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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681.htm 问题： 一、 教育机会

的不公 1.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

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不少家长宁可

花重金择校，也要让子女挤进重点学校。 2.有些学校因利益

驱动，就巧立名目设立分校(名校办民校)，名正言顺地收取

择校费，导致了校中校、校外校的产生，为教育腐败提供了

温床。然而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择校费，却让很多家

长“望学兴叹”。 3.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

工入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

理”，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人口

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当地的教育经费，造

成入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据中国儿童中心2002年至2003年

对9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年龄段中

近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4.

在高等教育领域，招生名额分配明显趋于失衡，发达地区特

别是中心城市的高考招生分数远低于其他省区，这势必造成

了教育机会的不公。 二、教育过程的不公 1.由于地区间经济

状况的不同，导致办学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不

同地区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同；而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

不齐，也使得学生接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 2.民办教育作为

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和社会减轻了办学压

力，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学校的机会，理应得到全



社会的支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民办教育的

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诸如民办学校规模难于扩大、教育质

量难于提高、社会舆论难于认可等问题，一些规模较小依靠

以学养学的民办高校举步维艰。 三、教育结果的不公 虽然教

育只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基于不公平入学

条件毕业出来的学生，社会很难区分其真实水准，从而导致

就业竞争的不公平。相对于名牌、重点院校的大学生而言，

不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似乎存在

“品牌劣势”某沿海城市在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时，甚至

打出“非重点院校的毕业生谢绝入内”的标语，严重破坏了

就业竞争的公平性。 原因： 1．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1993

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

达到4%”的目标。21世纪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已经达到4%

，但是还没有达到国家标准（4.4%），而世界发达国家已经

超过5%。 2.中央财政过多用于高等教育，而对基础教育的投

入不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初等、中等、高等

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GNP的比例为0.05:0.15:1.93

，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相差悬殊。研究表明，基础教育阶

段占有政府经费分配比重越大，则经费分配越趋于公平，也

有利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三级教育

上生均投入相差过大，导致了教育投资内部结构的不合理。

3.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教育经费的投入失衡。1995

～2002年，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

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

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



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

更大，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

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教育经费投

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会导致教育观念、教

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 4.同一地区，地方财政

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一些官员热衷于重点学校

、示范学校的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都投入到重点、示

范学校中，而对普通学校，特别是一些弱校则经费投入严重

不足。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导致了同一地区校

际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5.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严重影响了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进而影响我国教育体系的健全和

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层次结构、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以

及办学形式等方面还不能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

应，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办学机制不够灵活，

教育设施、设备亟待改善等问题，人才培养的数量、结构和

质量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6.缺乏

有效的管理、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使民办教育举步维艰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民办教育管理机构，政

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沟通，对民办教育的管理缺乏权

威性的规划、统筹与协调。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也存在问题，

如有的学校在招生时夸大承诺，再者就是乱收费、高收费，

严重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形象和生源。民办教育的经费主要来

自学生学费、个人财产投入、社会捐资等，这部分资金毕竟

很有限，使之经常面临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民办学校在

申请贷款、得到国家资金扶持方面却相当艰难。 对策: 1.切实

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



的投入，确保“三个增长”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

标尽快实现；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

分配、校际分配的力度，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