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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及时和充分反映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宏观教育规划和重要政策的实施情况，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每年编辑一册教育国情研究和政策分析报告——《中国教育绿皮书》，分析我
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对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政策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
供有关国际教育政策动向的参考资料。
　　本书分为三部分十三篇专论。
全国回顾了2004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重点评价了职业教育方面的新进展，同时推出本书第一个主
题“教育规划”，对“十一五”期间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教育政策新视点”部分展示了本书另外两个主题：“教育财政”和“独立学院试验”，提出健
全公共财政体系，推进教育公平，借鉴国际组织经验，完善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等观点，并对独
立学院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试验进行了具体探讨，力图对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
问题作出判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5年中国教育绿皮书>>

内容概要

　　为了及时和充分反映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宏观教育规划和重要政策的实施情况，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每年编辑一册教育国情研究和政策分析报告——《中国教育绿皮书》，分析我
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对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政策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
供有关国际教育政策动向的参考资料。
　　本书分为三部分十三篇专论。
全国回顾了2004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重点评价了职业教育方面的新进展，同时推出本书第一个主
题“教育规划”，对“十一五”期间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教育政策新视点”部分展示了本书另外两个主题：“教育财政”和“独立学院试验”，提出健
全公共财政体系，推进教育公平，借鉴国际组织经验，完善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等观点，并对独
立学院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试验进行了具体探讨，力图对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
问题作出判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5年中国教育绿皮书>>

书籍目录

前言中国教育现状述评一、2004年中国教育发展概述（一）2004年我国社会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二
）2004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现状二、2004年职业教育事业的新进展（一）对职业教育重要性认识提升
到新的高度（二）把职业教育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三）开辟职业教育事业新局面三、“十一五”规
划期间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展望（一）未来5-15年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和影响（二）“十五
”期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初步评估（三）“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与政策展望中国教育政
策新视点四、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经验与国际视角——中国教育部与OECD国际研讨会综
述（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财政问题：国际背景与中国的实践（二）就业市场与高等教育发展（三）
多样化发展要求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四）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优化选择（五）大学经费来源多
元化趋势（六）会议总结与合作展望五、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制度（一）对全
国范围规范教育收费制度的总体评价（二）近期教育乱收费的基本状况与主要特点（三）教育乱收费
的动机与原因的分析（四）治理乱收费和规范收费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六、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试验
：独立学院的发展（一）对独立学院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二）独立学院产生的背景分析（三）独立
学院发展的特性与作用（四）独立学院发展中的问题（五）努力促进独立学院健康发展七、城镇化进
程中的教育发展政策问题（一）世界进入城市时代的宏观背景（二）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及其对于教育
发展的影响（三）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教育问题及现行教育政策（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教育政策
的若干建议八、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分析（一）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二）部分地区基础教育阶段代课教师问题分析国际教育政策动态九、21世纪大学发展的战略规划与
改革动向——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综述（一）大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二）大学管理的创新思维（
三）大学教育的宽阔视野（四）大学科学研究的新境界（五）大学社会服务的新路经（六）大学应付
全球化的挑战十、国际社会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趋势和优先事项——解读UNESCO国际教育大会
第47届会议文件（一）国际社会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二）教育的发展趋势（三）优先行动事项十一
、墨西哥、巴西的教育发展及公共政策（一）墨西哥、巴西两国义务教育发展状况（二）墨西哥、巴
西两国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三）墨西哥、巴西两国私立教育发展状况（四）墨西哥、巴西两国教育发
展政策的启示十二、法国、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及其政策法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一）法国
高等教育现状及机构特点（二）法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若干特色（三）法国大学内部管理的有
关特色（四）近年来法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轨迹意大利高等教育管理（一）意大利高等教育的法律
基础（二）意大利高等教育的历程沿革（三）意大利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四）意大利的大学
组织（五）意大利的大学学制十三、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最新进展及相关政策（一）开展跨境高等教
育研究的必要性（二）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跨境提供的特点（三）国际层面对跨境高等教育的研究（四
）有关跨境教育不同的理念和政策目标（五）服务贸易总协定教育之间的联系（六）关于《高等教育
跨境提供质量保障纲要》（草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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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完善对学校经费筹措和使用的财务监督和审计，增强收费的透明度和社会监督　　2004年以来
的“审计风暴”表明，完善审计制度是治理教育乱收费、防治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重要举措。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使所有公
办学校都能自觉接受监督。
结合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改进学校的财务管理，加强学校内外部对收支两条线状况的财务监督和审计
，规范教育成本，核算支出标准，防止随意将违规收益分配列入成本，监督办学的成本效益，切实完
善校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制度，建设透明的学校，促进社会对学校管理的参与和监督。
要把收费的规范性、透明性、经费使用的规范程度作为衡量和评估学校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要建立和完善有关教育收费决策的社会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
对可能引起争议的教育收费政策，政府在决策前应举行听证，科学和民主决策。
如招收择校生的高中，应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实行校务公开，应将符合“三限”政策的收费生招生数
公布以增加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为加强社会监督，建议实行收费决策过程公开听证会制度，并实行财务与收费决策与管理的问责制。
有些收费（如校服、住宿费等）可不作统一规定，但必须加以必要的指导和规范，谁作出的收费决策
，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除财务、校务公开外，还要建立健全公办学校校长和财务负责人的个人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
支持和保证当地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当地政协依照章程开
展民主监督。
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建立健全对违规收费的行政部门、学校和个人的惩罚处置机制，对涉案机构和人员必须追究其法纪责
任。
　　应当建立制度化的教育成本核算、教育收费及家庭教育费负担状况的常规监测机制。
有调查表明，子女的教育费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一项主要开支。
目前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每年都发布教育经费状况监测的公告，但这种监测主要局限于中央
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状况、“三个增长”的状况等，而没有对学生及其家庭教育费负
担状况作调查。
为了监测教育收费以及群众的教育费负担状况，应建立定期的监测调查制度，并且将这种监测调查结
果作为制定教育收费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5．完善办学体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从长远看，治理教育乱收费和规范收费的治本之策，
必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要求
。
（1）要理顺学校的各种关系，如政府和学校、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受教育者、学校之间的关系，等
等，把规范收费行为作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
　　（1）完善办学体制，理顺各类学校的资源筹措机制　　在今后拟制定的《学校法》中，应当明
确公办学校、民办非营利类学校和民办营利类学校的角色定位和相应的资源筹措机制。
　　对于公办学校，财政预算应全额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免除杂费，按照联合国教科文达喀尔宣言的
目标要求和我国政府对全民教育的承诺，建议2015年前的次序是：农村贫困家庭小学初中学生（按照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部署，估计在2007年前可以覆盖）——城镇贫困家庭小学初中学
生（在有条件的地区已经对低保户子女实施）——农村全部小学学生——城镇全部小学学生；2015年
以后，根据综合国力，农村全部初中学生——城镇全部初中学生。
而教科书费用的减免和寄宿制学生生活补贴（加上免除杂费，被称为“两免一补”），依然按照国家
目前的统一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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