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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教材出版招标的理性思考 

米加德 

摘 要: 探讨了课标教材出版招标的法律依据、非理性成分、负面影响，回答了业内外

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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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对课标教材出版实行招标的做法值得研究。虽然招标是一种比较好的采购形

式，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目前课标教材出版招标条件还不成熟。  

  一、课标教材出版权的再次  

  招标法律依据不足  

  《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 中学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定

或者组织审定，其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

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印刷、发行业务。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

门会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由此可见，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应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

开、公正的方式确定。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发

改经体[2005]1088号文件，公布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投标实施办法（修订）》，但招标

的主体既不是教育部，又不是新闻出版总署，也不是物价局，招标主体的合法性值得商

榷。课标教材的编写、出版已经国家教育部招过标了，如果再次招标，那么教育部招标的

权威性哪里去了？原中标单位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计价格[2001]945号《国家计委、教

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印张单价

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国家计委会同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印张中准价和浮动幅度。”第九条规

定：“教材出版发行实行保本微利原则。印张中准价的利润为印张成本费用的5%。”现在

的教材定价基本上是执行国家中准价。如果再次招标，出版环节还有多少利润空间可以

降？  

  二、课标教材的特殊性  

  决定了再次招标的非理性  

  课标教材不是普通商品，与以前的大纲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机制也不一样。课标

教材的编写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不是任何单位想编就可以编写的，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教材出版资格的出版单位才有资格出版国标教材。目前全国有80余家出版单位

在出版课标教材。  

  2．编写要向国家教育部提出编写立项申请，经专家评审通过立项才能编写。据统

计，截至2005年7月，教育部共收到立项申请4992项，核准立项1652项，核准率3 3.1%。 

  3． 编写的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审定，通过审定才能进入实验区正式实验。据统计，

截至2005年7月，已经审定通过1371项，通过率为83.0%。 4． 教材的编写、出版、教师

培训、实验等经费由出版单位承担，教育部门基本上不投入相关经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投入的大量经费是由各出版单位承担的，出版单位为政府改革埋单。课标教材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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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课标教材的定价是按严格的国家标准，出版的利润已经是很微小的了；加上免费

教材政策的实施，不少出版单位是贴钱搞课改。  

  6．课标教材的实验区不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划分，而是出版单位经过艰苦的市场开

拓工作，做出巨大的服务承诺和一系列配套工作才换来的。  

  7．课标教材的编写、出版有广泛的参与性。课标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已经打破垄断。

如今，参与课标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出版机构有80余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近 15%，如果

加上参与立项投标而未中标的出版单位，则比例更高；除高校、国有科研单位外，民营的

教育研究机构也在编写课标教材；一科教材已经不是一个版本一统天下，而是众多版本同

闯市场，初步形成了我国中小学教材多元化的格局。由此可见课标教材的特殊性，表明它

既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有一两家出版单位垄断的出版。出版社课标教材的出版权

理应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再次招标的理由何在？难道现在的课标教材出版单位的出版

权的合法性成问题吗？这就好比工厂，开发出一种有市场潜力的产品，还未收回投资，在

即将赢利的时候，这时有关部门说，你不能生产该产品了，这种产品的生产权应拿出来招

标，恐怕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吧！海尔产品的生产权能拿出来让具有生产电器资质的厂家公

开招标吗？中国电信的业务可以拿出来招标吗？出版单位是市场主体，它按《出版管理条

例》的规定从事出版活动。政府部门也好，出版单位也好，都应该依法办事。课标教材编

写、出版、经营的投资主体是出版单位，不是政府部门。谁投资谁就应该受益。政府应该

依法保护合法的出版权，不要人为地分配或转移市场主体已有的出版权。假如再将出版权

招标，让没有参与课标教材编写、出版、实验的出版单位来争夺出版权，其后果不堪设

想。如果让非课标教材原创单位参与投标，为了中标它完全可以大打折扣战，搞恶性竞

争，因为它没有前期教材编写、出版、开拓和维护市场的投入。由此可见，课标教材的再

次招标，反映了行政行为的非理性。  

  三、课标教材的再次招标  

  必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1． 课标教材的编写实验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初中课标教材从2001年进入实验区，

2005年才实验一轮，且2005年秋全国才有700余个县进入实验；小学课标教材从 2001年进

入实验区至今，还没有一套教材完成实验，不少区县2005年秋才进入实验；高中课标教材

2004年才进入实验区。从2001年就进入实验区的课标教材是少数，大多数是2002年或之后

进入实验区的，要完成一轮实验还需时日。另外不少出版社的课标教材仍未编写完，有的

还在教育部审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招标，必然会影响教材的编写、实验工作，对课

程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2．课标教材本身还需完善。教材需要在实验中去检验，去修改，这是所有教材均面

临的现实问题。这次的课程改革是从上往下推进的。课改的理念、课程标准、课标教材等

均是由专家学者、教育部倡导和发动的。能否达到课改的初衷？是否符合当前教育发展的

方向？可否为广大师生接受？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靠实践。实践推动课程标准的完善，课

程标准的完善指导课标教材的修订；同时实践对教材本身也有不断完善的功能。因此课标

教材的相对稳定与成熟还有一个过程。教材还不成熟，何谈出版招标？  

  3． 如果参与课标教材编写、出版、实验的出版单位失去课标教材的出版权，其前期

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得不到应有的补偿，那以后谁又愿意来干赔本的生意？今后教材

的编写或修订由谁来完成？如果通过招标继续降低出版利润，那么肯定会给出版单位带来

灾难性后果。一方面政府对课改的投入少或不投入，另一方面挤压已经就很微薄的出版利

润，课改工作谁来支撑？  

  四、课标教材出版招标的理性思考  

  1．关于课标教材的质量问题。招投标的目的之一是为保证标的物的质量。目前，在

实验区使用的课标教材均是通过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内容质量基本上能保证。部分教

材编写思想引起部分专家、学者的争论，但仅占课标教材的极少部分，且是不同观点、不

同认识的交锋，对错与否应由实践检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

要打破教材编写出版垄断，实现基础教育教材一标多本，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文化发

展水平的学校的需要。从2001年秋季全国 38个国家级实验区实验课标教材开始至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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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少省市所有区县起始年级均已使用新教材，其余省市2005年秋起始年级也将全部使用

新教材。通过几年的实验，全国基础教育界掀起了课程改革的热潮，揭开了基础教育改革

的历史性新篇章。 (ID: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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