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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教育事业也是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光复后，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的需要，台湾当局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50多年来，台湾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
在台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特定的教育发展方针、目标的导向下，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
人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台湾地区的整个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在台湾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因问题而产生的经验教训，又有相对应
的教育对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台湾教育概览》编写的目的在于完整系统地介绍台湾教育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呈现台湾现行教
育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便我们深入了解台湾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台湾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教
训。
同时，了解台湾地区的教育，既有利于海峡两岸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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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有关教育经费的其他情况　　1.辅导经费的状况　　台湾各级学校都设有辅导室，对学生进
行道德、职业方面的辅导。
因此，台湾各级学校辅导经费就存在一个预算、编列与使用的程序。
台湾各校的辅导经费来自两个方面：　　（1）当局补助给公立学校的专项辅导基金以协助各校扩充
基本设施，改进辅导质量。
　　（2）当局所规定的各校自行编列辅导经费的年度预算，以每班3000元为标准，来作为推展辅导活
动的经费。
但是，在运用辅导经费的过程中，公私立学校意见不一。
省公立学校，由于会计单位将辅导费与其他事项的经费合并编列，因而希望会计室单独列出辅导经费
，以便专款专用。
同时，请求教育厅继续专项补助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
私立学校则希望给予私立学校以同薪待遇。
近年来，台湾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要平等的呼声比较强烈，台湾当局也在某些方面已作出了一些调整
。
　　2.高学费与公平接受教育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大学教育经费的自主权、自由裁量权有
了很大提高，并改变了大学低学费、效率低的状况。
但学费的上调，对学生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大学生，带来了许多困难，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
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都来自全民的税收，理应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学费的高昂，却将这
些清贫学子阻在门外，造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平等、不公正。
虽然台湾地区为接受初等教育的清寒学生负责免费提供教科书，减免学杂费，而且自1976年以来，已
经实施了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助学款办法，20多年来，虽然不少人都受了益，但受益者总的说来还是少
数。
总之，台湾教育的学杂费越来越高的趋势，使得关注教育品质与学杂费、教育公平与学杂费的关联性
，成为台湾当局教育决策者的思考点。
　　3.私立大学生的补贴问题　　在台湾学生补贴只有公立大学生才有权享受。
私立大学学生，除了缴纳高额学杂费以外，还应自理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费用。
近年来，随着私立大学生在台湾数量的日渐增多，上学人数的日趋大面积化，私立大学生能否享有学
生补贴问题已提上日程。
因为无论是私立大学学生还是公立大学的学生，都是社会的人才。
而且，私立学生的家长与公立学生的家长，都缴纳同等的税收来形成公共教育经费，但是，“政府”
而并不因为其子女就读于私立大学而减少其税收。
因此，在“人人都有权接受教育”的理论支配下，人们提出，每个学生，无论是公立学校的学生，还
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应享有学生补贴的权利，以减轻私立学校学生就学时的财政压力及家庭经济负
担。
事实上，有些地方如台湾的高雄市等，对就读于私立高中、高职的学生每年以定额的补助，以此来实
现平等的分担教育成本，也能使公私立学校的家长、学生平等地拥有各项权利。
　　总之，台湾教育经费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分级办学、分级摊派、分级管理的原则。
教育经费的管理权在台湾当局。
省及两个“直辖市”（台北、高雄）在兼办高等教育的同时，主要偏重于发展中等教育，教育经费的
管理权就在当地政府。
各县则以发展国民教育为主，教育经费主要由各县主管。
但当各省市财政有困难时，“中央政府”视国民教育经费之实施需要，予以补充各县；各县有财政困
难时，得依财政收支划分方法的有关规定，也应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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