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新加坡币对人民币的汇率约为 1:5。
②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B.ZS，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 7月 19日。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为儿童

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加坡作为东南亚
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生活成本和受教育成本均较
高，达到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新加坡政府
每年仍投入巨资支持教育，保障 90%的学龄儿童都
能接受到义务教育（易学瑾, 2022）。新加坡教育资助
计划既面向经济贫困家庭和非营利性教学机构，也
有针对私立学校的教育支持计划，同时也关注到有
特殊需要和发展滞后的儿童家庭（陈雪芬和蔡瑞琼，
2021）。

新加坡自 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精英教
育理念，每年在教育上投入巨资，为新加坡人才体系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2 年，新加坡公共教育
支出为 146亿新元①（约 730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
支出预算的 13.3%，而我国的比例为 10.5%②。新加坡
规定，未满 15岁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强制性
入学的年龄为 7-14岁。符合入学年龄的新加坡籍儿
童学费基本全免，政府对公办中小学建立了统一的
教育收费标准，使得各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有平等获
得教育的机会（倪中华等，2020）。虽然新加坡教育成
本较高，但教育部门对新加坡籍学生的资助体系较
为完善。这套收费和教育支持系统促进了新加坡教
育的发展，使得新加坡成为全球教育最为成功的国
家之一（王建梁和卢宇峥，2020）。

针对中小学教育阶段前的学前教育，新加坡教
育部出台了幼儿保育支持计划、子女成长储蓄计划
幼儿培育辅助计划等，资助的目的是解决低收入的
双职工家庭儿童护理的费用以及入托的学费，由此

保障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学前
教育（李林和黄国春，2020）。对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发
育障碍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有专项儿童保健计划，该
计划针对 2-6岁患有听觉、视觉、发音障碍等残障儿
童实施，家长可以通过托儿中心申请政府的育儿补
贴。而对于非营利性托幼机构，新加坡制定了幼儿园
财政援助计划，资助对象是所有合格的非营利性幼
儿园（陈思，2018）。在促进大学生完成大学阶段学习
方面，公伟庆（2012）研究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新加
坡教育部支持下形成的学生资助体系特点，认为新
加坡教育部提供了多种助学渠道，保障每个学生不
因学费的问题而失学。

综上所述，上述学者对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和大
学教育阶段收费情况和新加坡教育部资助项目进行
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对新加坡中小学教育
阶段的收费标准和教育部门的资助计划进行系统性
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监管体系
进行对比。本文基于新加坡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不
断上升的背景，对新加坡中小学教育体系内的收费
标准以及资助计划进行研究，梳理总结新加坡在确
保公平公正情况下，保障每个中小学生的受教育权，
完善相应资助计划等经验，并为我国提供借鉴启示。

二、新加坡教育体系收费标准多样化
与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模式

不同，新加坡实行英式的教学体系，中间多次根据学
生的学习成绩分流，选拔精英的特点比较明显。在新
加坡，不同的学习阶段实行不同的收费，而且收费的
数额会根据学生的身份确定。只有拥有新加坡国籍
的学生才能享受最低的收费标准，而对持有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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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民权的学生收费要大幅度高于新加坡国籍的
学生。新加坡是东盟①成员国的一员，若是国际学生，
来自东盟地区的学生收费标准要低于来自非东盟地
区的学生收费标准。
（一）小学教育
在新加坡，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6年学制，

这个阶段是强制性的免费教育。新加坡教育部规定
未满 15岁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强制性入学的
年龄为 7-14岁。7岁之前的孩子可以直接免试入读
小学一年级，每年 2月或 3 月，新加坡教育部会在孩
子居住地 2公里的范围内为其安排学校就读。小学
阶段，一年级到四年级被称为基础阶段，学生需要学
习英语、母语②和数学，同时还可以学习科学、艺术、
音乐、公民道德等课程。四年级学习结束后，五年级
至六年级被称为定向阶段，学生可以选择英语、数
学、母语和科学四门课程的基础和标准两种难易程
度进行学习。新加坡小学阶段的收费因学生的国籍、
身份、学校以及学校是否属于公立而实行不同的收
费标准。收费主要包括每月的学费和杂费，新加坡
籍的小学生无须缴纳学费。根据 2023 年教育部公布
的收费标准，如果是永久居民，学费则为每人每年
3060 新元；若来自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人每年
为 6180 新元；若来自非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人
每年为 10500 新元。无论国籍，所有学生须向学校缴
纳杂费，而且标准一律相同，小学生杂费标准为每年
78 新元。

（二）初中教育
新加坡小学生毕业后需要参加 PSLE（Pr imar y

School Leavi ng Examinat i on，小学毕业考试），根
据考试成绩升入不同的初中学校。进入初中阶段，
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将被分为直通车课程班（I nt e-

gr at ed Pr ogr am）、快捷班（Expr ess Cour se）、普通
学术班（Normal Academi c Cour se，NA）和普通工艺
班（Normal Techni cal Course，NT）。直通车课程班
针对那些在 PSLE考试中拔尖的学生，在新加坡只有
18所名校开设此类班级，一般学制为 4-6年，学生
不需要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相当于在 4-6年内连续
学完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课程，最后直接参加剑桥
“A”水准考试（相当于大学入学考试）。具备此类综合
课程资格的学生一般是 PSLE 会考中成绩排名前
10%的学生。快捷班实行四年制，初中毕业后参加剑
桥“O”水准考试（相当于中考），考试难度比“A”水准
要低。普通学术和普通工艺课程班要求学生学完四
年的课程后，参加剑桥“N”水准考试（相当于毕业会
考），这种考试比“O”水准和“A”水准的难度低，通过
“N”水准考试的学生，将有资格在第五年准备“O”水准
考试，随后升入初级学院（相当于大学预科班）。对于那
些 PSLE成绩达不到 N（A）水平的学生可选择到工艺教
育学校（ITE）（相当于中专）继续学习，并获得技工证
书（ITE SKILLS CERTIFICATE），为就业做准备。

2023 年新加坡初中公办校，学费为新加坡居民
每年 60 新元，永久居民为每年 5280 新元，来自东盟
地区的国际学生每年为 10080 新元，而来自非东盟
地区的国际学生每年为 19200 新元。另外，无论国
籍，所有学生须向学校缴纳杂费，而且标准一致，初
中生为每年 120 新元。
（三）高中教育
根据往年经验，普通课程班学生在初中四年级

参加了“O”水准考试后，他们中只有四分之一可以进
入初级学院继续攻读，剩下的没有通过“O”水准考试
的学生则只能转入理工学院（相当于我国大专）接受
3 年制教育或者在工艺教育学校接受 2 年的技术教
育后直接就业。工艺教育学校是培养制造业和服务
业人力资源的职业类教育，学生毕业后还可考理工
学院。理工学院接纳通过“O”水准考试和 ITE教育获
得技工证书的学生。在理工学院，经过 3 年应用与实
践文凭教育，学生毕业后还可考入大学。

在新加坡，初级学院和直通高中需要缴纳学费，
不过对于新加坡公民，2023 年的收费标准为每年 72
新元；若是永久居民，每年需缴纳 6960 新元；而对于
东盟国际学生，每年需缴纳 13200 新元；对于非东盟
地区的其他国际学生，每年需缴纳 25200 新元。理工
学院和工艺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与初级学院和直通
高中大致相当，只不过有些技术类专业可能需要单

表 1 2021-2023 年度新加坡中小学学费 单位：新元

资料来源：新加坡教育部

①东盟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创立于 1967年，新加坡是创始成员国之一。目前，东盟成员国包括：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老挝、柬
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十国。
②新加坡人口分为三大族群：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对应的母语分为中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③初级学院在新加坡被认定是大学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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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收费，但都在教育部控制
的标准范围内。

三、新加坡中小学教育收费
及资助体系分析
（一）教育储备金计划
自 1993 年开始实施的

新加坡“教育储蓄金计划”，
起初由政府拨款 10亿新元
作为启动基金，目标是筹集
到 50亿新元。每年基金的
投资收益会分配给适龄的
学生，为他们支付教育费
用。“教育储备金计划”使得
新加坡每个适龄学生从小
学一年级到中学四年级都
可以获得资助，保证他们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目前，新加坡籍学生都会自动开设教育储蓄账户，并
且每年都会获得一笔赞助费用。根据新加坡教育部
网站公布的信息，2023 年所有年龄在 7 岁至 12岁
的新加坡籍儿童都将获得小学阶段的教育储蓄款，
即每年 230 新元；所有年龄介于 13岁至 16岁的青
少年都将获得中学阶段的教育储蓄款，即每年 290
新元。这些钱足以缴纳他们的学费以及学杂费，还
会有少量的结余。对于在教育部资助的公办学校就
读的新加坡籍学生，他们从小学教育开始直到完成
中学教育为止每年都会收到捐款。对于非教育部资
助学校就读的新加坡籍的学生，他们同样可以在 7
至 16岁期间收到年度储蓄款，这些钱同样可以用于
缴纳学费和学杂费。
（二）教育储蓄奖学金
新加坡教育储蓄奖学金面向政府举办或政府资

助的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的学生。新加坡教育部每
年都会颁发教育储蓄奖学金给优秀的新加坡籍的学
生，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激发他
们在学术与非学术领域优异的表现。为了
强调培养学生良好价值观和品德的重要
性，新加坡教育部自 2012 年增加了“教育
储蓄品德奖”。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在行为
和举止方面表现出优良价值观和个人品格
的学生，相当于我国国内中小学评选的“三
好学生”。

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教育储蓄奖学金分为学术
和非学术奖项。其中，学术奖项主要包括：教育储蓄
优异助学金(EMB)、教育储蓄良好进步奖（GPA）和教
育储蓄奖学金(ESIS)。而非学术奖项主要有：教育储
蓄成就、良好领导力和服务奖(EAGLES)、教育储蓄人

物奖(ECHA)和教育储蓄技能奖(ESA)，其中，教育储
蓄成就、良好领导力和服务奖（EAGLES）主要是针对
有领导才能，积极为学校与社区服务，并在非学术领
域表现优异以及具有良好品行的学生。教育储蓄技
能奖主要是面向来自专门学校、技工学校（ITE）或理
工学院的学生。这些教育储蓄奖项基本上涵盖了学
习成绩优异，且在学校表现出突出能力的学生，同样
也符合新加坡一贯坚持的“精英教育”的标准。
（三）经济援助计划
经济援助计划（FAS）是新加坡教育部推出的

面向所有新加坡籍儿童的支持计划。无论家庭贫
富，所有的儿童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为
需要资助的学生支付课本和校服费用、交通补
贴、餐费、学费和杂费等，是经济援助计划的主要
内容。此外，学校也可以提供学校辅助计划，主要
是让那些不符合经济援助计划的学生受益。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教育部将增加经济援助计划
（FAS）下中小学生的交通和膳食补贴，以及大学预科
学生的助学金。目前，约 44,000名新加坡籍的学生
将受益于这项政策改进。

四、新加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中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在提升全

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探讨新加坡在教育收费和学生资助方面的成功经

表 2 2023 年新加坡教育储蓄奖学金评选内容和标准

资料来源：新加坡教育部网站

表 3 新加坡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的部分支持项目

资料来源：新加坡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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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旨在不断完善我国的教育培养体系，为我国中小
学基础教育顺利发展增添动力。
（一）探讨建立学生个人资助账户
在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教育

部门对于公办校与民办校，示范校和非示范校投入
也有很大的差异。教育部门对一般公办校的投入要
远大于对民办校的投入，而在公办校中对示范校的
投入又远大于非示范校，人为形成了学校之间的差
异。新加坡教育部对每个新加坡籍的学生都建立教
育储蓄账号，并且定期往里面打入资助款，保证了对
每个学生的绝对公平。我国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生的
资助体现在免除学费上面，但每个学生获得的资助
标准又因为所处学校的不同而存在事实上的差异。
我国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方法，针对每个适龄儿
童建立储蓄账户，每年资助同等的教育储蓄数额，在
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和儿童无权支配账户储蓄，但学
校可以从儿童储蓄账户中自动抵扣学费和杂费，这
样可以做到公平和公正。
（二）加强学校服务性收费监管
防止乱收费的关键是加强学校服务性收费的监

管，特别是校服、课外教材、膳食和实验材料费等。一
些地方的教育乱收费，主要集中在隐性服务性收费
方面，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伙食、远程教育等附加型
收费的监管。加强对伙食费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学
生能够吃好并吃得安全和健康。严格执行保本不盈
利的原则，控制伙食承包方的利润，保证伙食的质
量。一些地方可以借鉴新加坡教育部的做法，利用
教育经济援助计划，提高对贫困学生的膳食和交通
补贴额度，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
（三）完善资助体系，实施多元化的奖励政策
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储蓄奖学金，对全体

新加坡中小学统一实行。在中小学校普及高等教育
才有的奖学金计划，对学生而言不仅仅是一份荣耀，
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经济激励。我国中小学学校也
经常评选“三好学生”和“道德模范”等奖项，但是更
多的是份荣誉，往往缺少经济上奖励的内容，而且设
置的奖项也是各不相同，缺乏针对性。中小学奖项的
设置是中小学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对于那
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困难
以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元化奖励政策的目

的就是保证优秀的孩子能够被选拔出来，并且得到
完善的培养。新加坡教育储蓄奖学金涵盖的方面广
泛，而且奖励的数额较大，原因还在于新加坡在教育
经费上大力投入。我国中小学教育针对经济困难学
生的资助体系还有进步的空间，这就需要国家加大
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而且对中小学生资助和奖励体
系的开发也是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

五、结束语
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老

百姓切身利益。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是贯彻落实当
前我国出台的各项教育支持政策，保证入学率和教
育质量的重要阶段。2023 年 5月 29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学习中强调：“建设教育
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
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教育部等五部门曾
在 2020 年 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
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严肃查处损害
群众利益的教育乱收费行为，促进教育公平而有质
量地发展”。从以上可以看到，对于教育收费问题，国
家高度重视，特别是保证每个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我们要更好地贯彻落实当前中央出台的支持教育发
展的重要政策，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收费
体系，完善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保证每个
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公平、公正和普惠式的义务教育。
为推动我国中小学教育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实现
我国教育现代化，早日达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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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ee and
Funding System on China

Zhang Yihui
Abstract: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controlling the indiscriminate charging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is also gradually improving its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Benchmarki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ducation can help identify
and fill gaps, and further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ee price supervision system. Th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charging standards of Singapore’s education system and finds that they exhibit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 Singapore ’s
charging and subsidy polic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reserve plans, education savings schol -
arships,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plans. Its successful practice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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