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高收费，是谁心中的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9/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AB_98_E6_c123_279703.htm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

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到这句话时,不仅让现场

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更令电视机前无数关注着两会的百

姓心头一热。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20年

前，这句话刷在墙上，看到的人会由衷地感激，受教育终于

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20年后，这句话从勒紧裤腰带为孩

子凑学费的家长口中说出，听到的人感到的却是无奈和心酸

。中国大学学费从20年前的200元冲破现在的5000元大关，涨

幅高达25倍。这个惊人的数字，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广

泛关注。 学费贵，代表、委员拍案 “我家里以前很穷，却上

了大学。如果到了现在，我可能反而上不起大学了。我很奇

怪，为什么几十年前经济不怎么发展，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大

学，而现在经济发展了，却反而上不起学？”全国政协委员

徐心华的发言是不少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声，徐心华告诉记

者，往届两会小组讨论时，有的委员为此拍了桌子，“如果

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那么在座的委员，当年有几个能上得

起大学？” 今年1月10日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十

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及“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

趋势研究报告》是两会上不少代表集中引用的资料来源。报

告中显示：在18年时间里，中国大学学费涨了约25倍，子女

教育费用超过了养老和住房，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了第

一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

增长。 调查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

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32．6％，占城市和小城

镇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25．9％和23．3％。据甘肃省农

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结果，在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

下的农民中，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

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据了解，目前，西部

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

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四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

使有3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还供不起一个大学

生。 除了大学，教育高消费甚至已经从高中一直蔓延到了幼

儿园。国内不少大中型城市普通幼儿教育和学前教育费用每

月近千元甚至更多，一些高档幼儿园入园赞助费就达3万元。

而小学和中学的“赞助费”、“择校费”也让不少家长既头

疼又无奈，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小学“赞助费”已

经上万元，初高中择校费在3万元到10万元之间。虽然国家明

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准招收择校生，但事实上一直以赞助

费、捐资助学的名义变相存在，这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

潜规则。据测算，培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至少需

要十几万元，几乎是一名工薪族一辈子的收入总和。 除了高

昂的学费，学生还要面对各种名目的乱收费。都以各种名目

打政策擦边球，更有甚者利用对教育资源的垄断迫使学生“

自愿”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虽然每年有关部门都要专门下

发通知，强调学校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但已经尝到收费甜头

的各级学校很难主动回头。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位居价

格举报之首。仅去年上半年，全国价格主管部门查处教育乱



收费案件5231件。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并大

力推行“一费制”，以斩断滥收费的黑手，但实际上收效甚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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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