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教育走出了一條「效率優
先」的道路，各種重點中小學、示範學校接踵

而起，政府也不惜花費當時並不豐裕的資金為之「錦
上添花」。其導致的結果是，從80年代開始，學校、城
鄉和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日益增大，各種應試矛盾也隨
之衍生激化。
在朱永新看來，包括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內，學校與

城鄉間的差距並非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而是在
政府保護和享有政府相對集中資源的基礎上。朱永新
在調研中發現，上海小學生的平均公用經費是貴州小
學生的7倍，初中生的經費約是江西的6倍。

倡發揮民間資本作用
他認為，高考自主招生政策並沒有成為真正的調節

器，儘管今年北大、清華在自主招生時拿出了20%的
名額給農村地區和貧困縣，但這仍不是普惠的政策，

來自農村地區的考生超過中國學生人口的
50%以上。在今年農業大學招收的學生
中，真正來自農村的學生還不到20%。
教育公平首需國家教育標準，朱永新認

為，當前，中國沒有相對統一的國家教育
標準是導致各地教育投入差距增大的根
源。國家教育標準不僅包括硬件標準，也
應重視軟件標準，這就要求國家有意識地
均等配置教育資源，保證最薄弱的學校也

有最優秀的老師。
朱永新指出，公立學校應該是保基礎和相對均衡

的，這體現的是政府的公平和公正，差異化的學校應交
給民間力量。但與此相悖的是，中國最好的學校一定是
公立的，要想接受好的教育只需要有權利和關係就可
以，優質學校和權利的結合導致好學校佔據了更多的資
源和資金，而民間學校的命運則是輝煌或死亡。
在此背景下，通過民辦教育的引領去發展優質教

育，成為下一步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朱永新認為，
中國的教育要看最差的學校才能了解中國教育的本
質，而關鍵就在於資源的合理配置。
中國入世之初提出的教育公平讓民辦教育迎來了一

個短暫的小陽春，很快冬天再次來臨。近幾年來，中
國民辦高中正在以每年50所左右的速度消失，發展步
步維艱。對此，朱永新認為，國家應從法人地位、教
師政策和免稅政策支持等方面系統考慮，盡快修改民

辦教育的促進條例，並考慮對部分大學進行股份制改
造。當真正的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對教育體制的
變革，對教育活力的增強將發揮難以想像的作用。

當盡快推進教育立法
自科學發展觀提出後，中央開始比較強烈地意識到

公平問題，今年的《國家中長期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
已將促進公平納入20字方針，把促進公平與提高質
量、以人為本等相提並論。
朱永新認為，未來十年，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當成

為中國教育的基本原則，並把推進教育公平、促進
教育均衡發展作為下一個十年的最重要目標，這是
化解很多教育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政策，包括擇
校、應試以及引入多種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的問
題也都可以借此路線尋找解決途徑。其中最
重要的是《學校法》和《學前教育法》，中
國迫切需要法律來明確學校的權力、責任
和義務。
他並強調，對教育立法的推進不應等

到下一屆政府，當前已經有六個法律寫
進《中國教育中長期改革和發展規劃綱
要》，按照綱要的推進，到2020年這些法律
必須出台，他說，「下一個十年，我們期待中
國教育法律的完善會有大的提升，沒有法律的保
障，教育是走不遠的。」

中國既往30年「效率優先」的教育戰略行至今日已浮

現出種種弊端，從中小學「擇校難、擇校貴」、到給後進

學生戴綠領巾等「色彩教育」，從舉國震驚的校車悲劇到

無情清退鄉村代課教師⋯⋯步入2012年，對於如何科

學、合理制訂中國教育新戰略，重整國基，全國人大常

委、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接受

本報獨家專訪時一針見血指出，教育不公平乃亂象本

源，未來十年，中國教育戰略須立足「公平優先，兼顧

效率」的發展原則，堅持把推進教育公平放在首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教育弊端凸顯
方可治亂

■記　者：近年來，擇校潮更趨

普遍化，擇校費等級差距也一

路遞增，您認為，中國當前的

擇校難問題如何破解？

■朱：應鼓勵重點學校兼併薄弱
學校、強校帶弱小，優化教育
資源；其次，應實行校長和教
師的輪校制度，保證各校師資
力量和教學水平的相對均衡；
同時要改變當前各校間教師工
資差別過大的現狀，大力提高
薄弱校教師收入水平。此外，
在改革現行評價制度的同時，
更要改變勞動就業與收入分配
制度，縮小社會收入差距，為
每個人創造平等的競爭機會。

■記　者：此前清退農村代

課教師的消息引發公眾再

次聚焦「代課教師」這一

群體，您認為應如何解決

這個問題？

■朱：這需要中央或省級政
府劃撥專項資金解決地方
政府財政資源不充分的問
題，確保代課教師最基本
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
障，並規範代課教師錄用
流程、制定相應的師資培
訓計劃，同時在嚴格考核
的基礎上對代課教師的轉
正或解聘實現經常化和制
度化。

■記　者：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出，2012年，中央財政預算按國內生

產總值的4％安排教育經費支出，並將

確保這一目標實現。對此您如何看待？

■朱：今年兩會前，我就認為落實教育支
出佔GDP的4%沒有問題。關鍵在於4%
的資金如何使用，是投入好學校錦上添
花還是給薄弱學校雪中送炭，有關這方
面我多次提出相關建議，4%的教育資
金正確、合理地使用事關中國教育公平
目標的實現，把短板拉長是下一步教育
最重要的方向，要把錢用在最薄弱、最
邊遠地區的學校，最弱勢人群的教育
上，用在留守兒童、農民兒童、智障殘
障等過去長期以來欠帳太多被忽視的地
方，這是最重要的。

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

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新教育實驗發起人。曾任蘇州市主管教

育的副市長，被稱為眾多市長中「學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

▲朱永新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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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去年中國頻發的校車事故讓公眾的視線聚焦在
「撤併校」亂象上。浙江麗水縣大洋中學撤校風
波，最終以一校兩區的模式圓滿收尾。事實上，
對一校兩區先行先試的浙江衢州市柯城區亦「取
經」於蘇州。
時任蘇州市副市長的朱永新曾推行集團化辦學

模式，由一所好學校管理多所薄弱學校，循序漸
進，很快轉變了薄弱學校的現狀，而這一舉措更
有力的緩解了各地盲目撤併校的步伐。

學校是鄉村文化紐帶
朱永新認為，鄉村學校是農村文化教育生態的

中樞，在中國的鄉村，維繫鄉村文化的就是學
校，鄉村的最高級知識分子就是老師，當老師離
開這片土地的時候，鄉村文化也就開始消減。
在貴州考察時，朱永新曾問過農村學校的孩子

上學要走多久，孩子回答，走路要兩個小時。內
地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個案，而台灣地區至今還保
留 很多只有幾十個孩子的村小。
在朱永新看來，校車或校車標準問題都遠沒有

撤併校的問題嚴重。在交通比較便捷、鄉鎮相對
集中時撤併校是可行的，但不顧農村百姓居住的
實際情況，尤其是在交通等很多問題不能保證的
情況下，進行一刀切的撤併，將導致整個農村教
育生態的全面失衡。
朱永新建議，國家應有一個頂層的制度式計

量，規定可撤併的距離里程。而集團化辦學則是
阻力最小、矛盾最少的一條路，好學校擁有了更
多的「地盤」和政府的扶持政策，薄弱學校也為
自己找到了一個「好婆家」，對中國目前現狀來
講，這是投入最小、產出最大、效益最高的改造
薄弱學校的方法，值得全國推廣試點。

30餘年前，朱永新背上行囊離開故鄉，

蘇北人的拙誠、善良、勤勉、專注、認

真、堅韌指導 他走過漫漫的人生征程，

也深深的融入他的教育事業，也許正是這

些優秀的品質支撐他走過幾十年為教育奔

走呼號的歲月。作為提出新教育理念的第

一人，十年間，朱永新一直提倡「過一種

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這也同樣是下一個

十年朱永新遙望未來的指向標，他更希望，這

個宗旨能夠進一步延及孩子的生命。

研製「小學生基礎閱讀書目」
如今身為民進中央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朱

永新自稱是「教育黨」一員，為中國教育鼓與

呼，建言謀策。朱永新有 從教30年的經歷，

他對中國教育調研的足跡遍佈全國每一個省

份。在中國眾多的市長中，朱永新是學教育、

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他被人們親切

地稱為「教育市長」。他不僅對國家教育改

革、中國教育戰略有 深刻識見，更在背後做

了很多「幫忙不添亂的事」。

當前，中國每年出版40萬本書，孩子到底應

該看什麼？在徐州豐縣校車墜河事故後，人們

看到的是遇難孩子的床頭讀物竟是低俗的八卦

雜誌；人們沒有看到的是，朱永新做了也許是

教育部本該做的事：組織專家研製發佈了「中

國小學生基礎閱讀書目」，涵蓋人文、自然及

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不僅如此，朱永新還成

立了新閱讀研究所，未來幾年還將陸續推出各

個領域的基礎閱讀書目，並最終形成一個中國

人基礎書目。

一部教育的沉思錄，百劑改革千金方。今年

春天，朱永新30年學術成果和教育實踐、囊括

其教育及教育心理學著作的16卷《朱永新教育

作品》，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國學家南

懷瑾為其題寫書名。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團

麥克勞希爾已於2011年9月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簽約《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全部英文版

權，向全球英語世界推廣。與之同步出版的32

萬字的《給中國教育的100條建議》中，從宏觀

教育政策建議延伸至基礎、高等、職業、民辦

教育各個枝節，朱永新不遺餘力地力推中國教

育公平，「我的夢想，就是推進這些建議成為

國家的教育政策，最後成為現實。希望在不久

的將來，再看這本小書的時候，其中的許多建

議已經成為我們的共識，成為教育的現實。」

中國教育要看最差的學校，而
農民工子弟學校無疑是中國無法
忽視的教育「短板」。當前，全國
約有1.2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有
800萬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子弟，在
農村還有2,250萬的留守兒童。同
在一片藍天下，農民工子女卻沒
有擁有同等的教育。
在朱永新看來，今後較長時期

內，大中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剛性
增長的趨勢難以根本改變，這就
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建立適應
新情況的義務教育經費隨兒童流
動而轉移的機制，將教育經費通
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交給接收的城
市，同時可考慮通過試點，建立
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教育券」制
度，以避免地方政府負擔過重而

缺乏內在動力。

戶籍制度改革是關鍵
此前「異地高考」家長團到訪

教育部新聞再次掀起軒然大波，事
實上，全國各地每年都有許多學生
因此無法參加高考，有父母無奈之
下將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不僅造成
了教育的不公平，也使很多流動人
口家庭長期無歸屬感。
在朱永新辦公室，擺放 厚厚

一本《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呼籲
書》，這裡面有15,115人對解決非
戶籍人員子女在所在城市就讀問
題的簽名呼籲。事實上，他也曾
就此寫信給國務院領導並獲批
示，而教育部也正在就此制定辦
法。在朱永新看來，解決問題的

要害是戶籍制度改革，可為流動
家庭規定年限，在城市居住滿三
年以上，有工作和穩定生活的就
應允許其子女在城市就讀。

籲建國家教育資源中心
朱永新呼籲，國家當建立教育

信息中心，把所有的教育數據和
信息納入進來，以追蹤的方式掌
握每個學生的升學、就業動態，
這將是國家做出重要教育決策的
依據。此外，應建立國家教育資
源中心，讓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
與城市共享優質的教師和資源。
應借鑒英國的國家資源中心，讓
農村的學生不僅能聽自己老師的
課，也能免費看到全國最好老師
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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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市長」。

■朱永新計劃

推出中國人基

礎書目。

■朱永新和孩

子們在一起。

■朱永新認為，要把錢用在留守兒

童、農民兒童、智障殘障人士等長

期以來被忽視的人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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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
公平

把錢給最邊遠地區最弱勢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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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化辦學 遏盲目撤併校

「教育市長」調研足跡遍全國

■朱永新認為，要把錢用在留守兒

童、農民兒童、智障殘障人士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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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被人們稱

為「教育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