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领导介绍 机构设置 财经要闻 财经时论 财政与宏观调控 预算制度 税收论坛 国库制度改革 财政体制 财政支出 

国有资产 财务会计 财政史话 外国财政 地方财政 财政科研动态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博士后流动站 公开刊物 内部刊物 

     您的位置： 主页 -> 财政史话 ->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财政考略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3月6日  李星云 

摘 要:在中华五千年的浩瀚历史宝库中,有关教育方面的史料记载很丰富。每个朝代在教育财

政、办学模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考察梳理古代官学与私学的教育财政问题,可以为当代教育财政的

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些资料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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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

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从现

存的历史文献来看,有关教育方面的记载,先秦时期较简,两汉以后较详。根据这些文献,从古代官学

和私学两个角度来考察梳理教育财政问题,运用以近知远、以微知明的方法,揭示其历史变迁,使其对

当代教育财政的研究与实践有所启发。 

在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巩固政权而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文化。因为教育地位之重

要,所以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通过财政拨款等手段来控制教育,这比其他手段所起的作用更为

直接。我国从奴隶社会建立正规学校开始,就有“学在官府”之说,而后直到封建王朝最后解体的长

达四千年的历史中,学校教育虽然因社会形态的改变和朝代的交替而有波折起伏,但“学在官府”作

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流这一重要特点并未因社会形态及朝代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与官学相对应的“私学”。私学主要是官方教育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如家

庭教育、私人收徒讲学、书院教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学术思想,弥补官学的不足,得天下英才

而教之,提供给人们更为普及的教育。由于“官学”和“私学”办学目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其教

育经费的筹措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 

《礼记·学记》云:“ 古之教者,家有熟,党有庠,术(遂) 有序,国有学。”所谓庠、序是地方所

办的学校,统称为乡学,与国学别。所谓国学,指天子之都与诸侯之都的学校,即太学。根据现有的历

史文献记载,三代时所办的学校,从乡学到国学,基本上是官办的或地方上联合办的,其财政开支是由

国家支出或地方负担。这不仅在当时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且对以后各朝代办教育也有着深刻影响。学

校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传统。“春秋”前期的学校,从地方到国家,基本上均

是官办的,其经费财政开支由国家与地方负担。 

西汉初的几代帝王,不重儒生,同时由于秦末大乱中许多书籍散失很多,虽多方收集,但仍有一定

限度,给兴办学校带来一定的困难。文景之世,崇尚俭朴,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武帝兴办太学提

供了条件,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但由于连年用兵,财力匮乏,学校的规模及数量均不



大。东汉时期的学校,无论是国学(太学) 或地方郡国所办的学校,规模均比较大,其财政经费都是由

国家与地方负担。顺帝时的太学生达三万多人,学生的食宿也由政府财政支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唐代由于国家强盛,国土辽阔,人才辈出,加之君主重视教育,大办教育,官办学校逐渐地兴旺了起

来,达到了一定的高潮。《旧唐书·儒林传》序曰:“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

臣,以义宁(隋恭帝年号) 元年三月五日,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

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

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所有的官学,生徒的衣食住行均由政府负担。

仅维持生徒的一日三餐,其经费数额就已十分惊人。同时政府还拨款兴建和维修校舍。支付粮料杂

费、释奠、祭孔费及其他特殊开支(如节日开支) 。官学教员和国子监的管理人员都属国家官员,都

享受官禄。 

到了宋代,设置了地方教育管理机构———提举学事司,从而使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更加完

善。大观三年,拨给的学生费用就多达“钱267 万多贯,粮33. 79 万多石”。政府还专门拨给学校学

田,以解决学校的日常费用。如宋仁宗天圣元年赐兖州学田10 顷。此外,地方政府也给学校以不定期

补助。《严州图经》卷一记载:“州学养士自以七十人为额。学田以亩,岁计所租米四百三十五石三

斗五升九合。又,六月内,州仓支接济米二十石;谷一万六干五百四十七斤三十八石六斗四升。”明

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当时,对太学生供养非常优厚。《明史·选举志》记载,明初大建学校,府

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省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依次减十。

师生月廪米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8943;&#8943;颁学规于国子监&#8943;&#8943;盖无

地而不设立学,无人而不纳之庠序,无问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以此来看,明代学校之盛,对师

生的待遇之厚,确是唐宋以来所未有。明代官学的兴盛还与当时的取士制度有很大关系。《明史·选

举志》记载,洪武初年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8943;&#8943;府州县学诸生入

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这一规定限制了私学的发展空间。学而优则仕,人们读书一般

是为了做官,既然私学不能去做官,那就不必去上私学了,何况官学的条件优厚,还可得到国家的资助,

所以势必选择官学。与此规定相关的还有,府州县学按时向太学贡人,再由政府从太学中选择一些人

去做官,或经考试中格为进士再去做官。更有甚者,有时因各方急需要人,便不经考试,直接从国子监

的太学生中选取人才。这种做法是历代所没有的,由此而后,官办学校一统天下。 

清代学校,向沿明制。在京师曰国学,另立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学、县学。清世祖顺治元

年,葺明北监为太学,改南京国子监为府学。置学官祭酒、司业、学正等,广收生徒。前(明) 朝公、

侯、伯袭职者皆如国学读书。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并请送监。国学内分内外班。内班一百五十

人,外班一百二十人。乾隆初,内外班共三百人,户部发帑银给膏火(伙食) ,奖励有差。太学生之食宿

费,均由国家付给。旧制、祭酒、司业总理监务。所谓管理监务,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专门管理教

育。雍正三年,始设管理监事大臣。 

管理监事的大臣,首由刑部尚书充任。在六部之外单独设一部门专管教育,这是历代所没有的,说

明清朝非常重视教育。在清朝兴盛时期,国际教育交流也比较频繁,清朝政府还给予外国留学生一定

的补贴。如雍正六年,俄罗斯遣学生留学中国,户部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此后,外国留学生先后

而至,络绎不绝,直至同治年间,附属国琉球官生犹有至者。由此说明清代办学之盛,传播至于外国、

附属国,致使外国、附属国也派学生来中国学习,成为清代昌盛之表现。 



二 

“春秋”后期,由孔子开始,私学兴起,规模不大。当时孔子办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他的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到卫国时,卫灵公问他:“居鲁时得禄几

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二是官府与诸侯的资助。当时由于孔子知识广,受到鲁

国以及其他诸侯国的贵族官员的尊重,他们经常请教孔子,因此要送礼资助他。这是当时的一种礼节,

资助数目不少,只是不固定。三是学生的赠与。当时孔子在家里或到列国出游,都是有钱的学生多出

钱,没钱的学生多出力。在当时,这种尊师的风气与做法是普遍的。 

“战国”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私学也蓬勃发展,并逐步

代替了官学,其中以儒家学派的孟子、荀子为代表。二人的名气都很大,学生也很多。东汉学者王充

在其所著的《论衡》中的《刺孟》一章具体作了记载:1. 齐王问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

弟子以万钟。”万钟,这数目很大,由此可见其受到优厚的招待。2. 陈臻问曰:“于齐,王馈兼金一百

镒而不受;于宋,归七十镒而受;于薛,归五十金而受。”3.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从者数百人,以传

舍于诸侯,不亦泰乎?”从上面的记述来看,孟子的办学花费很大,大多依靠国家的供给。这一时期私

学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是依靠诸侯国的资助、办学者本人的俸禄和富有学生的赠予。一般是教师出钱

提供食宿条件,其它的费用便是学生自己解决。学生有钱的要出些钱,没钱的出些力,甚至用佣工来获

取所余。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授徒、求师,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造就了一代人才,也开创了一代新

风。西汉时期的私学,既不如战国时期那样兴盛,也大大逊于后来的东汉。如董仲舒、刘向父子,均是

当世的大儒,均曾收徒讲学,但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据《后汉书》列传记载,东汉时期的名儒经师比

比皆是,他们大多均办学且收徒很多,规模较大,如马融、郑玄,门徒有千人以上。他们收徒均不是以

获取财物为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授知识道理、育人以道德,培养的人才对于稳固、维护当时的政权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由于战乱,政局不稳,国力亏空,私学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宋代的私学有

两种,一种是私塾或家学,由地方乡绅或官宦人家设来教子弟的。有的是一家独设,有的是几家,还有

的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合办。这种形式由于条件限制,所培养的人才数量有限;另一种是书院,宋代

的书院实际并非私人所办,而是半官半私,类似于今日的“民办官助”,国家承认,州郡支持。如太宗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千人,乞赐九经,使之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乃传

送之。这是国家支持书院的早年记录。后来政府还常给书院赐匾、赐田。赐田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

源,有的是国家赐予,有的是州郡奏请赐予,从一顷至十顷数量不等。如仁宗天圣元年,赐兖州学田十

顷;天圣二年,江西知府王随奏请朝廷,拨给庐山院田三顷;景祐二年,苏州立学,给田五顷以养,又赐富

阳书院一顷,石鼓书院学田一顷;景祐四年,赐蔡州学田十顷，神宗时也赐过学田。除赐田外,书院还

得到一些地方官员或地方乡绅的赠予,也有将旧有的寺庙、祠堂扩建为学校的。例如《, 宋元学案·

高平学案》记范文正公事,云:“公平生好施与,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尽济族

人。”后人因慕范公之名,也纷纷效尤,大多用作办学学田。后来,国家又令将一些寺庙的地产划归学

校兼管,充作经常费用。由于国家、州郡及地方乡绅的支持,这些书院的经费来源、财政开支以及师

生生活有了保障。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仍是很俭朴的,属于勤俭办学之类,为国家及时培养了一定数

量的人才。 

三 

中国自三代以后,经过“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及宋、



辽、金、元、明、清,历时数千年,由无数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考察了上

面这些王朝的教育财政的变迁,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古代筹措教育经费已有多种途径,但国家拨款仍

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官学在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中占据主体地位,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即政府是

办学主体,承担教育的主要责任。官学的发展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实力以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

时教育的发展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稳定的政局和安定的社会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私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办学模式,是由社会对教育、对人才的需要与重视而兴起的,在古代教

育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私学举办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私学的规模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费

的制约。私学是官学的有益补充,具有阶段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 

第三,社会和个人的捐赠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一条渠道,为古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

社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关。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可以知今。各朝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教育事业的发达

程度。同时,教育也通过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文化等方式在历代王朝的兴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在国内外大环境都

处于相对和平的形势下,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科教兴国”,不但有其必

要性,还有其条件性,即发展教育所需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战略的实施不能依靠喊口号,而要落到

实处。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作保障,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学校

都是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但由于教育事业的特殊性,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经费投入的主要责

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规政策,保证教育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发动全社

会投资于教育,形成强有力的、多渠道经费筹措体制。另外,要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调动广

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大办教育,大兴学校,营造出举国上下皆重教育、皆支持教育的氛围,为教育事

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在保障公办学校的规模和质量等方面提高的同时,还要为民办学

校的公平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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