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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民族兴亡。教育是公共产品，是惠及全民的公益性事

业，创造人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同时承担着最广泛意义

上的社会启蒙使命。教育需要体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需

要国家竭诚负责。 1.正本清源，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教育的

公益性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教育通过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

要的各类人才，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教育

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应该是实现少

数人利益的工具。毫无疑问，发展教育以及推进教育各项改

革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为了维护教育的公益性，促进教育

公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过分强调教育的

商品属性，而忽视其公益性，是对教育社会属性的错误理解

。公办学校以其公办优质品牌收取赞助费、择校费、转学费

，就无异于按照市场价格明码标价出售教育公共资源，实质

上是一种有悖于公共利益的寻租行为。而民办学校乱招生、

乱收费、压低成本办学，无疑是把办学作为一种投资赚钱的

“生意”，谋求短期行为但不谋长远发展，谋求做表面文章

但不谋教书育人，谋求经济收益但不谋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宗旨。 显然，以营利为目的的“教

育产业化”趋向，必将增加人民群众教育负担，难以充分保

障全体公民应该享有平等受教育机会的法定权利，任由其继

续蔓延，既不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也有违和谐社会

构建的战略目标。为此，各级政府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



产业化，引导和推动学校办学回归教育本源。 2.履行职责，

发挥政府教育服务的主体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目

前8亿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对教育的承受能力总体上仍然不强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决不能办成主要由受教育者承担

教育成本的教育，决不能办成为少数人服务的非公益性教育

和“贵族教育”。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要承担发展各级各类

教育的公共服务职能和主体作用，通过不断增加投入和实行

全民教育，保证公民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思想启蒙，保证公民

享有公平地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面对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仍

然偏低、教育基础仍然薄弱的现状，期望主要依靠社会力量

出资，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不符合我国现

阶段的基本国情。 3.加大社会参与，民办教育任重道远 坚持

教育的公益性不等于要国家把发展教育的责任全部包揽下来

，也不意味着国家举办所有的教育。为了满足公民多样化的

教育需求，世界各国都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前提下，注

重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举办和参与举办各级各类

教育。事实证明，即便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化程度

较高的国家，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也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

由政府举办和提供的教育供不应求，相比发达国家，更迫切

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举办和参与举办各类各级教育。为

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国家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及其实施条例。 诚然，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可以让人

民群众享受更多的教育服务，但依赖“教育产业化”不能平

衡教育的供求关系，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益而不是公益，如

果放任对于私益的追逐，那么“教育产业化”就会演变成一



种无序状态，甚至改变教育的公益性质。民办学校、公办学

校都是国家批准设立的公益性机构，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

有义务坚持和践行公益性原则，即必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抵制非公

益性因素对学生的不利影响。 总之，我们反对“教育产业化

”，是反对地方政府以“教育产业化”为幌子推卸办学和投

入的主体责任，是不赞成公办学校公然出售公共教育资源，

是不允许民办学校以营利为目的、过度追求经济收益，不顾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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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