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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5年占比超过GDP4%

义务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最
多的阶段之一。根据5月3日教育部发布的
2016年全国年度教育经费初步统计数据，义
务教育阶段投入金额高达1.7603万亿元，占
经费总投入的 45.29%。而教育经费总投入
为3.88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57%。其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373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7.36%。值得注意的是，学前教育投
入比上年大幅增长了15.4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就
此表示，从数额上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的投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表明国家对教
育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储朝晖同时指出，评
估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程度，除了看投入金
额以外，还要看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
重。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突破 4%大关，并且连续 5 年维持在
4%到5%之间，2013年一度达到4.3%。

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
出的比例是衡量政府财政教育投入努力程
度的重要指标。多年来，教育支出已经成

为我国第一财政支出大项，其占比一直稳
定在约15%左右，也曾一度达到16.13%。

确立教育经费法定增长机制

教育经费的大幅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我
国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的民生
导向，另一方面则是我国教育的法治化进程
的必然要求。据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唐
军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制
订《义务教育法》（1986 年）、《教育法》（1995
年）等重要法律文件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199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
等重要纲领性政策文件，确立了教育经费投
入的法定增长要求，明确了财政性教育经费
增长的目标，推动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和各
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结 合 有 关 学 者 的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将
1980 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增长大体上分为
4个阶段：一是与 GDP 增速基本同步的教
育经费较快增长阶段（1980-1995 年），教育
经费总投入年均增速为 10.0%；二是财政性
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双轨驱动的

高速增长阶段（1995-2005 年），教育经费总
投入年均增速为 13.5%，其中财政性教育经
费年均增速为 11.3%；三是财政性教育经费
单轨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2005-2013 年），
教育经费总投入年均增速为 13.5%，其中财
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速达到 17.5%，财政性
教育经费成为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长的主要
来源；四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平稳增长阶段

（2014-2017年），教育经费年均增速 8.84%，
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速为8.99%。

调动社会力量投资积极性

以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连续
5 年突破 4%为标志，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已
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唐军同时指
出，从提高投入效益的角度出发，基于对
国内外教育经费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一
些要解决的问题。

学前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相对投
入水平还有待提高，一些地区“入园难”

“入园贵”等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必须继
续加大学前教育的投入。北京市教委委员

冯洪 荣 表 示 ， 随 着 外 来 人 口 的 增 长 和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叠加效
应，北京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
显现出来。他透露说，为满足需求，2017
年北京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新建、改
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扶持发展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新增学位万余个。对此，
唐军建议，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高学前
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例，提高学前教
育的毛入学率。

与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相比，社会
力量办学教育经费投入发展相对较慢，民办
学校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大幅低于同类教育
部门和其他部门办学校。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绘提出，建设民办教育财政
分类补助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且可衡量的
资助标准和资助体系。针对非义务阶段的
民办学校，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同时，进
行奖补，激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该领域。同
时，进一步创新教育筹融资方式。在高等教
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阶段，大力推进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市场竞争，政府以
合适的价格购买满意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也
给民间资本更多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

依托一台外形酷似自动售货机的智能冰箱，食物
也可以进行分享。近日，北京首台“智能爱心冰箱”

（又称“智能分享冰箱”） 出现在顺义街头，引发关
注。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企业和居民可以将多余的食物
捐赠给冰箱，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失独老人、残疾人家
庭、贫困儿童等特定群体，可每日 3 次刷卡免费领取。
目前仍处于试运行状态，后期会考虑在北京其他地区推
广。

“拜托了，冰箱。食物免费领取。”在顺义区榆阳路

名为“众爱慈善商店”门口，红色的标语下，摆着一个
外形与地铁自动售货机相似的设备，透明的玻璃门内，
6层货架上空无一物。在冰箱的右下侧有读卡区和数字
按键，对应冰箱内的不同位置，并写有领取和分享食物
的流程。

5月14日下午4时许，商店工作人员端着一箱真空
包装的熟食，包括“红肠、红蹄、肘子片”等近 50 件
产品，入仓库进行数量统计和登记后，工作人员打开冰
箱柜门，将这些熟食摆进门口的冰箱货架上。

半小时后，开始陆续有人来到冰箱处，排起了一米

左右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 50 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居
住在商店附近的农村里，徒步或者骑自行车赶来。

“我想要这个红蹄。”一位 60 岁左右的大爷在数字
按键处按下数字“55”，并拿出一张卡片在读卡区刷卡
后，食物掉落进底部的“取货口”。连续刷卡 3 次，大
爷取走了他想要的红蹄等3份食品。

这位大爷说，自己是在商店对面的小区内负责保洁
工作，一个人生活在北京，收入也比较低，“我是自己
找到商店的，他们给我发了张卡，每天可以刷3次，今
天是我第二次来取食物了，这些肉我平时自己都舍不得
买。”

大爷身后，等候的是一名中年妇女，她说道，“我
老公残疾瘫痪在床，一刻也离不开我，所以每次有发放
食物时，商店就通知我，我就骑自行车过来取。刚开始
我还不信，想不到真的有这种免费的好事。”

开栏的话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个经典的
表达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教育重要性的清晰认知。基
于此，我们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作为
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办好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现代教育。

知易行难。要办好教育，我们既面临教育资源
相对不足的硬约束，又面临现代信息社会教育理念

不断变革的新挑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不
懈奋斗，中国教育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站在了新
的、更高的起点上，不仅受惠于持续稳健发展的中
国经济，而且为国家和民族向知识经济和现代社会
转型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精神动力。

本报推出 《中国教育成就》 系列报道，敬请关
注。

投真金白银办大国教育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孩子在学校寄宿，吃住都在那儿，我就有时间找了一个淘
宝客服的工作干，和她爸爸一起去县城打工。”石家庄市赞皇县
第二中学学生李树玲的妈妈这样讲述家里眼下的生活。让她特别
高兴的是，女儿到县城中学寄宿读书，不仅全部免除了书本费和
学费，上学不花钱，而且还能得到生活补助。她和丈夫在城里各
打一份工，双份工资让家里经济状况一下子改善了很多。

像李树玲这样的农村孩子能够随父母到打工地顺利入学就
读，并得到相应生活补助，得益于2015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该文件提
出，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要更好
地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问题，使“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这就意味着，学生无论在
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可以享受“两
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补助生活费）；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也会按照标准对其就
读学校给予足额补助。对于李树玲等约1300万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来说，5月15日，他们又迎来一个好消息：中央财政下达
2017年度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预算1170亿元，比去年增
长了6.4%，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学生的上学和基本生活，让他们安
心就读，无后顾之忧。

智能分享冰箱来了
左燕燕

“勒索病毒”五问
今年以来，河

北省衡水市武强县
深入推进“青少年
法治教育进校园”
活动，组织县检察
院工作人员到学校
开展普法宣传，在
全 县 中 学 选 拔 60
名“小小法治宣传
员”。

图 为 5 月 15
日，武强县检察院
工作人员为县第二
实验中学的“小小
法治宣传员”颁发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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