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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机构“长策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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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 “放开中小学择校”实现基础教育竞争化与均等化







马晖：大胆药方 政府发放“准教育券”

2010年03月31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已成为中国教育的痼疾。

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划纲要》）称，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在《规划纲要》起草阶段，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其实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义务教育必须强调公平，应填平学校之间差异，可采取校长、教师流动等政策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种声音认为，以行政手段来“削峰填谷”，属扭曲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应放开义务教育市场，同时促进教育公平。

甚至有学者提出，堵不如用疏，可以采取“准教育券”的方式，国家按人头定额给予拨款，家长自主选择孩子受教育的学校，从而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

能否堵得住？

在北京市随机选择的9所中小学中，9所学校择校生比例基本上都是超过50%。“择校的现象可以说是普遍化、规模化、公开化，择校费的等级差距递增，且数额一路攀升。”主持一项研究的北师大人士表示。在他们的调研中，多所学校划出公费线、自费线、赞助线，“孩子只差一分可能交好几万”。

“择校热”凸显了中国教育一个根本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小于求。再加上精英教育和“重点校”政策，人为制造了很大的差异，并且呈逐渐扩大态势。

而敲开重点学校大门的，除了孩子成绩之外，就只能是金钱与权力了。“择校收费制度是一个坏制度，也就是说把钱权交易合法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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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中，义务教育均衡化，则被视作是解决这个痼疾的关键之所在。具体举措包括：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以缩小校际差距，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试行优质高中将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普通初中的办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等。

改革思路更多是通过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依靠“削峰填谷”来禁绝择校问题。

不过，也有教育研究者表达了不同的声音：“古时候还有孟母三迁呢，为什么不允许家长择校？”有限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面对几乎无限的社会需求，仅靠行政命令的禁止与教育资源的流动，难做到所谓“均衡化”。

全国政协委员、锡华实业投资集团董事长、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杰庭说：“你不能让老百姓光吃白饭啊，什么样的口味都要有一些的，要满足老百姓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在他看来，政府应该正视民间多元教育需求。

“政府提供的是要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多元需求就是要满足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处处长赵连根表示。

试行“准教育券”

2003年开始，上海浦东即尝试推动教育均衡化。

浦东新区近年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中小学校中实行了校舍设施设备、教师工资以及学校划拨经费的统一。浦东义务教育整体获得比较快的发展。

“但是学校教育需要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时间很长，你到一所农村学校，把这些东西都用上去以后，农村学校的整体质量不一定就上去了。”赵连根称。

在浦东改革的主事者看来，政府其实应换一个思路：政府办公办校保底，提供最基本、普惠教育服务；政府鼓励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以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

“现在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基本服务，一方面又承担多元服务，那混乱、问题就出来了。”赵连根表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给出了大胆“药方”。

民间机构“长策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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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 “放开中小学择校”实现基础教育竞争化与均等化。这份报告执笔人顾昕教授表示改革路径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要放开民营中小学的设立，民众有权力自己选择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所有民营中小学完全放开择校，而所有的公立中小学均有条件地开放择校。

所有中小学，无论公立还是民营，均自行制定收费标准。这样一来，在公立和民营学校尤其是优质公立学校之间充分竞争的情形下，收费标准的高低自然与教育品质的高下、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相关性。由此，所有中小学的收费将走向市场化。

最关键一点是，国家按人头定额拨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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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不同地区基本义务教育品质均等化，政府拨款水平在不同地区进行相应倾斜。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学费在基准标准之下的部分不向学生家长收取，而是转向政府申请拨款。

“基准标准的设定必须达到让绝大多数，例如90%-95％的适龄学生基本上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顾昕教授表示。

其实，熟悉教育领域的人士都能知晓，所谓的“国家按人头定额拨款”的改革路径，其实就是“准教育券”政策工具。

依照政策设计，所有适龄儿童的家长相当于获得了这张“准教育券”，除非其义务教育的水平优越，绝大多数中小学的收费标准会等于这一“准教育券”的金额，这些学校的经费依然是完全来自政府，学生在这些学校上学则完全免费。

而少数学校，例如那些精英型公立中小学以及俗称“贵族学校”的民营中小学，高出的费用部分由学生家长支付。

在这样的体制下，“择校费”变成了公开透明收费，民众对于高收费的选择完全基于市场化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准教育券”的金额是固定的，优秀中小学的发展壮大将不再一味地靠政府投入的增加，而是靠其自身市场吸引力的提高。

“当重点学校可以通过市场获取更多资源之后，政府节省出大量经费，可以转投农村、山区、边疆、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等义务教育薄弱地区，以推进义务教育的横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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