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2 月，经过一番“就业”大战，
首届 1 万多名免费师范生走上了三尺讲
台。 因为是首届免费师范生，外界给予的
关注可谓是空前的。 两会期间，这股热度
并没有消减，反而越来越热。

“瓶颈”待破解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陈雅棠认为，政府在制定免费师范生

政策的细节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他看来，部分师范生在填报志愿的

时候，并不是很清楚政策附带条件，觉得
是国家的试验品，还有一些学生认为自己
是贫困生的代名词，因为接受了国家的施
舍，而变得自卑起来。 同时免费师范生填
报志愿时只是高中生，大部分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未来规划，要求他们对未来作出清
晰稳定的承诺，似乎有点期望过高。

为此，陈雅棠委员建议，可否将“免费

师范生”的说法更换成“公费师范生”，因
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与公费相对的是自
费，只有群体中的佼佼者才有机会享有公
费；公费意味着享受国家赞助的同时还要
承担相应的义务”。

他也不太赞成现有政策中“准入不准
出”和“十年服务期”的限制。 在他看来，有
必要在大学在读阶段提供重新选择的机
会，让那些不愿从教、不适合从教的学生
“置换”出去，同时缩短服务期，从而吸引

真正有志从教、适合教师职业的学生。
免费师范生的退出机制和服务期限，

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 但随着首届免费
师范生的毕业，新的问题浮出水面。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兰
荪毫不讳言，就是编制问题。

“虽然教育部要求确保免费师范生的
教师编制，但有的省份部分中小学处于超
编的状态，致使部分免费师范生面临‘无
编’的尴尬处境。 ” （下转 2 版）

迟到了 12 年的 4%

3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2012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经过千呼万
唤和艰难曲折， 中国教育终于将要实现近
19 年前提出的目标了。

早在 1993 年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第一次写入了“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并提出
要在本世纪末完成这一目标。 然而，到 2000
年，这一目标却没有完成，并一直持续至今，
以致近年来每年的全国两会，4%几乎都成为
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2 年，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中 ，本届
政府最后一年任期的工作报告中终于传来
了实现 4%的声音。

从 2000 年到 2012 年， 中国实现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4%的目
标迟到了整整 12 年。

“我当代表委员近 20 年，目标终于实现
了！ ”3 月 7 日，在全国政协教育组会议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朱清时对于实现 4%难掩喜悦之情。

同样喜悦的还有河北农业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院长许皞委员。 “这是一件鼓舞人心
的事情，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比较严峻的现实下，政府下决心确保 GDP
的 4%用于教育投入，充分体现了对教育事
业的重视。 ”

而对于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来说，4%的实现则
是“一种欣喜、苦涩和期待相交织的心情”。

“翘首企盼了 19 年，今年终于要兑现
了，虽一再迟到，终归是好消息，心情总是
高兴的。 ”郭传杰说，“应该说，在加强教育
投入方面，这届政府还是真付出了努力的，
不容易，也见了成效。当然，高兴可以，但不
值得沾沾自喜。 因为， 这只不过是满足孩
子、教师苦苦期盼的、合理合情的一个基本
要求。 ”

如何实现 4%

多数代表委员对实现 4%持乐观态度。
全国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 今年把财政性教育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明确纳入中央财
政的预算编制，“应该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但他同时指出，“还需要地方财政的配合，
所以中央政府应当加大监管力度”。

也有一些代表委员对实现 4%持审慎
的态度。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在小组讨论时表示，4%虽然写入了政府工
作报告，但他对 4%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并不
完全乐观。 “如何保障地方政府也能做出相
应的投入， 怎样保障教育资金不被挪用挤
占，还需要特别关注。 ”他建议，要建立统一
的统计口径，公布政府投入数据，防止各地
玩弄数字花招，确保 4%的目标不打折扣地
实现。

朱清时委员认为，4%虽意味着教育经
费将有 2 万亿元人民币， 但与国际平均水
平仍有差距， 更别谈高收入国家，“中央要
给地方施加压力，一定要让目标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向各级人大报告 4%落
实情况的制度， 让教育投入成为各级政府工
作报告里必写的内容。 此外，在怎么花钱的问
题上，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

海岩认为，即使 4%兑现了，起到成效也是
在几年以后。 “不能用‘养鸡下蛋’这样的时
间尺度去衡量它， 因为教育投资的效果不
是立竿见影的事儿。 ”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
循序渐进，而不应是“疾风暴雨”。 “特别是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周期相对比较长， 不可
能靠‘大跃进’来实现，这些都是教育事业
发展的基本规律。 ”

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些雪中送炭

相比如何实现 4%的问题，一些代表委
员更关心这 2 万亿元巨款该怎么花。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
元河认为，投在教育上的钱增加了，并不意
味着教育就能搞得更好———“如何切这块
蛋糕，并不简单”。

“每年 2 万亿的投入不是个小数目，该
怎样切分这块巨大的蛋糕？ ”许皞委员说，
“怎样既体现教育公平，又能见效益？ 需要
充分的调研后作决定。 ”

“4%怎么用？ 报告里并没有具体界定，
但强调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统筹发展，这些
原则在落实时需要把握。同时，对于薄弱学
校、 中西部地区学校、 少数民族地区有倾
斜，这都告诉我们：钱应该怎么花。 ”全国政
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说。

“要把经费用到薄弱环节上。 ”胡海岩
委员指出， 应优先用于改善落后的教育设
施和提高教师工资。 “一是应该把增加的教
育经费重点用于改善教育教学的薄弱环
节，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二是应该积极
争取提高教师薪酬， 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薪
酬，让广大教师能安居乐业，全身心投入到

教书育人中。 ”
“总投入量是多是少当然重要，但还要

进一步看这些投入的使用结构与效率。 ”郭
传杰委员说，“比如钱往哪里投？ 投下去干
什么？ ”在他看来，想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
应该首先明确， 以促进教育公平为原则进
行经费分配。 “如果仅用于搞几个示范学
校，就是华而不实。 ”

郭传杰认为， 资源配置应该向中西部、
农民工子女倾斜。 “而在投入结构上，不能把
钱都变成钢筋水泥。 必须减少那些项目报批
的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对人的基础性投入。

“随着基本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的主
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成了主要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
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钱要用在刀刃上。 “在
全面提高质量成为教育发展核心任务的形势

下， 偏重外延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适应
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发展的需求。 ”

蔡继明委员认为，应该通过加大投入，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资源配置要向中
西部、农村、边远和民族地区以及城市薄弱
学校倾斜， 尤其应该大力改善农村的办学
条件。 此外， 他还建议延长义务教育的年
限，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
更多人转向职业教育。

来自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肖燕委员说
“希望能把教育经费多给边疆、 少数民族、
欠发达地区， 加大对基础教育和贫困地区
的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附属中
学原校长郭子仪也建议，国家要逐步探索、
建立、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教育资源向中西
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
倾斜。 （下转 2 版）

走好改革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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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现后怎么办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京城的冬末仍然寒风凛冽， 但人们的
心中却是暖意融融， 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
中有关教育的论述， 更让人看到教育的春
天已经到来。

“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编制预算”，当
温家宝总理铿锵有力地说出这段话， 让为
之奔走呼吁多年的两会代表和委员欢呼雀
跃，更让中国教育有了底气和干劲。

国家多次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如何

“优先”？首先应该有财政保障和支持。众所
周知，经济对教育有基础作用、保障作用、
推进作用。 自从 1993 年将“逐步提高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例，本世纪末达到 4%”写入了《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人们对于“4％”何时实现，
一直翘首以待。

每年的两会，有关 4％的提案一直不绝
于耳，有关 4％的质询一直声声不断，从上
至下，从代表委员至普通百姓，都对 4％高

度关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原校长沈士团为此呼唤了多年， 从青
丝到白发 ， 由此得了一个美名 “4%专业
户”。

今年，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破解，政府
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教育的优先地位。 从
曾经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到如今“发展教
育是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职责”,政府越来越
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明白，只有
加大教育投入，才能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只有教育得到

充分发展， 它才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
强大的支持作用、促进作用、创新作用。 很
多发达国家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这
一点。 由此，我们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
问”，现在国家缺什么，缺的是人才，优秀的
人才是一个国家创新进步的原动力。 而人
才通过什么获得， 就是通过教育。 只有教
育，才能提高人的各项素质，使人获取知识

和技能， 让一个潜在的劳动生产力变为真
正的生产力。

如今，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箭
在弦上， 教育改革正成为教育发展的根本
动力。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 4％实现之
后，让我们重新出发，解放思想，在教育的
春天， 走好改革进
取的每一步。

《课改研究周刊》
学校如何丰富

多彩？ 建立特色课
程， 有哪些好的方
式可供借鉴呢？ 本
期带您探索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
东 路 小 学 特 色 课
程。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美国最伟大的

教师”雷夫来中国了，
作为畅销书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的主
角，雷夫的教育究竟
有哪些秘诀？ 本期让
我们一起解读雷夫。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面对民办学校属

性、民办教师待遇、民
办学校合理回报等争
议性问题， 如何为民
办教育营造宽松的环
境， 成为两会期间政
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之
一。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没有幸福的教师

就没有幸福的学生。
本期我们将带您走进
年轻的南京致远外国
语小学， 感受他们丰
富多彩的“幸福文化”
———

8-9 版

《区域教育周刊》
教育局长要关

注教育内部的哪些
关系？ 如何“打通”
这些关系， 本期继
续邀请一南一北两
位局长， 展示他们
对于教育“关系”的
思考。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针对展 “对”

不展“错”、优生冲
在前 、教师爱 “救
场”等现象，我们须
思考，课堂展示仅
是为了落实知识
目标吗？

6-7版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
一目标。 从 2000 年到 2012 年，实现 4%的目标推迟了整整 12 年。 然而，更重要问题的在于———

政协委员建议———

完善免费师范生政策 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

3 月 6 日，地处偏远山区的江西省德
兴市的留守儿童在老师帮助下， 制作了
“两会”会徽，并由老师在课堂上专门讲解
“两会”会徽及相关知识，使学生在了解两
会的同时，学会关注国家大事。

卓忠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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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康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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