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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省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发放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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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 我国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四川省 4 个样本县的学校及学生 2006 年春

季学期截面数据, 并运用 SPSS13.0 社会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在免费教科书发放中还存在发放

力度和规模不够的现象; 各县给予直属学校更多的政策优惠, 而相对贫困的乡直属学校的享受比例却相对较

少, 免费教科书不能完全发放给贫困生。今后可采取中央与地方进一步加大免费教科书发放比例, 扩大覆盖范

围, 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责任追究制等措施, 以形成免费教科书发放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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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义务教育 , 加快农村

教育事业发展, 从 2001 年秋季开始 ,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

资金, 对中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试

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 , 同时覆盖面逐步扩大[ 1] , 并于

2004 年秋季新学期起, 大幅度增加用于发放免费教科书

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免费教科书发放范围扩大到中、

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教

科书的发放对象是农村地区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负

担课本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包括特殊教育学生。这

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力措施 , 也是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

教育资金补助环节和支持方式的重大改革 [ 2] 。从 2006

年春季学期起, 我国西部地区继续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 继续执行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等政策, 并对部分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

资金直达学校, 受益学生达到 4880 万人 , 平均每个小学

生减负 140 元、初中生减负 180 元[ 3] 。

在国家重视及社会各界大力关注新机制运行的情

况下, 免费教科书的发放现状及效果究竟如何? 目标选

取与资金管理是否客观公平? 实施过程存在哪些问题?

这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笔者将就免费教科书的发放提出

一些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11 月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基本

情况”的入户调研数据 , 选取四川省 4 个样本县( 平昌

县、巴州区、峨边彝族自治县、犍为县) 的农村地区义务

教育阶段 2006 年春季学期( 已实行新机制 ) 学校免费

教科书发放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共包括 24 所样本学校

及 445 名样本儿童。在调研过程中 , 主要采用了问卷调

查法、访谈与座谈等方法。为确保数据可靠性和质量性,

问 卷 调 查 采 取 分 层 随 机 抽 样 的 方 法 抽 样 , 并 运 用

SPSS13.0 社会统计软件对其加以分析和探究。

一、免费教科书发放的基本情况

免费教科书全部由中央政府提供, 免杂费资金在实

施“新机制”之前由省级政府负责安排 , 实施“新机制”

后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按比例分担 , 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资金由县级政府负责统筹。“两免一补”投入金额和

资助学生数量的调查数据显示 , 免杂费的资助力度高于

免费教科书 , 免费教科书的资助力度又远高于寄宿生生

活费补助。

( 一) 分县免费比例比较

对数据进行基本统计和分析发现, 四川省各样本学

校免费教科书发放比例平均为 38.88%, 在进行调研的 4

个样本县中, 峨边县属少数民族( 彝族) 自治县 , 平昌县

为国家级贫困县。针对 4 个县的免费教科书抽样调查也

说明了这一点 , 其中享受比例最高的为峨边彝族自治

县 , 高达 70%; 其次为平昌县 , 比例为 47%; 然后是巴州

表 1 2006 年秋季学校享受免费教科书学生的比例( % )

巴州区( 非

贫困县)
平昌县

( 贫困县)
峨边彝族自治

区( 非贫困县)
犍为县( 非

贫困县)

免费教科书

发放比例
22 47 70 16

教育与“三农”

16



双月刊 2008. 1

C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 N
区( 22%) ; 最低的是犍为县 , 仅达到总人数的 16%。享

受比例最高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高出犍为县 4 倍多。可

见, 国家及各级政府对于少数民族或经济贫困的县份给

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

( 二) 分学校隶属类型免费发放比例比较

众所周知 , 乡直属学校大多分布在乡村 , 而县直属

学校则大部分在城镇, 也就是说乡直属学校学生的家庭

贫困程度总体要高于县直属学校 , 更需要加大免费教科

书发放比例 , 使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免费教科书 , 从而

进一步保证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就学以及实现和保障教

育公平。但实际上, 根据学校隶属类型划分对免费教科

书发放比例进行统计发现 , 县直属的学校发放比例普遍

高于乡直属学校, 已超过两倍有余( 如表 2 所示) 。这一

结果表明, 县级政府在免费教科书发放上给予了县直属

学校更多的政策优惠 , 而相对贫困的乡直属学校享受比

例却相对较少。

( 三) 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的家庭经济构成

由于教科书的发放统一采取免除学生书本费、直接

向学生发放书本的发放形式 , 那么 , 在具体实施发放过

程中, 免除对象的选取标准便成了衡量资助是否公平的

一个关键问题。将 445 名样本儿童当年家庭人均纯收入

由低到高排列, 并按所占样本比例将其分为: 低收入组、

较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较高收入组及高收入组。由图

1 及图 2 可以看出, 在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中, 仍有占

13% 的高收入组及占 17% 的较高收入组的家庭孩子享

受了免费教科书, 而实际上这部分家庭并不贫困。相反,

在未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中, 有不少出身于低收入家

庭及较低收入家庭, 这部分低收入家庭儿童才该是免费

教科书资助的重点。

二、思考和建议

( 一) 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免费教科书发

放比例, 扩大覆盖范围

自 2001 年国家实施免费教科书制度起 , 各级政府

一直在努力扩大免费教科书覆盖范围 , 但是我国农村地

区贫困现状复杂 , 城乡二元化结构明显 , 贫困人群比例

较大, 在国家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实施“新机制”、全面免

除学杂费之后 , 教科书费用已逐渐成为阻碍贫困家庭儿

童入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数据调研过程中 , 针对学校

领导关于免费教科书发放效果的调查数据表明 , 62.5%

的学校认为在诸多义务教育资助方式中 , 免费教科书对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有较大作用 , 45.8%的学校认为免费

教科书有助于吸引学生上学。因此, 进一步加大免费教

科书发放比例仍是解决贫困学生入学就读的重中之重。

( 二) 建立和完善资助对象甄别制度 , 全面保障教

育公平

在免费教科书制度实施过程中 , 资助对象的甄别十

分重要, 既要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又需保障教育公平 , 因

此, 如何继续保障和完善这一制度显得更为迫切。中央

及省级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家级贫困县给予了

更多的政策倾斜 , 但县级政府在免费教科书发放上并没

有对贫困比例更高的乡直属学校给予倾斜。另外 , 各个

学校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也存在一些偏向和误差 , 未能

全面解决贫困儿童教科书问题。针对这些现象 , 建议各

地根据贫困状况和学生家庭实际经济情况制定发放比

例和选取资助对象, 最大规模地惠及贫困学生就学。

( 三) 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责任追究制

根据“新机制”实施情况, 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

方按比例分担, 西部地区承担比例为 8: 2。尽管国家在西

部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由于西部地区经

济不够发达, 这些配套资金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

困难。因此, 各地能否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责

任追究制度显得十分重要。各级教育机构应在切实落实

贯彻国家为贫困儿童就学提供免费教科书的优惠政策的

同时, 考虑其可持续发展, 在新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

和完善“两免一补”资助体系, 完善发放及监督机制, 做到

资助资金有保障、资助对象挑选公平、资助过程高效完善,

形成免费教科书发放的可持续发展及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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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类型发放比例基本统计

学校隶属类型
县直属 乡直属

免费教科书发放比例 56% 27%

图 2 未享受免费教科书学生家庭经济构成

图 1 享受免费教科书学生家庭经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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