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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

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

赵嘉茵!袁连生

!摘
!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在国际上得到普遍

认可!进入
'A

世纪后!学前教育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那么!

'(((

年以来!各

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和政府分担的比例有什么变化( 各级政府之间又是如何分担的(

各国如何对私立学前教育提供财政补助( 基于
J/*K

和
Q&/;*J

统计数据的分析发

现&第一!学前教育投入水平逐步提升已成国际大趋势!其中多数
J/*K

国家和金

砖国家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显著提高'第二!多数
Q&/;*J

经济体

和全部金砖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的比例和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的比

例有较大提高'第三!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稳定提高!其中多数
J/*K

国

家主要由政府负担!且主要由中央和中层政府负担'第四!许多国家都制定和实施

了对私立学前教育的财政补助政策'第五!国家和地区之间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

担的差异很大!

Q&/;*J

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在不断扩大!但
J/*K

国家之间的差

异在显著缩小%我国应借鉴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经验!提高学前教育经

费投入水平!提高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分担学前教

育经费的比例!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助%

!关键词"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成本分担'国际趋势

早期教育对幼儿情感+社会化+语言和数学技能等方面的发展效果显著!

对幼儿未来学业和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公平的早期教育能够缩小参与者后

期的学业成绩差异!减少贫困!改进代际社会流动&完善的保育教育服务能

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识到学前教

育的重要性!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重点&世界平均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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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毛入园率从
'(((

年的
DA%@M

提高到了
'(AG

年的
!(%LM

&

'(A!

年联合国纽约

峰会将学前教育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提出了到
'(D(

年在全世界实现

"所有儿童都接受有质量的早期教育与照料#的目标&在学前教育成为教育发

展重点的背景下!相对于其他各级教育!各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是否有

所提高/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中政府分担的比例有什么变化/ 各级政府之间是

如何分担的/ 我们根据
J/*K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J>

E

.-,\.6,#-3#>

/0#-#1,0*##

<

8>.6,#-.-4K898$#

<

18-6

的缩写%和
Q&/;*J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Q-,684&.6,#-2/450.6,#-.$

!

;0,8-6,3,0.-4*5$65>.$J>

E

.-,\.6,#-

的缩

写%的统计数据!

" 对
'(((

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进行

分析!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并希冀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对我国学前教育投入

与分担的启示&

一+学前教育投入趋势

国际上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分析!主要采用三个指标'学前教育总经费占

BKN

的比例!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
BKN

的比例!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

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我们采用
'(((

年到最近可得年份的数据!分析这三个

指标的变化!反映学前教育投入的国际趋势&

#一$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

比例

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反映了政府+家庭+其他机构和个

人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总水平!即全社会的学前教育投入水平&

Q&/;*J

统计处没有提供各经济体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数据&

J/*K

在

其年度教育统计报告,教育概览'

J/*K

指标-中提供了成员国与伙伴国学前

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数据&我们根据
J/*K

国家及伙伴国的数据!

来分析学前教育总投入的国际趋势&

对
J/*K

的平均数和各国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

年到
'(AG

年期间!

J/*K

国家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呈现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整体投入水平显

著提高(二是成员国之间差异很大!但在逐渐缩小&

从
J/*K

国家整体趋势看!

D

岁以上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

"

如无其他说明!本文使用的
J/*K

国家及伙伴国数据!来自
J/*K

官方网站公

布的历年,教育概览'

J/*K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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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
!!

!!!

平均值!从
'(((

年到
'((!

年的
(%LM

!提高到了
'(A(

年的
(%GM

!

A(

年期

间提高了
!(M

(

'(A(

年到
'(AG

年则一直稳定在
(%GM

的水平上&包括
D

岁以

下幼儿保育教育费在内的全部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

'(A'

年开始才有统计数

据!其占
BKN

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IM

的水平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D

岁

以下幼儿教育经费投入占到了
J/*K

国家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四分之一&

欧盟国家作为
J/*K

的主体!其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水平高于
J/*K

的平均

值!

'(AG

年占
BKN

的比例平均达到
(%)M

&

'(((

年到
'(AG

年!

J/*K

成员国之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水平的差距

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缩小&

'(((

年!丹麦+以色列+法国和匈牙利等

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在
(%@M

到
(%IM

之间!远远高于

J/*K

国家
(%LM

的平均水平&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瑞士等国在
(%'M

或更低的水平!只有
J/*K

平均值的一半甚至更低&

'(((

年
J/*K

成员国之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异系数是
(%L!

&

'(AG

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最高的是北欧的挪威+瑞典+

冰岛+丹麦+芬兰等国!以及以色列+智利和爱沙尼亚等国!占
BKN

的比例

均在
A%'M

到
A%)M

之间!达到
J/*K

平均值的
A%!

倍甚至更高&位居最低之

列的是爱尔兰+日本和土耳其三国!占
BKN

的比例在
(%AM

到
(%DM

之间!

不到
J/*K

平均值的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显著提高!逐渐接近甚至超过平均水平&

'(AG

年
J/*K

国家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异系数是
(%LA

!与

'(((

年的
(%L!

相比!差异有所缩小&

在
J/*K

的统计中!五个金砖国家属于伙伴国!但是金砖国家的统计数

据不全&

'(((

年!俄罗斯+巴西和中国有数据!

" 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分别是
(%!M

+

(%LM

和
(%(!M

!中国最低&

'(AG

年!这一比例

分别是俄罗斯
(%)M

+中国
(%DIM

+印度
(%(GM

!印度最低&南非只有
'(A'

年有数据!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的比例为
(%AM

&综合来看!金砖五

国中!俄罗斯学前教育总投入水平最高!且高于
J/*K

国家平均水平(巴西

其次!接近
J/*K

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提高幅度最大!

'(AG

年接近
J/*K

国家平均值的一半(南非和印度最低!相当于
J/*K

国家平均值的
@M

到

ADM

之间&

#二$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

的比例

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的比例!反映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水

"

中国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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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平和努力程度&

J/*K

的统计中没有提供其成员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
BKN

比例的数据!而
Q&/;*J

统计处提供了这一数据&检索
Q&/;*J

统计处网

站提供的
'(((

年到
'(AI

年数据!发现
'(A@

年以前的数据比较齐全&根据

'(((

年到
'(AG

年的数据!我们对
Q&/;*J

经济体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我们计算了
Q&/;*J

经济体
'(((

年+

'((!

年+

'(A(

年和
'(AG

年学前

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算术平均数&根据
Q&/;*J

经济体平均数

和具体经济体的数据!我们发现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国际趋

势呈现两个显著的特征'

Q&/;*J

整体投入水平稳步提高(各个经济体之间

差异很大!且在继续扩大&

先观察
Q&/;*J

整体的变化趋势&

'(((

年和
'((!

年!

Q&/;*J

经济

体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的比例平均分别为
(%'IM

和
(%D(M

!

'((!

年比
'(((

年有了小幅提高(

'(A(

年提高到
(%D!M

!

'(AG

年继续提高到

(%L'M

(

'(AG

年比
'(((

年提高了
!(M

&大多数经济体在
'(((

年到
'(AG

年

期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都在提高!其中瑞典+新西兰+智

利+哥伦比亚等国提高的幅度很大&

'(((

年到
'(AG

年!瑞典从
(%L!M

提高

到
A%'DM

!新西兰从
(%'(M

提高到
(%LIM

!智利从
(%DAM

提高到
(%GAM

!

哥伦比亚从
(%()M

提高到
(%'GM

&但也有少数国家!如科威特+泰国+英

国+伊朗等国!投入比例在下降&

再观察
Q&/;*J

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从各个经济体的数据可以看出!

经济体之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距!超过了
J/*K

国家

之间学前教育总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距&

'(((

年有数据的经济体是
G'

个!位于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

例最高
A(

分位以上的经济体及比例是'古巴
(%@!M

+挪威
(%@AM

+丹麦

(%G)M

+拉脱维亚
(%GGM

+匈牙利
(%GLM

和法国
(%GAM

!均在平均值的
'

倍

以上!除古巴外都是欧洲国家(位于最低
A(

分位以下的经济体及比例是'伯

利兹
(%(AM

+布隆迪
(%(AM

+纳米比亚
(%(AM

+卢旺达
(%('M

+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
(%('M

和肯尼亚
(%(DM

!均不到平均值的
AAM

!都是非洲和

拉美国家&

'(((

年
G'

个经济体之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

异系数是
(%@(

!远大于同年
J/*K

国家之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

例的差异&

'(AG

年!有数据的经济体是
@(

个!位于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最高
A(

分位以上的经济体及比例是'摩尔多瓦
A%L)M

+蒙古
A%D(M

+

瑞典
A%')M

+利比里亚
A%AIM

+厄瓜多尔
A%(LM

+冰岛
(%I!M

和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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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
!@

!!!

(%ILM

!都在平均值的
'

倍及以上!以欧洲国家为主!但也有亚非拉国家(

位于最低
A(

分位以下的经济体及比例是'马里
(%(AM

+伊朗
(%(AM

+毛里

塔尼亚
(%(AM

+约旦
(%('M

+塞内加尔
(%('M

+布基纳法索
(%(DM

和文莱

(%(DM

!均不到平均值的
IM

!都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AG

年
@(

个经济体之

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异系数是
(%@)

!与
'(((

年的
(%@(

相比!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也远大于同年
J/*K

国家之间学前教

育经费总投入占
BKN

比例的差异&

从金砖五国看!

'(((

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
BKN

的比例!从高到

低依次是俄罗斯
(%LLM

+巴西
(%DLM

+南非
(%(@M

+印度
(%(LM

+中国

(%(DM

!中国最低!俄罗斯和巴西远远高于中国+印度和南非三国&

'(AG

年

或邻近年份!从高到低依次是俄罗斯
(%I)M

+巴西
(%@(M

+中国
(%AIM

+

南非
(%A(M

+印度
(%(GM

&

" 金砖五国
'(AG

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与

'(((

年相比!均有显著提高!其中中国提高的幅度最大!但是中国+南非和

印度该指标仍处于很低的水平&

将
Q&/;*J

经济体的财政学前教育投入数据与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进行

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学前教育投入水平有密切关系&经济发

展水平高的国家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一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

入水平一般较低&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如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日本!财政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占
BKN

的
(%AM

左右!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四分之

一(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蒙古!近
A(

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一直占
BKN

的
AM

以上!是日本的
A(

倍多&

J/*K

的研究发现!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学

前教育投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除经济发展水平外!适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

例+学前教育的质量+成本分担方式和教师薪酬水平!以及学前教育在整个

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等因素都有重要影响&

$

#三$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比例

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

家或地区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

Q&/;*J

统计处提供了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比例的

"

$

巴西为
'(A!

年的数据!来源于
%1234#-5)4#4&64)37'(AI

'

8%9:;)1-34#5<=

(

中国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

J/*K

!

'(AI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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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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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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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数据&考虑到
'(A@

年以前的数据较为齐全!我们采用
'(((

年到
'(AG

年的数

据进行分析&

同上一部分一样!我们计算了
Q&/;*J

经济体
'(((

年+

'((!

年+

'(A(

年和
'(AG

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比例的算术平均数&根据

Q&/;*J

经济体平均数和具体经济体的数据!我们发现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

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趋势同样呈现两个显著的特征'

Q&/;*J

整体

投入水平稳步提高(各个经济体之间差异很大!且在继续扩大&

先看
Q&/;*J

整体的变化趋势&

'(((

年+

'((!

年+

'(A(

年和
'(AG

年!

Q&/;*J

经济体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比例的算术平均数分

别是
!%)AM

+

G%GGM

+

G%IAM

和
I%DDM

&这些数据表明!

'(((

年到
'(AG

年

期间!

Q&/;*J

作为一个整体!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

投入的比例在稳步提升!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稳步提高&

'(((

年到
'(AG

年!大多数经济体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

费的比例都在提高!其中提高幅度较大的除中国外!还有澳大利亚+哥伦比

亚+马来西亚+芬兰+瑞典等国&澳大利亚从
A%'M

提高到
L%LM

!哥伦比亚

从
'%LM

提高到
!%IM

!马来西亚从
A%(M

提高到
D%LM

!芬兰从
!%IM

提高到

AA%(M

!瑞典从
G%GM

提高到
AG%IM

&但是也有英国+伊朗+布基纳法索等

少数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在下降&

再看
Q&/;*J

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经过比较我们发现!

Q&/;*J

经济

体之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比例的差距非常大!且在继续

扩大&

'(((

年!有数据的经济体是
GL

个!位于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

财政经费比例最高
A(

分位以上的经济体及比例是'俄罗斯
AL%)M

+匈牙利

AD%'M

+拉脱维亚
A'%!M

+乌克兰
AA%AM

+法国
AA%(M

和泰国
A(%)M

!都

在平均值的
'

倍或以上的水平!除泰国外都是欧洲国家(位于最低
A(

分位以

下的经济体及比例是'科特迪瓦
(%(AM

+斯威士兰
(%(LM

+爱尔兰
(%(GM

+

伯利兹
(%A(M

+菲律宾
(%ADM

和纳米比亚
(%A)M

!都不到平均值的
LM

!除

爱尔兰外都是亚非拉国家&

GL

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系数是
(%G@

&

'(AG

年!有数据的经济体也是
GL

个!位于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

育财政经费比例最高
A(

分位以上的经济体及比例是'蒙古
'!%AM

+摩尔多

瓦
''%DM

+拉脱维亚
A@%(M

+乌克兰
AG%IM

+瑞典
AG%IM

和匈牙利
AG%DM

!

都在平均值的
'

倍或以上的水平!除蒙古外都是欧洲国家(位于最低
A(

分位

以下的经济体及比例是'几内亚
(%A(M

+南苏丹
(%'@M

+伊朗
(%DAM

+马

里
(%D'M

+塞内加尔
(%L!M

和毛里塔尼亚
(%!(M

!都在平均值的
GM

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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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除伊朗外都是非洲国家&

GL

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系数是
(%G)

!与
'(((

年的
(%G@

相比!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小幅扩大&

金砖五国中!

'(((

年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从

高到低依次为'俄罗斯为
AL%)M

+巴西
I%GM

+中国
A%'M

+南非
A%'M

+印

度
(%)M

!俄罗斯是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南非和印度远远低于俄罗斯和巴

西!也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极低&

'(AG

年或邻近年份的比例是'俄罗斯
'D%@M

+巴西
I%IM

+中国
L%'M

+印

度
A%!)M

+南非
A%!GM

&

" 俄罗斯仍处于国际最高水平之列!中国提高幅度

最大但还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印度和南非有小幅提高但仍处于国际最低水

平&这表明!中国+南非和印度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还很低&

二+学前教育成本分担趋势

学前教育是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家庭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分担&

国际上主要采用三个指标来分析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学前教育财政$或家庭%

经费占全部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各级政府分担财政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

财政对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补助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来

分析
'(((

年以来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

#一$政府与家庭的分担

由于学前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和家庭缴费!学前教育财政经

费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或者家庭缴费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

例!反映了学前教育成本在政府与家庭之间的分担状况&

Q&/;*J

没有提供

各个经济体学前教育财政或家庭经费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数据!

J/*K

在
'((!

年以后的,教育概览'

J/*K

指标-中提供了多数成员国和部分

伙伴国的数据&我们根据
J/*K

的数据!分析
J/*K

国家和金砖国家
'((!

年+

'(A(

年和
'(AG

年的学前教育成本在政府与家庭之间的分担情况&

从
J/*K

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学前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平均数和

具体国家的数据可以发现!

J/*K

国家学前教育成本主要由政府负担!近
A(

多年来政府负担的比例还在提高(各国之间的差异在缩小&

'((!

年!

J/*K

国家
D

岁以上学前教育总经费收入中财政经费的比例平

均是
I(%'M

!

'(A(

年提高到
IA%(M

!

'(AG

年再提高到
ID%(M

&就具体国家

而言!

'((!

年到
'(AG

年期间!

D

岁以上学前教育总经费收入中财政经费比例

"

中国
'(((

年和
'(AG

年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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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提高和降低的国家数量差不多!其中韩国+新西兰+智利和以色列等国提高

的幅度比较大&韩国从
LA%AM

提高到
I'%(M

!新西兰从
G'%AM

提高到

IG%(M

!智利从
GI%GM

提高到
I'%(M

!以色列从
@G%'M

提高到
)A%(M

&

从
J/*K

国家之间的差异看!政府负担学前教育经费比例的差异比前面

分析的总经费投入水平的差异要小得多&

'((!

年+

'(A(

年和
'(AG

年各国之

间的差异系数分别是
(%A)

+

(%AI

和
(%AL

!

'(A(

年后差距在明显缩小&政府

负担学前教育经费比例最高的是欧洲国家!

'((!

年和
'(A(

年欧盟国家的平

均水平要比
J/*K

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

个百分点和
A(%I

个百分点&随

着韩国+新西兰+智利和以色列等非欧盟国家政府负担比例的提高!欧盟国

家与
J/*K

国家的平均值逐渐接近!

'(AG

年欧盟国家平均只高出
A

个百分

点&日本+葡萄牙+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美国等国是政府负担学前教育经

费比例相对较低的国家!

'(AG

年分别只有
L)M

+

GLM

+

GGM

+

@'M

和
@LM

&

不过日本在
'(A)

年
!

月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推进幼儿教育与保育免

费化的,儿童及育儿支援法-!法案规定从当年
A(

月开始!对
D?!

岁幼儿实

施免费学前教育!

" 未来政府负担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将大幅度提高&

'(((

年以来!

J/*K

国家
D

岁以下幼儿的保育教育快速发展&

'(A@

年!

DGM

的
D

岁以下幼儿在学前教育机构接受保育教育服务&

D

岁以下幼儿的保

育教育服务中!保育服务的比重更大!政府负担的经费比例低于
D

岁以上幼

儿&

'(AG

年!

J/*K

国家政府负担的
D

岁以下幼儿保育教育经费比例平均为

G)M

!远低于
D

岁及以上的
IDM

(两段合计的全部学前教育经费中!政府负

担的比例为
I'M

&

金砖五国中!巴西和印度在
'((!

年+

'(A(

年和
'(AG

年都没有政府负担

学前教育经费比例的数据!南非只有
'(AG

年的数据!俄罗斯和中国只有

'(A(

年和
'(AG

年的数据&

$

'(AG

年!俄罗斯这一指标为
I@M

!南非为

@DM

!都远高于中国的
L@%DM

&虽然
'(A(

年后中国政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快速增加!负担比例也有较大提高!但直到
'(AG

年!不仅仍远低于
J/*K

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和南非&

Q&/;*J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A)

年
)

月!有
IL

个经济体的法律规

定实行
A

年到
L

年的免费学前教育(有
DI

个经济体的法律规定将学前
A

年到

"

$

"日本幼儿园
A(

月开始免费#!

+66

<

2

'**

-8:2̂2,-.̂0#1 0̂-

*

#

*

'(A)R(!RAL

*

4#0R

,+9+,8:2AG@'A!Ĝ2+61$

&

中国
'(A(

年以前的学前教育经费统计没有包括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因此无法计

算财政经费与家庭缴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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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Q&/;*J

的这些数据和
J/*K

国家的数据均表

明!不少国家政府负担了学前教育经费的主要部分!政府负担的比例在稳步

提高&

#二$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担

绝大多数国家存在多级政府!政府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是由各级政府具

体分担的&由于世界多数国家在进入
'A

世纪以后才出现学前教育的普遍发展

和大规模财政投入!因此
Q&/;*J

和
J/*K

都没有提供各个国家或地区各

级政府分担财政学前教育经费比例的统计数据&

J/*K

在
'(A@

年发表的报告

中!对
J/*K

国家财政学前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的分担做了简短的分析!使

我们对
J/*K

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

"

J/*K

的研究披露了部分成员国
'(AD

年的数据!这些国家的学前教育财

政经费中!中央政府负担的比例平均为
LAM

&经过分析比较后发现!由于不

少国家的中央政府将学前教育的财政责任更多地下放到地方政府!与其他各

级教育相比较!在财政学前教育经费的分担中!地方政府负担比例更高一些&

'(AD

年!

J/*K

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平均来看!中央政府负担的学前教育+

初等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比例分别是
LAM

+

!!M

+

I@M

!中央负

担的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比例低于初等与中等教育!远低于高等教育&

多数
J/*K

国家是三级政府分担财政学前教育经费!小部分国家只由两

级政府负担&新西兰和爱尔兰的财政学前教育经费全部来自中央政府!也全

部由中央政府直接支出用于购买学前教育商品和服务&智利+哥伦比亚+荷

兰+澳大利亚+葡萄牙+卢森堡+以色列+意大利和法国!中央政府不但是

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也是主要的资金支出者&奥地利+比

利时+捷克+日本+西班牙+瑞士等国!

!(M

以上的财政学前教育经费来自

中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
!(M

以上的!只有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这四个

由两级政府分担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的国家&

对于中国以外的四个金砖国家!我们都没有查询到各级政府分担学前教

育财政经费比例的数据&由于学前教育财政体制比较接近初等与中等教育!

我们可以从初等与中等教育的分担比例来推测这些国家各级政府学前教育财

政经费的分担情况&

'(A!

年!初等与中等教育财政经费分担中!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央政

" J/*K

!

'(AI

!

;6.>6,-

E

;6>#-

E

'(A@

'

i8

F

J/*Ka-4,0.6#>2#-/.>$

F

*+,$4+##4

/450.6,#-.-4 *.>8

!

+66

<

2

'**

:::̂ #804R,$,=>.>

F

#̂>

E

*

8450.6,#-

*

26.>6,-

E

R26>#-

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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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府负担的比例分别是
AGM

+

'AM

+

LM

!中层政府负担的比例分别是
LDM

+

@)M

+

@AM

!基层政府负担的比例分别为
LAM

+

(M

和
'!M

!都属于以中层

政府负担为主&南非只有两级政府负担!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
AM

和
))M

!

以地方负担为主&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学前教育财政经

费分担是以中央和中层政府为主!南非是以地方政府为主&

如果不考虑一般转移支付!

'(AG

年!中国中央政府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

付占全部财政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为
AA%'M

!中央负担比例低于巴西和印

度!高于南非和俄罗斯&如果将中国的省级和地市两级政府视为中层政府!

由于省级和地市的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很少!中国的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是

以基层政府负担为主&

从
J/*K

国家和部分金砖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的各级政府分担情况

看!中央和中层政府为主的占了多数!基层政府为主的是少数&这种状况符

合
J/*K

研究报告的建议'在多级政府的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承担发

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中央政府应在目标设定+立法+规划+筹资+师资标准!

以及课程$活动%框架和教学项目标准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

#三$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成本分担

与其他教育一样!学前保育教育的提供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

举办的公立机构提供!另一种是由其他机构或个人举办的私立机构提供&教

育的提供方式与经费负担方式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重要的区别&公立教育

机构的经费一般以政府负担为主!但也可以以家庭负担为主(私立教育机构

的经费以家庭负担较多!但也可以以政府补助为主&这一部分我们对国际上

私立学前教育的发展与财政对私立幼儿园补助的趋势进行分析&

A%

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地位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提供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但多数国家和地区

是以公立机构提供为主!私立机构提供为辅&检索
Q&/;*J

统计处网站!

可以看到
'(((

年以来各经济体和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组经济体私立学前

教育机构服务的幼儿所占比例的数据&

'(((

年到
'(A@

年!

Q&/;*J

作为一个整体!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服务的

幼儿比例从
')%LM

提高到
L'%AM

!有明显的提高&不同收入水平组经济体的

变化趋势不同!低收入经济体私立机构服务幼儿比例明显降低!中低收入经

" J/*K

!

'(AI

!

;6.>6,-

E

;6>#-

E

'(A@

'

i8

F

J/*Ka-4,0.6#>2#-/.>$

F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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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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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基本稳定但一直处于最高水平!中等及以上收入经济体则有较大幅度提

高&

'(A@

年!私立机构幼儿比例最高的是中低收入经济体!达到
L@%AM

(中

等及以上收入经济体差距不大!介于
L(M

到
LLM

之间(最低的是低收入经济

体!为
'I%IM

&

J/*K

国家私立机构幼儿比例平均为
DL%(M

!低于中等及以

上收入经济体!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盟国家为
'@%(M

!明显低于
J/*K

国家&

金砖五国中!

'(A@

年私立学前教育机构幼儿比例依次为'印度
@@%LM

+

中国
!!%'M

+巴西
'D%'M

+南非
!%GM

+俄罗斯
A%!M

!印度和中国都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以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服务为主的国家&

'%

对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补助

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学前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都是准公共产品!

也都需要财政补助&许多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对私立学前教育的财政补助政

策$王玲艳等!

'(AD

%&

各国政府对私立学前教育的财政补助!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私立

学前教育机构的补助!即补助机构(第二类是对进入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幼

儿家庭的补助!即补助家庭!但对家庭的补助又以缴纳保育教育费的形式进

入了私立学前教育机构&补助机构又可以分为直接补助和间接补助两种!直

接补助是政府将财政资金支付给机构!或为机构购买物品或服务(间接补助

是对机构实行税费减免+免费提供土地等公共资源&补助家庭也有直接补助

和间接补助两种!直接补助是政府将财政资金支付给家庭!或代家庭支付给

机构!为家庭购买学前教育物品或服务(间接补助主要是对进入机构所缴纳

的保育教育费实行税收抵扣!减少家庭的纳税额&在实践中!往往采用以某

一类资助方式为主+另一类资助方式为辅的混合资助政策&各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财政体制!对私立学前教育机构进行补助$刘颖和

冯晓霞!

'(AL

%&

从
J/*K

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多数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

于财政资金&

'(A!

年!

J/*K

国家在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接受保育教育的幼儿

比例平均为
DDM

!其中的
GLM

在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财政资金占
!(M

以

上%运行的私立机构$

B#98>-18-6R48

<

8-48-6

<

>,9.68,-26,656,#-2

%接受保育教

育服务&一些
J/*K

国家私立学前教育所占比例较高!但全部学前教育经费

中财政经费的比例更高!表明私立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财政资金&例如!

'(AG

年!韩国私立学前教育机构幼儿数占
@I%)M

!全部学

前教育经费中财政经费比例占到
IDM

(德国私立学前教育机构幼儿数占

GL%GM

!全部学前教育经费中财政经费比例占到
IAM

(以色列私立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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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机构幼儿数占
D@%(M

!全部学前教育经费中财政经费比例占到
)AM

&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文对
J/*K

成员国+

Q&/;*J

经济体和金砖五国的分析!我们

可以概括
'(((

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并据此提出完善

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政策的相关建议&

#一$结论

概括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有关
'(((

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

担的国际趋势的几个结论'

A%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稳定提高&多数
J/*K

国家和金砖国家!以及

J/*K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学前教育总经费占
BKN

的比例在提高&多数

Q&/;*J

经济体和全部金砖国家!以及
Q&/;*J

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学

前教育财政经费占
BKN

和占全部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都在稳定提高!学前教

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

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稳定提高&绝大多数
J/*K

国家和金砖

国家中的俄罗斯与南非!以及
J/*K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学前教育成本主要

由政府负担!且政府负担的比例还在提高&多数
J/*K

国家和金砖国家中的

巴西+印度+俄罗斯!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以中央和中层政府负担为主&

D%

政府对私立学前教育提供财政补助&

Q&/;*J

作为一个整体!私立

学前教育机构服务的幼儿比例有明显提高&许多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对私立

学前教育的财政补助政策&

J/*K

国家在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接受保育教育的

幼儿!多数是在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运行的私立机构内&

L%

国家+地区之间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差异很大&无论是学前教

育投入水平还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方式!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都很大&

J/*K

国家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而
Q&/;*J

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在扩大&

从趋势上看!多数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投入水平在提高!政府负担的比例在

扩大&

#二$启示

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发展趋势!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学前教育

投入与成本分担政策有重要启示'

A%

应继续提高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尽管
'(A(

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

投入有较大幅度增加!但是按照衡量投入水平的三个指标!我国都还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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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学前教育投入与成本分担的国际趋势
G!

!!!

国际平均水平&在毛入园率已经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学前教育

投入水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是不合理的&应该继续增加学前教育投入!提

高学前教育总经费占
BKN

的比例!尤其是提高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
BKN

和

全部教育财政经费的比例&

'%

应继续提高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我国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

入不足!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是"入园

难#"入园贵#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应继续加大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

提高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

D%

应继续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分担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我国学前教育

财政经费投入不足!区县负担为主的政府分担体制是重要原因&应借鉴多数

J/*K

国家和金砖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由中央和中层政府负担为主的经验!

提高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比例!形成以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为主的分担

体制&

L%

应加大对民办幼儿园幼儿的财政补助&

'(A@

年我国民办幼儿园服务的

幼儿占
!!M

!但是政府对民办园和进入民办园的幼儿补助极少!学前教育财

政经费分配很不合理&应借鉴对私立学前教育提供财政补助的国际经验!大

幅度增加对进入民办园!尤其是普惠性民办园幼儿的财政补助!促进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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