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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

4%做大的蛋糕切给了谁
教育部：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本报记者 李丽萍

4%终于从梦想变成现实
2013年全国两会刚刚拉开帷幕， 可以

预见的是， 在此期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目标有
没有实现， 实现后新增的大笔教育经费投
给了谁、 花在哪儿、 产生了多大效益， 必
然会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和追问的热

点。
4%， 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明确提出要在
2012年实现的目标， 是温家宝总理去年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郑重承诺， 也是萦绕在
国人心中多年的梦想。

来自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数据显

示， 4%这个目标已经如期实现。 2012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 ， 按照
4%计算，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为20772
亿元。 根据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 《2012年
财政收支情况》， 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
为21165亿元 ， 比预算还多支出了393亿
元。

自从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4%的目
标到今天， 经过近20年的马拉松长跑， 多
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在

薄弱环节， 让民众直接受益
2012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为 117210亿

元 ， 教育支出是21165亿元 ， 也就是说 ，
国家拿出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在了教

育事业上。
怎么科学合理地使用如此庞大的教育

经费， 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 今年两会前
夕， 教育部就新增教育经费的使用向公众
亮出了账单。 透过一连串的数据和项目可
以看出， 对于新增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
用， 相关部门以公众利益为目标导向， 薄
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成为投入重点， 实现了
“四个倾斜”： 向农村地区、 贫困地区、 民
族地区倾斜； 向农村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
和学前教育倾斜； 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
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

教育部提出要 “补短板”， 而首当其
冲的短板就是学前教育———因为多年 “欠

债”， 学前教育已是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
环节， “入园难、 入园贵” 成为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

作为北京市的一个普通市民， 林女士
并不是很清楚各级政府是如何去补学前教

育这块短板的， 但她能明显地感觉到， 国
家开始重视幼儿园并增加投入了。 因为，
在CPI指数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她女儿所
在幼儿园收费去年反而下降了。

林女士的女儿就读于一所单位自办

园， 已经上了两年多。 之前， 每月保教费
和生活费合计要交1600元， 而从去年春季
学期开始， 缴纳费用变成1000元。 “幼儿
园肯定是拿到国家的财政补贴了， 否则怎
么可能少收钱呢。” 林女士认为， 按照幼
儿园现行收费标准， 如果没有政府投入根
本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

让林女士产生上述感受的， 是以下这
些看似枯燥的政策和数字。

数据显示， 为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中
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253亿元， 主要
用在支持中西部地区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

建幼儿园和支持农村中小学增设附属幼儿

园， 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以及幼儿奖补等
项目。

按照 “地方先行 ， 中央奖补 ” 的原
则， 中央财政全面启动学前教育资助工
作 。 2012年共安排奖补资金8亿元， 重点
支持24个省份开展此项工作。

在中央财政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 全
国学前教育资源快速扩大， 2010～2011年
全国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4万多所， 新增
在园幼儿560多万人， 增长量超过前10年
增量的两倍 ； 学前 3年毛入园率达到
62.3%， 提前实现 “十二五” 目标。

除了学前教育之外， 历来薄弱的义务
教育和职业教育， 也是教育公共政策和新
增经费投入的关注重点。

从2009年开始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 中央财政4年累计安排300亿元， 带动
地方投入3000多亿元， 13.6万所学校、 约
3.5亿平方米的校舍通过加固改造或新建
重建达到抗震设防标准和综合防灾要求。
各级政府的校舍安全意识和责任感显著增

强， “最牢固、 最安全、 最让人民群众放
心” 的校舍安全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职业教育方面 ， 2010～2012年， 中
央财政共投入资金223亿元， 加强职业教
育基础能力建设， 提高吸引力， 提升服务
经济社会的水平。 师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

瓶颈 。 2012年， 中央安排专项资金7.2亿
元， 实施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等项
目。

经费首先保证雪中送炭

对于新增教育经费的使用， 教育部明
确提出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保障和促进
教育公平。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是， 中央财政
的阳光开始照耀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

身上。
熟悉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 地方财政

投入不足， 巨额银行欠贷， 优秀人才难以
引进， 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普遍面
临的困境。 相比之下， 由中央财政拨款的
部属高校， 日子就要好过得多。

如今 ， 地方高校也可以从4%做大的
蛋糕里分得一杯羹。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中央财政
在提高部属高校生均基本拨款定额的同

时， 2011年、 2012年安排地方高校提高生
均拨款水平奖补资金， 29个省份 （含计划
单列市） 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超过1.2
万元。 同时， 实施地方高校综合实力提升
计划， 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中西
部省份，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每省支
持建设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

新增教育经费还用于支持地方化解高

校债务， 中央财政下达专项奖补资金， 支
持地方化解高校债务风险， 提升财务风险
防范能力。

这一点得到了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王长友的证实。 这位高职高专院
校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2011年
开始， 陕西省大幅度提高了包括高职高专
院校在内的所有高校的生均经费， 本科院
校增加到1.2万元， 高职高专学校增加到
9000元， 都翻了一番。

而且， 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 陕西省
去年开始帮助地方高校化解债务， 每所高
校中央财政给提供50%的配套资金。 “我
们陕西高校多， 这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啊！”

雪中送炭的举措不止这一项。
比如， 加大学生资助力度。 从2011年

秋季学期起，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60亿元为
约2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
养膳食补助。 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 中职
免学费政策范围覆盖到所有农村学生， 惠

及1200多万名学生。 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
始， 设立高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一次性
补助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交通费

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 资助标准为省内院
校录取新生每人500元、 省外院校录取新
生每人1000元。 寒门子弟可以不用再为开
学报到发愁了。

比如， 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通高
中发展。 从2011年开始启动普通高中改造
计划试点， 2012年实施范围由西部12个省
份扩大到中西部21个省份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 ， 中央补助资金由10亿元增加至20亿
元。

4%之后该做什么
不可否认， 在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教

育投入的支持下， 中国教育的外部环境已
经得到极大改善， 诸多矛盾得到缓解。

2006年前后是教育问题最为集中矛盾
最为尖锐的一段时间 ， 那时候 ， 每到两
会， 教育是代表委员批评最热烈最集中最
尖锐的领域之一。 2006年两会， 新华社发
文给 “教育不公” 画像： 一黑二斜三苦四
丑， 引起巨大反响。 但这两年两会上， 教
育显然已经 “风头不再”， 前几天， 有媒
体盘点了今年两会网民关注的5个热门话

题， 教育已经不在其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问题由此就得到

了解决。 有关人士指出， 即便教育经费已
经有了大幅增长， 但很多问题还仍然存
在 。 4%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 ， 今后还要
继续保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

而对于越来越多的教育经费， 在用好
的同时， 还必须管好。

教育部已明确把2013年确定为 “教育
经费管理年”， 尽最大努力做到科学化 、
精细化管理。 事实上， 教育部已经实施或
准备实施一系列制度措施加强对教育经费

投入和使用的监管。 比如， 颁布了 《高等
学校财务制度》、 《中小学校财务制度》、
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 直属高校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 。 建立了对重大项
目资金的全过程监督检查机制 。 建立了
直属高校财务巡视制度 。 加强了教育内
部审计 。 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 ， 推动高
校财务信息全面公开。 加强专业化管理，
全面提升经费管理水平 。 陕西铁路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长友告诉记者 ， 现
在对学校而言， 无论是生均经费的使用，
还是一些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和审查都
已经非常严格。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长江教育研究院首

次发布舆情报告

校车安全位于三大
教育热点问题之首

本报讯（记者谢湘）长江教育研究院
按年度出版的《中国教育黄皮书》（2013)
今年增加了教育舆情研究的新内容。3月
3日在京举行的“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
该院首次发布的长江教育舆情报告中，
将“校车安全问题、虐童问题和大学校长
‘三不’、‘四不’承诺（即新任校长不申报
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
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把百分之
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 列为2012年
网络舆情中涉及中国教育热点的三大突

出问题。
据 “2012年中国教育热点网络舆情

报告”课题组负责人、武汉大学语言与信
息研究中心主任萧国政介绍， 这份舆情
报告是根据网民关注度和媒体代表性，
经过认真筛选确立了100家网站作为信
息来源的代表， 在此基础上采取科学的
分析作出来的。 报告所涉事件的时间从
2012年1月至12月10日。

在排序靠前的三个代表性问题中，
校车安全问题高居首位。 按有关资料记
载，2011年，全国49起影响较大的校园安
全类舆情事件中， 由校车事故引起的舆
情事件就有26起， 占整体校车安全类舆
情事件的53.1%。2011年11月发生的甘肃
正宁校车重大伤亡事故， 更是将校车安
全问题推到了舆论的顶点。 尽管国务院
开始重视并迅速责成有关部门制定校车

安全条例，但在2012年度，全国又有若干
起校车安全事件发生， 导致该问题成为
媒体及社会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

萧国政认为，教育舆情的监测工作是
有价值的。网民所表达的声音虽然不是教
育问题的全部，但部分反映了人民对教育
现状的关注和思考，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不可或缺的观察点和民情依据。

教育观察

史家小学分校举办环保志愿行动

史家小学分校3月4日举办了“为废电
池安家，做小小环保人”的主题环保志愿活
动。该活动由史家小学分校发起，海运仓居
民委员会响应，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鼓
励所有海运仓居民都参与到收集废电池，
进行垃圾分类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据史家小学分校校长腾亚杰介绍，学
校特别聘请我国废电池回收第一人、 废电
池大王王子新老师为课外辅导员， 开展电
池科普知识进校园、 环保行动进社区的专
题活动。

李庚伟摄 本报记者 桂 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