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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择校费”的问题，行政化的禁令不仅毫无用处，无法实行，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将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出路不是强化行政化，而是推进公共管理的变革，首要就是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的政务公开






“义务教育行政化”导致教育不平等

顾昕 2010-01-08 长策智库首席社会政策专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核心提示：面对“择校费”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将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应投入的地方。

中国的义务教育同样问题频出。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一，义务教育尚未普及，主要是中西部的某些地区、某些农村地区、城市中流动人口聚居的地区；其二，公立义务教育的品质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不平等性，既有顶级贵族私校的公立中小学，也有无法保障义务教育基本质量的公立中小学；其三，公立中小学中“择校”盛行，屡禁不止。

 

人们似乎并未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来自公立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体制，反而冀望于通过强化现有的行政化体系来解决问题。

 

首先，对公立中小学的择校以及择校费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年复一年地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反而愈演愈烈；其次，教育行政部门表态要推进义务教育的均等化，但是对于均等化的含义以及推进均等化的政策工具，均处在暧昧不清的阶段；其三，在各地政府财力空前壮大的阶段，依然有一些地方未能确保义务教育的普遍覆盖以及基本义务教育品质的保障。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公立义务教育体系的资源配置以及教育公平的理念缺乏清晰的认识，从而在政府与市场力量如何在义务教育领域发挥协同作用缺乏深刻的体会。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能够追求的教育公平，只能是在某种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水平上确保义务教育在不同地区实现均等化，即基本水平上的横向公平。

 

不同教育机构义务教育的品质出现差异，是无法抹平的现实。中国是一个发展严重不均衡而且幅员广大的国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优秀教师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尚未充分改革原有计划教育体制的情形下，在义务教育领域引入了重点学校制度，不仅人为加剧了公立中小学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品质原本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性，还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群体。有些学者冀望于取消重点学校，但却不去触动义务教育的行政化体系。殊不知，在行政化的组织和制度架构之中，造典型、树样板、扶重点正是官僚体系的典型行为。

 

在国家垄断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形，原本以为教师们可以像螺丝钉一样被政府通过教育计划拧在任何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但这无法变成现实。居然现在不少民众冀望于政府通过实施强制性优秀教师轮岗来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均等化，可谓流毒不浅。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好的东西，教育自然是更不例外。正如所有优质的东西一样，优质的教育无疑是稀缺的，而稀缺的东西一定非常值钱。于是，被政府教育部门禁而不止的五花八门的“择校费”就是一种“稀缺的价格反映”。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禁令所无法禁止的。政府可以三令五申让择校费“非法”，但是总不能禁止优秀的中小学收取“赞助费”吧，更挡不住民众为了孩子自愿向这些学校“奉献爱心”。

 

更何况，在很多地方，“择校费”经常以某些单位与优质中小学“共建”的方式出现。共建费的一部分由这些中小学收取，而另一部分则上缴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很显然，在很多地方，中小学共建的出现扩大了义务教育的财源，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理论上应该有更多的资源来推进教育公平，例如在农村地区兴办更多更好的公立中小学、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子弟上学、重金鼓励优秀教师到质量偏低的学校任教、推动优质教学的电子化网络化普及等等。但是，由于各地公共部门预算与非预算支出的公开透明性很差，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事情自然是比比皆是。

 

因此，面对“择校费”的问题，行政化的禁令不仅毫无用处，无法实行，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将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出路不是强化行政化，而是推进公共管理的变革，首要就是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的政务公开。


 





				

				
							


			
		

		
			


	




					


		 


		
			
						
							
									最新文章

	最新动态

	研究报告

	网友论坛



							
						
							
							
	
		
			陈志武：未来10年，降低预期，资产保值是优先选项
	
	
		
			改进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 推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
	
	
		
			交易与美德：商业市场发展如何推动文明化进程
	
	
		
			顾昕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
	
	
		
			面对跌宕，再读历史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粮食生产的喜与忧——兼谈田园综合体与农田建设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城市群一体化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混改——资本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21-07-16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跨区省送出辅助服务成本补偿机制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跨区（ 省） 送出交易及价格机制研究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和立法保障研究						
			
	
				
			非营利组织概念、性质、职能研究						
			
	
				
			奢侈排放、生存排放与转移排放国际比较						
			
	
				
			阶梯电价政策效果分析						
			
	
				
			新书出版：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与政策选择						
			
	
				
			包容性增长中的碳税与减排政策选择						
			
	
				
			研究报告：“十二五”电力规划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报告：北京市医药服务产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电力行业CO2强度减排目标与成本关系						
			
	
				
			中美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比较						
			
	
				
			湛江模式的启示：探索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权能设置与运行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中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对烟草控制的影响						
			
	
				
			研究报告：中国电动汽车充电站商业模式与配套政策						
			
	
				
			去行政化与高州模式的可复制性						
			
	
				
			野蛮生长的“农二代”						
			
	
				
			研究报告：电力行业十二五供应规划研究						
			


   
Joomla 1.5 Featured Articles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下）
        (周六, 2014年 05月 03日)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周一, 2014年 04月 28日)
            
	
        史博士：投资光伏企业必须准备遇到的劫难
        (周四, 2014年 04月 24日)
            
	
        到三联夜店读书
        (周二, 2014年 04月 22日)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研究报告 Report

				
		[image: ]

[image: ]
		

    

	
		

	
			
				
						合作伙伴 Partners

				
			长策基金会ChangCe Foundation
	NDRC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MOF 财政部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About ChangCe Thinktank
	Jobs Opportunities工作机会
	News and Events
	长策智库网上论坛


		
	Reset user setting
	TOP




	

	
		感谢关注长策智库  Copyright © 2024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 changcethinktank@gmail.com  微信: 13641166146    京ICP备10037751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