求，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在2020年至少需要达到7％；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达到5.0％左右。”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出现在本次所公布的文本当中。

 

“对于到2020年是4％还是5％的问题，不同部门之间有争论本身很正常，”杨东平教授表示，“但是这样一件大事，应当进行专题公开讨论”。

 

多位教育财政领域专家已对2020年的教育投入进行过测算。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通过对国家财政支出现状进行分析，给出了教育投入低、中、高三套假设方案，即202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4.5％和5％。

 

以2008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例，他将支出根据用途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外交、国防、公共安全和债务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29.2％；第二板块是社会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乡事务与救灾等）占45.2％；第三板块是用于经济发展和设施建设的支出（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工业贸易发展和交通与城乡基础设施等）占25.6％。

 

胡瑞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即便经过支出结构调整，第二板块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由45.2％上升为50％，能扩大的比例也只有4.8％。而由于全国卫生公共经费和社会保障及就业经费，长期以来在财政支出中比例严重偏低（分别只有教育公共支出的1/4和3/5），亟待提高。

 

因此，不可能有较大比例切给教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公共教育经费增长空间，也给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5％高方案带来了困难。

 

“因此，我认为在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5％的中方案，即达到目前世界各国4.4％-4.5％的平均水平，相对比较可行。”胡瑞文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也给出了类似测算结果，2020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应该是4.5％到5％之间”。

 

切蛋糕的学问

 

除了2020年教育投入目标缺失之外，《规划纲要》中对于如何“切蛋糕”也不甚明晰。

 

公布文本中除了明确4％，还确定了若干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比如，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等。

 

但是，《规划纲要》对于4％的蛋糕如何在不同教育领域内切分，却并没有明确表述。

 

“基础教育能分到多少，高等教育又能分到多少，现在都不太清楚。”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余晖表示。

 

在他看来，公共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其流向更加重要”。因此，他建议《规划纲要》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写明相关预算。

 

此前中国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曾走过弯路。

 

国家将更多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而且还强化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公共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配置比重却相对较低，普九债（在农村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产生了相当数额债务）、代课教师等诸多问题都是投入不足的表征。

 

民间机构“长策智库”新近完成一份《走向有管理的竞争――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在这份“民间版”的教改纲要中，引用了一组数据来说明上述问题：

 

在OECD国家，2000－2007年公共教育经费用于中小学的比例，在66.0％―69.1％之间，而在中国，这一比重为62.3％―64.4％之间；在OECD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占比，一般在23.1％―24.5％之间，而在中国，这一比重为19.9％―22.8％之间，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多。

 

“这证明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相对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国义务教育投入不足。” 该份报告的执笔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在他看来，这样的投入格局，一方面不利于教育公平推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适用性的人力资源。

 

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在谈及当前教育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规划纲要》提及目前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机制还“有待完善”。

 

在现在公布的文本中，仅将教育划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前者包括小学、初中阶段在内的9年教育，强调其经费全面纳入到财政保障范围；后者包括学前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阶段，则强调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的投入机制。

 

不过，对于各个阶段的具体投入比例，并未有详细规定。

 

胡瑞文研究员则给出了一套更为详尽的切分方案。具体而言，至2020年各类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分别为学前教育0.3％、义务教育2.2％、普通高中0.3％、中等职业教育0.4％以及高等教育0.9％。

 

此外，这份建议中还更多强调多渠道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要性。

 

以高等教育为例，胡瑞文预估到2020年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总需求为GDP的2.1％，其中政府承担0.9％，企业投入和学费各为0.5％，剩下的0.2％可由学校通过科研、培训、社会服务进行筹集。

 

依此模式，建议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学校占60％，由行业、企业举办的占20％（主要是行业性强的本专科院校），而由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占20％。

 

对此，顾昕教授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其执笔的《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中，他强调国家应放松管制，允许高校自行设立市场回报率较高的教育项目，高等学校完全可以在引入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间资本上“八仙过海”；政府则应将有限资源投入到市场回报率低、但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项目上来。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在市场力量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不妨适当退出，在市场不足的领域政府则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顾昕用三个“核心”的表述来凸显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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