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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周晓红!周婉莹

!摘
!

要"为发展我国学前教育!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我国政府开启了 "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两期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取得显著成效!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明显增长!学前教育资源快速扩大!建立了幼儿资助制度!幼儿

园教师队伍得到有效扩充$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存在总量

不足%分配不均衡%重硬件轻软件%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

进一步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政策性建议'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从根本上保

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厘清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明确财政投入

的重点与方向!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加

强对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的监管!提高其使用效率$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前三年行动计划#&财政投入

学前教育是为每一个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奠基的开端教育!在整个国

民教育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为此!

()")

年
I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

年-&提出到
()()

年我国基本普及学前

教育的目标$为保证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同年
""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当

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省,区*市-政府要结合本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适龄人口分布*变化趋势!确定发展目标!分解年度任务!

落实经费!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从
()""

年到
()"H

年!

随着第一期,

()""

/

()"G

年-和第二期,

()"!

/

()"H

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的顺利实施!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成效显著!目前正在开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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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H

/

()()

年-$本文以%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

()""

/

()"I

-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

()"H

-为基本数据来源,文中特别

标注数据除外-!对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即
()""

/

()"H

年间!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当前学前教育财政

投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

入政策措施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取得的成效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明显增长

自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呈增

长态势$

()")

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I(=&)"

亿元!

()"H

年增加到

(=)G&FG

亿元!同比增长
(&=F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F&()W

$其中!政府对

学前教育的投入增长更为显著$

()"H

年!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G(H&)I

亿元!比
()")

年的
(!!&GF

亿元增长了
!&!G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G(&FHW

!其增长速度高于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增长速度$从相对量上来

看!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前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从
()")

年的
GG&FHW

增加到
()"H

年的
!I&G)W

!提高了
"G&I!

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

入中学前教育的占比由
()")

年的
"&HIW

提高到
()"H

年的
!&((W

!提高了

(&FF

个百分点$在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向农

村地区倾斜!

()"H

年农村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HI*&*"

亿元!比
()""

年增长了
G&=G

倍!占学前教育财政性总经费的比例达到
F"&(IW

$

随着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学前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也在不断提高$

()")

/

()"H

年间!学前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
GH((&"(

元

增加到
=H(*&H=

元!提高了
"&G=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F&FIW

$其中!生均

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从
"=H*&=I

元增加到
FH(I&GG

元!提高了
(&)"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HW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由
"IFG&I!

元增加到

F!I)&*(

元!提高了
(&"(

倍!年均增长
()&==W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从

G*H&F!

元增加到
(""I&GF

元!提高了
!&G!

倍!年均增长
G(&("W

$从农村的

情况来看!

()"H

年农村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
!(G)&"*

元!比
()""

年增加了
(

倍!年均增长率为
(!&F*W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

!)I=&!"

元!增加了
(&"!

倍!年均增长
(F&H=W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

"FFG&H(

元!增加了
(&)G

倍!年均增长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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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二$学前教育资源快速扩大

随着)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

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幼儿园数量*在园幼儿数量以及学前

教育普及率大幅度提高$

()")

/

()"H

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在园幼儿数量持续增长!且增长幅度

较大$

()"H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G&*=

万所!比
()")

年增加了
=&*!

万所!

增长
F*&!GW

#在园幼儿为
!!"G&=H

万人!与
()")

年的
(*IH&HI

万人相比增

加了
"!GI&"*

万人!增长
!=&(=W

$其中!公办幼儿园
=&FH

万所!比
()")

年

增加了
G&IF

万所!增长
II&=IW

!在园幼儿
"*IH&()

万人!比
()")

年增加了

G**&))

万人!增长
(F&G)W

#民办幼儿园
"F&!(

万所!比
()")

年增加
F&"*

万所!增长
F)&IFW

!在园幼儿
(!GI&HH

万人!比
()")

年增加
")G=&"*

万人!

增长
I!&"=W

$农村学前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H

年!农村,包括乡村和镇

区-幼儿园
"H&FH

所!比
()")

年增加了
F&"

万所!增长幅度为
!!&F)W

$其

中!农村公办幼儿园
H&=(

万所!比
()")

年增加了
(&*H

万所!增长
IH&I=W

#

农村民办幼儿园
*&I!

万所!比
()")

年增加了
(&"G

万所!增长
(=&")W

$

()"H

年农村在园幼儿达
(=((&=)

万人!比
()")

年增长
(H&*(W

$其中农村公

办园在园幼儿从
"(H)&!G

万人增加到
"!)=&H*

万人!增长了
""&IHW

#民办

园在园幼儿从
*HG&HH

万人增加到
"!"!&""

万人!增长了
!H&I!W

$

"

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期间!我国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快速提高!

)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

/

()"H

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

FH&HW

提高到
II&!W

!提高了
()&=

个百分点!已经超额实现第二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
IFW

的目标$

#三$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资助资金不断增长

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期间!我国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开始建立$

()")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年-&提出政府要

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同年
""

月!%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

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

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上述

要求予以落实!尤其是
()""

年财政部*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

制度的意见&!对学前教育资助制度有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按照)地方先行*

"

城市指城区!农村指镇区与乡村之和$数据来源"

()"H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77

C

"''

;;;D2$9D956D1.

'

3A13-79

'

S)G

'

3"=)

'

2$9

(

HGG

'

()"H)I

'

7()"H)I)H

(

(I)*IHD

,72%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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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补助+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对普惠性幼儿

园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和孤残儿童予以资助$目前!各地都已经建立学前教

育资助制度!对资助对象*资助项目*资助标准*资金分担*资助方式等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自
()""

年以来!公共财政对幼儿的资助标准*人数和总额

均呈现上升趋势$

()"(

/

()"G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落实学前教育资助预算资

金共计
H!&H=

亿元!平均每年资助困难幼儿
G))

多万人$

"

()"!

年!我国学

前教育资助金额共计
F(&II

亿元!资助幼儿
!""&HF

万人次!其中!各级政府

资助金额共计
F)&*!

亿元!占总资助额的
*H&FGW

!资助幼儿
G=I&"I

万人!

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HGW

$

()"H

年学前教育资助金额总计
H=&"=

亿元!资

助幼儿
H"*&GH

万人次!其中!各级政府资助
HH&()

亿元!占比
*I&")W

!共

资助幼儿
F=F&!)

万人!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GW

$

# 可见!公共财政在学

前教育幼儿资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四$幼儿园教师队伍得到有效扩充

由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和学前教育资源的扩大!幼儿园教师队伍

在数量上也得到及时的补充$

()"H

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共计
((G&("

万人!比
()")

年增加
")=&I=

万人!增长
*F&)IW

$随着教师队伍数量的增

长!全国学前教育生师比持续下降!由
()")

年的
(H&)"̂ "

下降到
()"H

年的

"*&IÎ "

$

()")

/

()"H

年间!农村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数由
H=&"!

万人增加到

""=&GF

万人!增长
IG&H*W

#生师比由
G(&H!̂ "

下降到
(G&=F̂ "

!但与全

国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另一方面!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质量也不断得到提升$教育部相继出台%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

年-*%

G>H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年-*

%幼儿园工作规程&,

()"F

年-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幼儿教师素质提出了明

确要求$

()"H

年!全国学前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为
IH&F!W

!

比
()")

年提高了
"I&I(W

#农村专任教师中大专及以上教师比例为
I(&GHW

!

比
()")

年提高了
"*&HIW

!但比城市低
""&(F

个百分点!差距仍然较大$同

时!国家加大对幼儿教师的培训力度!各级培训覆盖的教师人数持续增长$

()""

年以来!国家实施面向全体幼儿教师的)国培计划+!中央财政投入
"I

"

#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五年间增
F

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答

记 者 问&!

,77

C

"''

$%5D2$9D

E

$:D1.

''

C

6@%-14-%93

'

@63-.933

'

,72%4-%93

'

2$9

'

3(I"

'

()"!)H

'

"H*IHGD,72%

$

%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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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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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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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

(

4@,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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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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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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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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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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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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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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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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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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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亿元!培训中西部农村幼儿教师
F=&F

万人次!带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对幼儿教

师培训经费投入的增加$

"

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虽然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增长!

但是相较于我国其他阶段教育和世界学前教育先进水平而言!我国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总量仍显不足$衡量政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足性的常用指标包括"

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前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

性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以及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XYZ

的比例!我国
()")

/

()"H

年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上述占比情况详见表
"

$可以看出"第一!我

国学前教育经费中政府分担的经费比例较低$

()""

/

()"H

年!我国学前教育

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超过
!)W

!期间小幅度下降,可能由于学前教育

经费增速较快-后再次上涨!

()"H

年为
!I&G)W

!政府在学前教育投入中的比

例保持在
!)W>F)W

之间$同时期!

f0+Y

国家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

比例保持在
=)W

以上,

f0+Y

!

()"=

-!政府成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承

担者$第二!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我国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中分配给学前教

育的份额较小$

()")

/

()"H

年!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总经费的

比例由
"&HIW

提高到
!&((W

!而同时期
f0+Y

国家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占财

政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
=&FW

,吕武!

()"H

-!并且与我国其他教育阶段相比!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也依然较少!具体情况详见表
(

$

()"H

年!各阶段教

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中学前教育占比最低!仅为
!&FFW

!远低于其他教育

阶段水平#各阶段教育在校生人数中学前教育占比
"I&"GW

!处于第二位$

学前教育在校生数量较多!但是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却最少!说明需

要将学前教育摆在更重要的位置$第三!我国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XYZ

的

比例较低$

()")

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
XYZ

的比例逐步上升!

()"H

年达到
)&"=W

!

# 但是远远低于同时期
f0+Y

国家
)&FW

左右的平均水

平,

f0+Y

!

()"=

-$

"

#

%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

资料来源同上$

按照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XYZ

-数据修订制度和国际通行作法!在实施研发支出核

算方法改革后!对以前年度的
XYZ

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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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表
F

!

GDFD

(

GDFH

年我国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情况 单位"

W

年份
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

学前教育总经费

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

财政性教育总经费

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

)

I.(

()")

年
GG&FH "&HI )&)H

()""

年
!)&=" (&(! )&)=

()"(

年
!*&I" G&(G )&"!

()"G

年
!*&)F G&F( )&"!

()"!

年
!F&F* G&F! )&"F

()"F

年
!H&H= G&== )&"H

()"H

年
!I&G) !&(( )&"=

!!

注"数据来自
()""

/

()"I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还反映在学前教育未来发展的需求方面$

一方面!按照国家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到
()()

年!全国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
=FW

$国际经验表明!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在
=)W

以上的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平均为
*&HIW

#毛入园率在

H)W

/

=)W

之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平均为

I&IGW

$

"

()"H

年!我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已经达到
II&!W

!但财政性学

前教育经费占比仅为
!&((W

$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政之

后出生幼儿的逐步入园!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

据测算!到
()("

年我国学前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需求为
GHI*&=H

亿元!与

()"H

年相比需要增加
(FG!&)H

亿元!

()G)

年达
F)HG&=G

亿元!

*

年增幅为

GI&H"W

#

()GF

年达
HF"I&G=

亿元!

F

年增幅为
(=&IW

,杨顺光等!

()"H

-$

表
G

!

GDFH

年各教育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在校生情况

教育阶段
财政性教育

经费#亿元$

占比

#

J

$

在校生数

#万人$

占比

#

J

$

高等教育
H(=I&=F ("&F=W G(=)&(! "(&IGW

高中阶段教育
F)IH&!! "I&!(W G=(!&!* "!&=FW

初中教育
H"G(&FG ("&)!W !G(*&GI "H&="W

小学教育
")G"I&!( GF&!"W **"G&)" G=&!=W

学前教育
"G(H&)I !&FFW !!"G&=H "I&"GW

!!

注"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H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I

&$

"

%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

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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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

"&

省际之间的不均衡

我国实行)国务院领导!省地,市-统筹!以县为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

各省,市*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也存在

较大差距$本文通过计算各省,市*区-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
()")

/

()"H

年

省际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均衡程度!计算公式为,叶平*张传萍!

())I

-"

0

1

"

2

"

%

+

1

"

)

+

,

(3

+

!

4

+

-

其中"

)

+

为各地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

4

+

为各地学前生均公

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占全国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比例!

3

+

为学前生均公

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占全国的累计比例$

一般认为!用来衡量教育支出的基尼系数标准低于收入分配的通用标准

更为合理$参照已有研究!本文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分配均衡程度的评价标

准定为"

)&"

以下表示高度均等!

)&">)&(

为比较均等!

)&(

/

)&G

为相对合

理!超过
)&G

为差距过大,胡耀宗!

()"(

-$

表
K

!

GDFD

(

GDFH

年我国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基尼系数$

年份
GDFD

年
GDFF

年
GDFG

年
GDFK

年
GDFC

年
GDFL

年
GDFH

年

生均预算内

教育经费
)&!* )&! )&G( )&G( )&GI )&GF )&GI

生均预算内

事业费
)&F )&!F )&G* )&G* )&!" )&! )&GF

生均预算内

公用经费
)&HG )&!= )&G* )&!F )&!( )&G* )&GG

!!

注"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由表
G

可知!

()")

/

()"H

年!我国
G"

个省,市*区-学前教育生均公共

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总

体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数值较大!三者均超过
)&GG

!表明省际之间的生均公

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差距过大$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公用经费的差距也

比较明显!反映了各地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均衡程度较大$从各省,市*

区-的具体数据来看!

()"H

年!各地方幼儿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

出的均值为
FHHG&""

元!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F

个!其中最高的北

京,

(IF)!&GI

元-与最低的河南,

("G*&IF

元-相差
"(&=F

倍#生均预算内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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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的均值为
FF)F&FH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F

个!最高的地区北京

,

(I)!=&*(

元-与最低的河南,

("G*&IF

元-相差
"(&HI

倍#生均预算内公用经

费的均值为
("G"&)!

元!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
"(

个!最高的北京

,

""H(I&F

元-与最低的河北,

=II&!!

元-相差
"G&(F

倍$

(&

城乡之间的不均衡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均衡还表现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显著

的差距$一方面!农村地区学前生均教育经费远低于城市地区$以
()"H

年为

例!我国城市地区在园幼儿
"F*"&)H

万人!农村
(=((&=)

万人!农村地区在

园幼儿数量占比高达
HG&*FW

!但是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仅为

!(G)&"*

元!远低于全国
FH(I&GG

元的平均水平!说明了城市和农村二者之

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办学条件也存在显著差异!详见

表
!

$

()")

/

()"H

年!除运动场地外!农村生均校舍*活动室*睡眠室面积

和图书册数一直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城市地区的办学条件差距更大$

()"H

年!城市幼儿园生均睡眠室面积是农村的
"&!H

倍!城市生均图书册数

是农村的
"&!"

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我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

存在较大的经济差异!农村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导致以往农村幼儿园

获得较少的财政支持$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但

是由于农村地区幼儿数量较多及以往欠账太多等客观现实!使得城市和农村

地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而需要着力扩大农村学前教育

资源的供给$

表
C

!

城乡幼儿园办学条件情况 单位"平方米'人

!!

年份

办学条件
!!!!

GDFD

年
GDFK

年
GDFH

年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校舍面积
!&F) I&)( G&H! F&"= H&*H !&(I H&F) I&=* F&I(

活动室
"&IF (&HH "&!F (&"" (&II "&II (&H! G&"I (&G!

睡眠室
)&=) "&GH )&H" )&*( "&G" )&I( "&"G "&!( )&*I

运动场地
G&GH !&"! G&") G&GI G&H( G&(! G&*! G&=* G&*H

图书,册-

G&=I H&G* G&)" F&H( I&H) !&H" I&GH *&)G H&!(

!!

注"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G&

园际之间的不均衡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在不同性质的公办*民办幼儿园间和不同等级的

公办幼儿园间存在差异$首先!我国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但是财政

投入较少!财政性教育经费向公办幼儿园倾斜$当前我国民办幼儿园为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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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社会提供着一半以上的学前教育服务!但其获得的财政经费却极其有限$

()"H

年!民办幼儿园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H

亿元!占比
H&=W

!公办幼儿

园财政性教育经费
"(GF&*(

亿元!占比
*G&(W

!是民办幼儿园的
"G

倍以上$

与民办幼儿园相比!数量较少的公办幼儿园得到
*)W

以上的教育财政投入$

其次!学前教育财政经费过多集中投向示范性公办幼儿园!而普通的*一般

的公办幼儿园获得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例如!

()")

年江苏省省级示范园的

生均预算内投入分为
""H)&IH

元!约是普通合格园,

(*H&(=

元-的
!

倍,柏檀

等!

()"(

-$

()")

年基于三省
(F

县的调研发现!县直幼儿园*示范性幼儿

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幼儿园获得显著多的教育财政投入,宋映泉!

()""

-$

类似的!

()"(

年!广州市
=

所政府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预算高达
=G!*&=(

万元,何东霞!

()"(

-$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地方政府大多将建

设公办幼儿园和示范性幼儿园作为政策目标!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公办*民办幼儿园之间以及不同等级的公办幼儿园之间教育财政经费分配的

不均衡$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重硬件轻软件'使用效率不高

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更多地投向

了园舍建设*仪器设备等硬件方面!而在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则有些不

足$当前!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数量仍然不足!难以满足学前教育快速发展

的需要$

()"H

年!我国学前教育生师比的平均值为
"*&IÎ "

!而农村地区生

师比为
(G&=F̂ "

!说明农村地区幼儿园专任教师的缺口非常大$全国有幼教

资格证的教师数量较少!据教育部%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中

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中显示仅为
F)W

左右!仍有
G)W

左右的

教师没有资格证!农村高达
!!W

左右!教师质量普遍不高$同时!由于幼儿

园教师工资待遇低*编制少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致使许多公办性质幼

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紧张!存在着合格,优秀-教师)进不来+)留不

住+的现象$再加上幼儿园教师培训经费的短缺!使得现有幼儿园教师也难以

)教得好+$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还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王水娟和柏檀

,

()"(

-通过对江苏省
F"

个县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使用效率的研究发现!无论是

从均值还是从有效样本县的比重来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率整体都

非常低$庄爱玲和黄洪,

()"F

-采用功效系数法评价我国
()")>()"(

年学前教

育财政投入绩效!认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不断改善!薄弱环节主要在于

师资力量和普及程度!但城乡之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差距明显!农村学

前教育财政投入在经费总量*教师数量和结构等方面均有待加强$郭燕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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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维春,

()"I

-通过构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
Y0S

分析

方法!对全国
"IF

所幼儿园
()"!

年经费投入效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前

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上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规模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损失的

主要原因$此外!财政资金主要投向教育部门和政府机关所办学前教育机构!

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其使用效率远远低于投入农村和街道各类学

前教育机构!更远远低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补助,张绘!

()"H

-$

三*完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从根本上保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当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关

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来规范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相关要求并不明确!缺少强制力!

也缺少长期的有效性$借鉴他国经验!美*法等学前教育先进国家大都通过

教育立法的方式来保障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为此!我国应尽早制定出台%学

前教育法&!在法律层面明确学前教育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事权!其所需财政经

费应在教育财政预算中单列!各级政府有责任确保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及其增

长!从而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与运行保障的长效机制$

#二$厘清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主要责任在县,区-级政府!但是县级政府财力

有限!因而要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统筹力度$在各级政府责任的划分上!

中央政府主要是设立专项基金!承担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的资助责任!同时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省级政府要

科学地预测出本地学前教育所需要的教育经费总量和自己实际的供给能力!

在下级政府学前教育财政出现缺口时予以补足!同时在核定运行成本后制定

合理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县级政府要承担起学前教育

投入的主体责任!切实做到保工资*保安全*保运转*促发展!保障学前教

育的普惠性$在明确和落实县级*省级和中央政府各自责任的基础上!逐步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财政性教育总经费比例不应低

于
IW

$

"

"

%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

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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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财政投入的重点与方向'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改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均衡状况!必须要明确财政投入重点和方向!

在不同省份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类型幼儿园之间进行合理的资金配置!

重点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首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分担的重心要上移!增加省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通过

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予以补充$其次!农村地

区!尤其是偏远贫困农村要成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重点!构建以公办幼儿

园为主体的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同时重视对

农村公办幼儿园日常运行经费*教师工资*图书玩具*生均公用经费等的投

入!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再次!政府要在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

准的基础上!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扶

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奖补资金+的总量$同时要积极探索教育财政在不同等级公

办幼儿园之间的合理分配!促进园际之间的均衡发展$最后!学前教育财政

投入要重点关注弱势儿童!通过专项资助*家庭津贴*学费减免*教育券等

多种手段增加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的补助!保障其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四$提高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投入

针对幼儿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健全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核定和补充制度!及时补充公办幼儿园教师#同时根据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

目标要求!确定各类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规模和层次!通过定向培养*

委托培养*巡回支教等多种方式扩充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队伍$另一方面!

要依法落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通过制定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及专

项补助等方式增加经费投入!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提高人员经费支出比例!

从而保障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确保同工同酬#同

时财政经费要向农村地区幼儿教师的工资与待遇倾斜!确保幼儿教师)进得

来+)留得住+$

针对学前教育教师质量不高的问题!财政性投入还要更多地用于幼儿园

教师的在职培训!以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首先要设立专门的幼儿教

师培训经费支出项目!并予以充足的财政保障$其次!要健全幼儿教师国家*

省*市,县-级培训制度!加大对全体幼儿园教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培训力

度!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根据现实条件采取灵活的培训

形式!同时完善教师培训评价体系以提升幼儿教师的培训质量$



第
"

期 "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

!!!

#五$加强对学前教育财政经费的监管'提高其使用效率

新西兰以%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手册&为依托!明确了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

的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经费的投入过程以及经费监督管理方面做出了详细规

定,李慧*叶存洪!

()"H

-$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和

使用的监管机制$具体来说要规范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过程中的相关程序!

明确财政性经费投入的比重及其分配的原则!明确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最后要对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效果进行评估!并将该评价结果作为下一

年预算的重要依据!以提高学前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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