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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偏失与匡正》从价值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视
角。
它既是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哲学反思，也是对义务教育“权利与义务”在制度
与政策安排上是否合乎正义的价值审视与“匡正”。
社会正义是“本研究”价值判断与分析的逻辑起点，它是基于“人人有权利向政府要求平等分享义务
教育的权利”这一假设。
整个研究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实践描述，从“量与质”的双重视角，给
我们描绘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的普遍性与严峻性。
　　实践研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事实：《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基本投入原则在一
些地区没有得到贯彻实行；义务教育投入多渠道筹资政策，在现实中是以“多渠道与无渠道”的悖论
呈现给我们；本应是具有刚性的拨款政策，却以校领导的社会资本来支撑；贫困生补助的“两免一补
”政策在一些地区象征意义大于实践意义。
现实的严峻与残酷明确提醒我们，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的失真是一种普遍现象，已经成为义务教育
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的理论诠释部分，既是对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的归因解释，也是对
失真现象的理论描绘。
　　政策失真不仅表现为政策目标的失真，还表现为政策价值选择的失真。
理论诠释部分的逻辑分析起点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关键的问题不是贫困没钱，而是钱怎么投入怎
么分配使用，在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而是公共价值和理念”。
这既是经费政策价值失真的表现，也是根源，表明了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公共价值理念的缺失
。
比如：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的二元化现象；处于“剧变与混变”之中，缺乏独立性与稳定性的
经费投入政策变迁，义务教育投入主体选择的错位等等，这实际上是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价值选择
失真的表现，同时也是投入政策目标失真的原因。
　　三、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的规避研究，是基于义务教育成本分担的社会契约论而提出一些
规避失真的基本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比结果的公平更重要。
本部分分析的逻辑起点是：无论你出生在农村，或是城市，也无论你出生在富裕的东部地区或落后的
西部地区，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应是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政策的基本价值选
择。
本研究提出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规避失真的四个原则：　　1.义务教育成本的国家负担原则。
基本含义是国家应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成本，因为人民与国家已形成了国家“买单”的无形社会契
约。
　　2.义务教育财政中立的原则。
基本含义是“教育投入的差异不能和地方财力大小程度相关，每个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
不能与本学区的富裕程度相关”。
因为义务教育投入不能由“无形的手——市场”来调节。
　　3.义务教育弱势补偿的矫正正义原则。
基本含义是弱势补偿不仅是对弱势的家庭义务教育成本进行补偿，更应是对弱势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
的补偿。
因为这是矫正正义与社会公正的现实选择。
　　4.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法律手段调控原则。
基本含义是建立义务教育投资法，强化法律监控手段，因为当前行政监控手段约束力量弱化。
　　如果说过去城乡义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受国力限制有不得已之处，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义务教
育发展的失衡却是政策、制度所预设和强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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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绝不能重现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公共生活中存在着价值冲
突，必须以人为因素加以引导与纠正，义务教育领域同样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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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现象的实践描述　　第一节　经费政策失真实践描述：“量
的研究”　　判断一项政策“正确与否”，西蒙指出了两项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要重视政策实施的结
果正确与否。
“只要我们承认真实决策必须置身于某种制度环境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任何具体决策的‘正确
性’，都可以从两种不同立场上去判断。
广义地讲，一项决策如果与一般的社会价值标准相吻合，如果其后果从社会角度看是可取的，那么，
它就是‘正确的’。
”　　在判断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目标失真前，我们首先需确定政策目标失真的“真”，也即相关
政策、法律关于投入的规定。
　　1.我国关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本政策目标规定：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义务教
育投入应确保“两个增长”，它们是：“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　　《教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
长，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这一规定也被称为“三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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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策失真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包括目标失真与价值选择失真两方面。
本文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目标失真与价值选择失真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规避失真的
若干建议。
社会正义是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失真的“量与质”的分析及归因是本文的研究亮点。
整个研究可以概括为：从哲学的视野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的社会正义安排问题进行价值层面的追
问，反思和批判已有政策安排中的非正义现象，为我们建设具有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义务教育经费
政策提供正确的理论建构和价值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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