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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民 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公费制是在民国教育收费日趋高昂、社会政治经济日趋恶化、教育平等思想 日渐普

及以及战争等特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对 矫正民国教育贵族化倾向,实 现教育平民化、

平等化、义务化目标 ,培 植抗战建国人才 ,发 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但 亦存在局限与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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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公费系政府、基金组织或学校对贫寒学生进行的无偿资助 ,是在民国教育收费日

趋高昂、社会政治经济日趋恶化、教育平等思想日渐普及以及战争等特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

发展起来的,对矫正民国教育贵族化倾向,实现教育平民化、平等化、义务化等目标 ,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

用 ,但亦存在弊病与不足。对这一问题 ,教育史学界至今少有人深人研究
①
,这不仅影响到民国教育史研究 ,

而且使今天的学生资助制度建设缺少本土历史借鉴。鉴此 ,笔者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以 求教于大家。

- 教育收费制度的确立与学生免费公费制的形成

众所周知 ,学生公费免费 ,是 中外古已有之的事情。传统中国的公立学校实行教养合一 ,学生不仅免费

人学 ,而且领取公费津贴 ,这不仅诱导整个社会风气 ,同 时与向民众开放的科举制度相配合 ,为 中下层人士不

断流向官僚阶层、寒苦家庭子弟通过寒窗苦读跻身功名社会提供了经济保障。清末的新式学堂在创办之初

也承袭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选士教育遗规 ,为招徕学生 ,大多数书院、学堂或学校对学生实行免收学宿费 ,提

供伙食、衣履、书籍的优待 ,学生毕业还按成绩等第奏请朝廷奖以仕途出身。但是 ,随新式学堂和各项新政的

举办 ,经费支绌成为影响兴学的根本障碍 ,收取学费以兴学逐渐进人朝野人士的视野。1904年 ,《 癸卯学制》

正式规定教育收费 ,晚清及民初政府颁布停止学生津贴与征收学费章程 ,到 ⒛ 世纪 ⒛—30年代 ,学 生纳费

上学已成为普通常识 ,许多学校已不允许不纳费的学生上课和进校。从整体来看 ,民 国时期教育收费比科举

时代沉重得多 ,“ 教育费之重 ,终非中人以下之家庭所能负担
”
,是社会共识。虽然免费的、义务的初等教育

的操作化和现实化程度在逐渐提高 ,国 家开设的免费的半 日学校、短期小学、义务学校及国家规定各级学校

设立的公免费学额数量逐渐增加 ,但是 ,中 国的基础教育资金来源依赖于教育收费 ,这极大局限了基础教育

向免费的义务教育发展[11(7页 ),造成民国时期初等教育普及程度低 ,失学儿童比例居高不下。据 19” 年

社会学家李景汉的调查 ,年生活费在 zsO元的家庭没有医药和教育费用 ,只 有 350元的家庭才出现教育投资

[2]。 如以家庭收人 sO0-350元 为能够支付最低限度教育收费的分界线 ,在 1933年 ,有 61%的家庭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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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 以下而无力投资教育[3],实 际情况更糟。这就是说 ,中 国大约有ω%以上的家庭没有经济能力供儿

女读书。

⒛ 世纪二三十年代 ,除贫穷学生上不起学、初等学校学生失学外 ,随着军阀混战,社会环境与经济状况

恶化 ,教育经费紧张,学校收费日趋高涨,寒家子弟上进求学日益艰难 ,相 当部分中等学校、高等院校学生面

临着失学危险,进而相继发生自杀身亡事件与学潮。1931年 3月 ,上海一成衣店店主为儿子筹措中学学费
gO元不得而吞服鸦片自杀 [4⒈ 4月 ,南京中学普高三年级学生冯开文因受经济压迫而投塘自尽[5](⒓0

页);4月 ,上海美专学生邹彬,“ 因历年处境艰难,近复遭亡父之痛”
,在宿舍中服毒自杀[6]t1z:页 )。 1928

年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与学生发生免费争执;1931年 ,北京大学学生会向校务会议提出免费要求 ,并引发

学潮 ,校方竟将陈嘉琨等九名学生开除[7](sO0页 )。

随教育收费制度实施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恶化 ,贫苦学生就学问题开始引起教育界关注 ,人们主张实行

免费教育。清末 ,四川督部堂议事报告提议 ,于一律征费中,对勤学及单寒学生实行优待与免费 [8](zT、 z9

页);罗振玉、梁启超皆主张学费须极廉 ,学校不得愈额征收 ,贫苦子弟豁免学费的主张。五四以后 ,马克思主

义、国家主义、乡村教育思想传人中国,中 国教育界深受影响 ,平 民就学问题深受关注 ,余家菊主张国家设立

奖学金制度 ,贫寒者领取国家津贴 ,小学设免费膳食[9],舒新城、周谷城等主张全免费教育 [10](3、 8页 )。

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寒学生就学问题 ,来 自有识之士、社会团体、学校、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学生奖助开始设

立 ,各级政府与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制定奖助贫寒学生的地方法规与学校条例 ,贫苦学生公费、免费开始走向

法制化、规范化、普遍化的轨道。19⒛ 年 ,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通过《挟助无力就学之优良学生使

得受均等教育案》,要求教育部通令
“
学校设免费额若干名 ,以 待成绩优良之学生

”
,适 用于高等小学及中等

以上学生 ,其筹款办法为由学校筹拨、公款拨助或社会捐助[11](2-3页 )。 19冗 年 ,第 十届全国教育会联合

会再次催促教育部 ,将
“
挟助无力就学之优良学生使得受均等教育案

”
,通令各省教育厅转饬各校切实遵行

[12](3页 )。 1931年 ,国联教育考察团建议 ,小学学费应立即免除。1931年 ,邰爽秋、程其保、王书林等发起

28“ 人参与的对约法草案国民教育篇之意见的签名活动 ,提出教育机会一律平等、全国公私立学校设免费

学额、全国各级学校应一律免收学费等议案 ,进而促成当年国民政府通过新约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
“
全国公

私学校 ,应设置免费及奖学金额 ,以奖助品学俱优 ,无力升学之学生
”
[13](135-1sT页 )的 约法条款。

伴随学校收费制度确立 ,学校公免费学额等奖助制度逐渐发展起来 ,初 等教育免费、师范教育免费、学费

定额须在学生力所能及范围内等主导观念逐渐形成 ,成为消除学校收费负面影响的补救之策。事实上 ,优秀

贫寒学生的公费、免费资助存在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但是 ,就政策与实践层面看 ,中 高等教育偏重于奖

助 ,基础教育偏重于公费免费并向义务教育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大批战区学生流离失所 ,生 活

费用高涨 ,教育部、地方政府及学校等扩大了公免费学额 ,加 大了寒睃优秀各级各类学生的资助力度。

二 民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公费制

(一 )学生免费制

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在法律制度上曾反复规定。1904年 ,清廷规定官立小学原则上不收学费 ,但可视

各地情形办理。孙中山倡导革命 ,自 始即重视儿童养育问题。民国建立 ,临时约法对儿童受教育权利做出明

确规定。19” 年 ,宪法规定 :在义务教育年限内,免纳学费 ,其教科书及学校用品 ,由 学校设各之。中华民国

宪法一百五十六条规定 :“ 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 ,应保护母性 ,并 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
,第 一

百六十条规定 :“ 六岁到十二岁之学龄儿童 ,一律受基本教育 ,免纳学费。其贫苦者 ,由 政府供给书籍。已逾

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 ,免纳学费 ,其 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
国家对于少年 ,赋予平等的

教育机会 ,让其充分发展 ,对
“
年满十二岁 ,未满十八岁之贫苦少年应予教养救济

”
[14](8、 sT8-379、 392、⒋0

页)。 1930年 ,宪法规定 ,“ 基本教育不收学费 ,依于财政及人民经济状况 ,当渐使受基本教育之男女儿童 ,其

书籍费及衣食费由学校供给之
”
[15](“ 6页 )。 《改进全国教育方案》规定 :“ 小学、幼稚园、婴儿园以不收学

费为原则。地方生活富裕之处 ,得酌量收费⋯⋯凡收费的小学幼稚园婴儿园,对于收费生不得有歧视的待

遇 ,并不得以收费免费为分班的根据。⋯⋯学费收人 ,不得列作经常费 ,应作特别会计 ,提存起来 ,专供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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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设备不完全的小学等作改良扩充之用 ,或作特别补助贫寒学生之用。⋯⋯小学幼稚园婴儿园不得向学

生征收杂费。
”
[16](134页 )19s1年 ,国 民政府新约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 全国公私学校 ,应设置免费及奖学金

额 ,以奖助品学俱优 ,无力升学之学生。
”
[13](135-13T页 )训政时期 ,国 民政府施政纲领关于教育 ,有

“
规定

并实行资助贫寒学生人学办法
”
,其 中第一年要完成

“
一、资助贫寒学生人学经费 ,二、订定资助贫寒学生人

学办法
”
,第 二、三年实行资助贫寒学生办法 [17](63、71页 )。 们 年代 ,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由高调降为低

调。1946年 ,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只规定 ,其贫苦者 ,由 政府供给书籍。

zO世纪⒛-30年代 ,受 国民革命和社会动荡频繁的影响 ,国 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些免费条例和法规 ,

使免费制度由形上的精神形态的宪法向具体、现实的物质形态的法律法规转化。1928年 1月 ,大学院拟就、

国民政府公布《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条例》,对
“
革命功勋子女已人公立学校 ,而家计贫苦 ,不能担负费用

者
”
,给予免费优待。免费办法有三种 ,一是免学费、实验费、讲义费 ,并津贴膳宿、衣服、书籍费 ;二是免学

费、实验费、讲义费 ,并津贴膳宿费 ;三是免学费、实验费、讲义费。革命功勋分为两项 ,一是受党命令运动革

命而致为敌人所害 ,或丧失性命 ,或身体残废 ,不堪任事者 ;二是依国民政府战时抚恤暂行条例 ,得 有抚恤的

官佐士兵[18](教育界消息,9页 )。 该政策延续到抗战以后 ,对鼓舞士气、安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

年 ,教育部规定 ,初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得以收费、免费为编制学级的标准 ;征 收学费的公私立小学 ,应设置

全校儿童数钔%以上的免费学额[19](86页 )。 1936年 ,政府公布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公费学额规程 ,规定公

私立的小学、中学、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分别设置硐%、 15%、 10%免费学额。后来 ,这项规定扩大到肄业于后

方各省境内的公私立中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至此 ,民 国免费教育制度发展到顶点。

⒛-30年代 ,各地政府和各级学校制定了免费政策。1928年 ,为 了奖励及补助省立中等学校成绩优异

而家境清贫、学力在中等以上、堪资造就而确实无力供给费用的学生 ,江西省教育厅设立奖学金。该奖学金

实为一项地方政府免费政策 ,分为免学费、免学费并津贴半膳、免学费并津贴全膳三种[20](教 育界消息,7-8

页)。 1925年后 ,一些成绩优秀的清寒子弟开始进人清华学校[21](67页 )。 1928年 ,清华学生开始运作全体

免除学费之事。罗家伦为使清华平民化 ,计划
“
将以前学生所欠学费 ,追 缴之后 ,一并列于奖学金中。在家

境贫困而成绩优良的学生 ,不惟可免学费 ,即 每年生活费亦有自出
”
[” ](6、 ⒛页)。 1931年 ,清华研究院设

有免费额若干名 ,规定免费者免缴学费、体育费及实验费。凡领受助学金额或免费额的学生 ,必 须符合家境

清寒 ,品行端正 ;在校肄业已满一学年 ;初 次请求时前一学年平均成绩须达 70分 ,以后继续请求时前一学年

平均成绩须达 75分 ,各该年所修学分总数在 30以 上 ;体育及军事训练及格 ;以 大学本科正式学生为限等五

个条件[23](19z-1” 页)。 1931年 7月 21日 ,河南省全教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
“
划拨公款挟助河南全省优

秀儿童由小学升人大学不受经济限制充分发展智能案
”
,规定 :受扶助者须检定及格 ;挟 助费则小学由市县

负担 ,初 中以上由省负担 ;扶助办法分为学用品供给、学费供给、学用品与学费同时供给及其兼为衣食住宿旅

费等供给 ;挟助费分为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专门或大学在学期间扶助费五种 ;无产之孤儿、家长为无产佃

农与不生利苦力、家长依职业生活但久经失业且复业无期者 (失业包括劳工、公务员、教员等 ),可 给予学用

品、学费及衣食住宿旅费等供给 ;家长为分佃农、小负贩、低级劳工而不足以负担教育费者 ,在公共机关支取

低级薪俸者之女子 ,家 中分利人或需教育费之子女过多 ,所人不足负担教育费者 ,家长在失业期内一时不能

负担教育费者(复业时应察看现状酌予变更),则 给予学用品或学费或者学用品、学费同时供给[13](I36

页)。

⒛ 世纪⒛-30年代 ,四川已对部分地区家境贫寒而学业优秀的中等学校学生及战区学生实行免费。

1929年 10月 ,国 民革命军 21军军长刘湘颁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区内省立、联立、县立各中级学校

奖助贫寒学生暂行条例》,对戍区内师范学校、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寒睃优秀学生分别给予每班 3、 2、 1名 免

费指标 ,免全年学费、贴半膳并免全年学费、贴全膳并免全年学费、寒暑假期内不贴膳费等优待 [24](3-5

页),实际上包含了免费与津贴两项内容。19“ 年 11月 ,刘湘公布
“
戍区奖助贫寒学生暂行条例

”
修正案 ,明

确规定 :学业操行成绩俱列甲等、家境贫寒、自费留学未享受官费或公家津贴者给予免费优待 ;名 额为初级中

学每班 3人 ,高级中学每班 2人 ,初级、高级职业学校每班 4人 ,简 易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每班 3人 (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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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学额系就徵收膳费的师范学校而言);经费列人学校预算 ,作正报销 [2到 (1%-1叨 页)。 30年代后期 ,因

国共争战 ,对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学生 ,四川省政府准予其免缴学膳费。19“ 年 10月 ,因 四川宣绥八县工农

红军与国民党军争战 ,该地学生流留万县、重庆、合川一带不下 1000余 人 ,要求照南、巴各县先例救济 ,国 民

革命军廿一军部规定
“
绥宣学生 ,军部准免收费

”
,免缴学食等费[26](lgz页 )。 1935年 4月 ,川 西北地区六

县又因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争战 ,该区旅外学生共约 1000余人 ,家庭接济断绝 ,学食费虚悬无着 ,只得援绥

宣八县学生免费例豁免学食费[27](191页 )。 1935年 9月 ,对受影响较重的“ 县学生 ,四川省政府准
“
免缴

本期学费
”
,另外受扰较轻的营山、兴文、盐亭、叙永 4县准免缴本期学费半数[28](250-251页 )。

1937年 ,四 川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要求 ,颁发《四川省各县市免费及公费学额审查委员会组织规则》,对

各县市
“
学生之家庭经济状况应否给予家境清贫证明书

”
做出规定 ,学生家庭清贫的标准

“
应以该生家长每

年产业收人与职业收人合计总额 ,除去家庭最低限度生活费外 ,所余子女教育费定之
”
。其中 ,“ (甲 )毫无教

育费者 ,所有子女无论人何级学校 ,得 申请发给家境清贫证明书 ;(乙 )略有教育费而不能担负中学以上就学

费用者 ,待子女人中学以上学校时 ,再行申请核发清贫证明书 ;(丙 )家庭有多数子女在学者 ,除其能力担负

部份子女教育费外 ,其余部份子女得申请发给清贫证明书
”
[” ](姆 页)。 19夕 年后 ,四 川省教育厅按部定规

程及比例给予家庭清贫学生免费待遇 ,并逐年提高。1940年 ,四 川省完成中等学校免费学额增至 15%的 计

划。1941年度 ,四 川省中等教育扩充免费学额至 ⒛%,经费列人省概算 [30](5-6页 )[31](1-8页 )。 1942

年 ,四川省计划将公免费学额增加至 30%,金额酌予增加。

在抗战结束、各内迁学校复员以后 ,在继续推行公费制的同时 ,教育部为奖励家境清寒、确实无力负担就

学费用的优秀青年起见 ,特设奖学金 ,实际也是一项寒苦学生免费政策。规定 :报考奖学金学生 ,其成绩在录

取新生总额最前列硐%者 ,得 以新生总额⒛%录取奖学金学生 ,待 遇为
“
免缴学、膳、宿费之全数 ,另 加副食

费
”
,膳食标准为每月中等熟米 2.3市斗或中等面粉弱 斤 ,“ 副食费标准随时酌定之

”
[32](总 57页 )。

民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制 ,表现为由宪法原则向现实法规发展、由民间形态向国家政策演变 ,学生免费对

象及比例呈现出扩大趋势 ,这与民国教育收费趋势、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及战争等密切相关。

(二 )学生公费制

中国古代学校备有膏火 ,设有廪食 ,纯粹为公费制度 ,但其学生纯为少数士子 ,离普及教育之义甚远。中

国传统学校公费由学校主动提供 ,是寒士跻身功名社会前的援手。然而 ,在新式教育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 ,它是学校迫于生源压力以招徕学生的一种手段。除师范生有公费待遇外 ,学校收费制确立后 ,为 吸收贫

寒优秀学生 ,推动教育由贵族化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就学援助在学校生源爆满情况下以新的姿态发展起来。

19⒄ 年 ,对贫寒学生的补助 ,列人学制章程 ,1923年 ,列 人政府宪法。1935年 ,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各级学校

设置免费与公费学额。1936年 ,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公费学额规程 ,规定公费额 :普通小学及短期

小学 4%、 中学 3%、专科以上 2%,供给最低限度的代办费如制服、膳食、灯油、书籍等费 ,其金额 ,每人每年

小学为 10-30元、初中与初职硐—BO元、高中及高职为ω—100元 、专科以上为 150—250元 [19]。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各类学校不泛设立公费的例子。如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向有官费资助孤平两院学

生 1名 的惯例。19⒛ 年 ,甘绩镛接办后恢复 ,并从所收捐款内划们00元为专款存放中国银行 ,年息 1.5%计

算 ,每年收息金 ω0元 ,即作为收录 8名孤平学生之用 ,并订有严密规约。1931年 度 ,甘绩镛又用校款增设

10名 孤平官费 ,自 此川东师校救济孤平学生达 18名 [33](36页 )[“ ](犭 1-254页 )。 清华大学自学校创办时

起 ,就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基金利息 ,派遣留美公费生。zO世纪一二十年代 ,应考清华学校人数众多 ,主

要由于公费
“
留美

”
这一金字招牌的吸引 ,学校免收学、膳、宿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 ,1912— 1929年

清华学校派遣留美公费学生共计 1109人 [35](313页 )。 即使在抗战时期迁校昆明、经济极度困难情况下 ,仍

继续派遣留美公费生。19⒕-1936年 ,为 资助家境清寒、学行优良学生起见 ,清华学校特设公费生每年 10

名(1g34年度起 )、助学金额钔 名(19s4年度起 )、免费额 ∞ 名 ,二、三、四年级各 ⒛ 名(1936年 起遵教育部

令增设 )。 公费生于招考新生时甄选 ,每名年津贴国币至多⒛0元。报考公费者 ,须是家境清寒、学业优良、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之高级中学毕业生 ,有 志深造而确系无力升学者 ,并须与普通生同应清华大学人学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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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绩在录取新生总额前 乃%以 内方得录取[36](191-19z页 )。 1942年 ,清华大学在后方录取留美公费生

16名 ,招考的 13个部门属于国防及以后工程建设迫切需要者有 10门 [37](3页 )。

抗战爆发后 ,国 土沦陷 ,对流浪与失学青年 ,国 民政府设立不少招训所与国立中学 ,完 全给予公费 ,对其

他国立学校家在战区的学生 ,政府设有贷金与公费学额 ,以 资救济。享有公费待遇者 ,每月除补助膳食外 ,另

给零用金、灯油费 ,每年有制服费、书籍费 ,以 家境清寒、学行优越、抗战功勋、公教人员、侨民归国与保育生等

有优先请求权利 ,并须为学校服务工作。1940年 以后 ,日 本侵略者完全封锁了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路交

通 ,中 国对外贸易一落千丈 ,直接影响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 ,加 上豪门资本的强取豪夺、不法商贩的囤积居

奇 ,从而导致大后方物价暴涨 ,货 币贬值。19们 年 5月 ,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 ,影 响健康至巨为由,筹划提

高学生膳费贷金 ,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 [38](7页 )。 针对物价飞涨 ,教育部及时拟订《战时救

济大中学生膳食暂行办法》[39](41—42页 )。 1941年下半年 ,四 川省将中等学校公费名额增至 6%[31](1~

18页 )。 1942年 ,四川省公免费学额计划增至 30%,对 于优秀师范生特予补助金 ,省 经费内列 100名 ,各县市

各列 5-15名 [40](44—45页 )。 19侣 年度 ,四 川省政府为大量救济清寒优秀学生起见 ,各校公免费学额拟增

加至总额 1/10[41](I1-1z页 )。

然而 ,《 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行办法》实施不到三年 ,因各地粮价不一 ,教 育部建议 自 1943学 年度

起将师生员工
“
所需食米一律免费发给公粮 ,仅将学生副食费部分列人教育文化费项下 ,由 教育部统支

”

[42](3刀 页)。 为此 ,国 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 ,由 教育、粮食
“
两部视各地实物储备情形 ,随 时会商 ,尽可

能范围内改拨实物
”
[辊 ](388页 )。 19侣 年秋季 ,因 贷金制度弊端太多 ,教育部改贷金制为公费制。8月 ,行

政院通过《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 1943年 度所招新生 ,

一律适用公费办法。根据抗战建国期间对所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缓急程度 ,政府规定的各科公费名额比例略

有高低 :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科系新学全为甲种公费生 ,理学院科系学生以 80%为 乙种公

费生 ,农学院科系学生以ω%为 乙种公费生 ,文 、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学生以硐%为 乙种公费生 ;省 立专科

以上学校亦适用前项规定 ;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则依照医、药、工各院科系学生以 70%为 乙种公费生 ,理 、

农各院科系学生以 50%为乙种公费生[32](53页 )。 至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原领膳费

贷金的学生 ,其贷金得继续发给至修业期满 ,或战事结束时为止 ,已 领甲种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者亦同。

自1943年冬季至 1945年春季 ,日 寇在豫、湘、粤、佳、黔等省展开攻势 ,战 区更形扩大 ,学生投向后方者

更形增加。为了保证广大贫穷学生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 ,教育部还对原有公费制进行改革 ,将 以往分科分系

奖励与混合的办法予以变更,1945年 8月 改订颁发《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

公费办法》,除 国立中等之保育生、大中学校师范生、抗战功勋子女及革命功勋子女均为全公费不受比例限

制外 ,自 1945年秋季起 ,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各科新生 ,全公费及半公费名额 ,以分别占

各校注册人学新生总额硐%为最高额 ,优先给予经济来源确已断绝的战区生、侨生及家境确属清寒的学生

暨收人不足供给求学费用的公教人员子女、确系蒙藏及其他各边疆各族学生 ,目 的是
“
使贫穷学子能享受公

费 ,俾机会真能均等
”
[侣 ](183页 )。

公费生之公费待遇 ,分食米与副食两项。食米原定每名每日7合计算 ,每月为二市斗一升或面粉 钽 斤。

自 1943年 6月 起 ,改为每人每月食米 2.3市 斗或面粉 佰 斤 ,均照当地市价逐月提前发给。学生副食费在

1940年时 ,每人每月最高者为们 元 ,最低者为 15元 ,依各地物价而有差异。物价继续高涨 ,亦随时予以调

整增加。1944年 8月 ,改照中央规定各地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基本数 1/4支 给。1945年 度起 ,公教人员米代

金并入生活补助费 ,学生副食费乃另行计算。对物价特高地区,另 发特别补助费。1946年 度 ,曾 于 3、 9、 12

三个月先后调整三次 ,约 当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 1/7。 1947年 5月 ,公教人员副食费调整后 ,公费生除食米

2~3市 斗外 ,副食费已由每月⒉000元增为佣000元 ,约 当生补费基数 1/7[狃 ](13页 )。 其他各地均照规定

增加 ,且 随公教人员待遇每三个月调整一次。

自 1938年开始实行贷金办法以来 ,最初两年余 ,款 由各校经费中匀给。其后以数 目渐巨,1940年秋改

由政府追加 ,该年 11、 12两月计支 “0余万元。其后悬为定案 ,列 人预算。物价继续上涨 ,学生所领公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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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 11— 13万名之间。19幻 年 1—5月 份预算数即达⒆5亿余元。下面将 1940—1947年 5月 底教育经费

总数及学生膳费、公费数目列表如下②
[44](14页 )。

1940年 11月 一1947年 5月 教育经费总数、学生贷金暨公费数目及比例

年度 教育经费 学生膳费及公费数 目 学生膳费或公费比例 备 注

105999524 3478515.01 3.28%
1940年 11月 后 ,贷 金角度公费由

政府追加,1940— 1943年 秋季 ,为

贷金制度时期,1943年 秋季后为公

费制度时期

1941 230705748 35829986.57 15.53%

1942 464534315 96814160 20.84%

1943 852555575 297738772 34.92%

1944 5035394950 1130056994.58 22.44%

22768617189 5021907395.84 22.06%

23251848910 18550500000 79.78% 学生膳费及公费系预算数

38265286000C 49540000000 12.95% 膳费及公费系 5月 底前预算

总计 ⒋35362516211 74676325824 I7.15%

由上表可见,1940年 11月 -1947年 5月 ,教育经费用于学生膳费暨公费的达 〃67“乃”4元 ,平 均占教育

经费总额的 17.15%,1946年 的公费预算比例最高 ,达 79.78%。

1945年 10月 ,日 本投降 ,依照贷金或公费办法规定 ,贷金及公费的发给均应
“
至战事结束或本人毕业时

为止
”
,然教育部仍以

“
社会秩序尚未恢复 ,国 民经济仍属困难

”
,公费办法予以维持并一再扩大。国立中等

学校复员以后 ,学生公费仍继续发给。为优待青年军复学学生 ,亦一律享受公费待遇且规定从军退役学生亦

予以公费待遇。19“ 年起 ,公立学校所招新生仍准申请公费 ,虽有全公费半公费名额各减至 30%的规定 ,私

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一律不给公费 ,各校原有贷金生一律改为全公费 ,不受名额限制 ,已往贷金生所贷膳费

完全免予偿还[44](13页 ),而`原 有公费各生仍继续给予至毕业为止 ,该年公费支出即达 523。 “8亿元 ,占 教

育经费 13.7%[45](18-19页 )[猸 ](硐 页)。 1947年 ,公立学校所招新生仍准申请公费 ,全公费半公费名额

各减至 zO%的规定。后来行政院依国民参政会的建议 ,将公费制改为奖学金 ,原有公费生仍给至毕业为止 ,

公费生除拨给各省的 17万名以外 ,教育部直接参与发放的有 13万名 ;同 时 ,因 为绥靖区扩大 ,来 自共产党控

制区的学生增多 ,又规定来自共区的自费生比照公费生待遇供其膳食 ,实际享受公费待遇的人数超过 SO万

人 ,所需经费占部管经费很大一部分 [47](3页 )。 为了改善师生生活 ,自 1947年起 ,教育部规定 ,各校所招

新生中的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员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就学荣誉军人等 ,一律享受公费

待遇 ,不受名额限制。据 1948年上半年统计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 ,有公费生 76978人 ,半 公费生 12181人 。

省级公费生尚不在此内。仅学生膳食一项 ,约 占当年教育部掌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 zs%[32](56-57页 )。

又据 19侣 年统计 ,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全公费生占61390名 ,半公费生占 73犭 名 ,自 费生 ⒛007名 ,形 成 3.4

与 1之比,加上私立学校在内,公费生为 75310名 ,半公费生为 11钾 0名 ,自 费生为 mO59名 ,公费生仍较 自

费生为多 ,综计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生公费占高等教育经临两费 35%强 [48](32-33页 )。

可见 ,学生公费制在抗战前已经创立 ,作用并不明显 ,学生公费制发挥作用最突出的时期是抗战发生以

后 ,对战时教育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支撑作用。

三 民国时期学生免费公费制的作用与影晌

政府与学校设置的原以救济为目标的免费和公费额 ,对 于战时因家乡沦陷而流亡后方的青年及家庭经

济确属困难无力自筹求学费用的学生而言 ,赖此制度 ,方克维持学业至毕业。因此 ,该项制度至少有两种意

义。

首先 ,为众多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通过 自己的努力 ,依靠政府或学校提

供的免费公费学额享受教育 ,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我国在抗战以前 ,已形成惟有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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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方能受高等教育的现象 ,而贫寒子弟之能升学者率皆难获成功 ,战时免费公费制度适足以矫正此种缺

点 ,故一般青年学生均感战时求学反较战前为易 ,战时贷金与公费制实收到了资助贫寒学生、安定社会人心、

加强抗战热情的重大作用 [44](12、 14页 )。

其次 ,免费、公费资助了不少来自沦陷区的、背井离乡而无法求学的原富裕家庭子女维持学业以至毕业 ,

此诚为我国战时国家保持元气的有价值的战时教育政策 [45](19页 )。 据估计 ,战时学生获得贷金及公费

者 ,每年常在 5万人至 7万人左右 ,约 占当时在校学生总数的 SO%[32](12页 )。 据陈立夫回忆 :教育部最初

设贷金制 ,“ 原期受贷学生将来就业后偿还。后来因责偿不易办到 ,并且法币贬值 ,即令能偿还 ,亦几乎等于

不还 ,所 以将贷金改为公费。后来非战区学生 ,因 家庭不胜负担 ,也几乎都得了贷金或公费。此项支出费用

浩大 ,几乎超出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
”
。据统计 ,战 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 ,全赖国家贷金或公

费以完成学业者 ,达 12.8万余人 ,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49](58-59页 )。 当时内

迁重庆的私立复旦大学 ,享受贷金和免收学费的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 30%,而私立院校一向以学费为主

要来源 ,这 30%的 空缺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补助[50](27页 )。 西北联大学生多数来 自华北、东北、华中等沦陷

区,多数靠微薄的贷金和公费来维持极低的学习生活。1938年上半年 ,西北联大 1000余 名学生中 ,享 受公

费待遇者 弘 人(平大冗 人 ,师大 17人 ,北洋工学院 11人 ),约 占全校学生比例 4%[51](52页 )。 内迁贵阳

的湘雅医学院,学生每学期学费仅 10元 ,后 随物价增长到 30元 、们 元 ,如包括书籍、衣服和其他杂费 ,每人

每年至少需 Ts0元 ,有 55%的学生来 自战区,无力支付他们全部或部分费用 ,需要教育部、湖南省政府、教

会、湘雅奖学基金会等的接济[52](1刀 页)。 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回忆道 :“ 笔者时属武汉沦陷

区流亡学生 ,确无经济来源 ,经 申请批准 ,每月可领贷款金法币八元 ,以 六元缴纳学校伙食 ,剩下二元作零

用。
”
[53](zO3页 )当 时八元钱的购买力还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

“
学生的伙食费一九三八年每月七元 ,还 可

以吃到肉和鸡蛋
”
[7](3佴 页)。 内迁成都复校的私立燕京大学,1944年 注册新生 380人 ,共收学费 19万元 ,

而学生享受政府颁发的生活补助费却高达 25万元 [54](3冗一367页 )。

然而 ,免费、公费数额毕竟有限,所达到的救济目的与实际效用十分有限 ,况且本身还存在不少缺陷 ,因

此对免费公费制的作用与影响不能估计过高。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及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爆发 ,军费开支扩大 ,财政收人用于战争 ,致使沦陷区及战

后国统区民族工商业破产 ,工厂倒闭 ,失业者激增。国民政府滥发纸币 ,通货恶性膨胀 ,一般物价涨至战前的

两万倍。这不仅使一般薪水阶级无以为生 ,政府在教育上的投人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广大学生遭受着

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威胁 ,免费公费学生的实际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46年 12月 ,全公费学生每人每

月 51640元 ,其中主食费占38“0元 ,当 时可买一袋面粉还有余 ,生 活尚可敷衍过去。到 1947年 5月 ,全公

费学生每人每月虽增至 124000元 ,而当月中旬每袋面粉价格已上涨至 145200元 ,全公费生的全部费用尚不

够买一袋面粉 [21](440-443页 )。 学生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吃 的是渗水发霉的黑米及不见油盐的白水煮青

菜 ,即使这样 ,有些学生还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顿[55](3狃 页)。 由于公费比例小 ,许多经济拮据的学生

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他们有的白天读书 ,夜 晚去当家庭教师 ,或去战区教师服务团登记 ,领 取救济金

[56](1⒆ 页),有 的甚至靠教师接济 ,维持学业。比如西南联大学生申泮文 (无机化学家 )曾 因经济困难 ,找

到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 ,说 :“ 我家不是沦陷区,没有我的助学金 ,可是家里又没有钱供给我 ,我念不下去

了。
”
杨石先先生尽管生活也很紧张 ,不时靠典卖衣物补贴家里 ,仍从月薪里支出十元救济申泮文[57](227

页)。 因生活艰辛 ,西北联大学生健康水平 日益下降 ,据校医室 1939年 3月 8日 至 ” 日20天的统计 ,全校

800人左右 ,生病就诊者达 21刀 人次 ,其 中肺病和心脏病患者占的比例最大[5叫 (53页 )。 为了生存 ,广 大学

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
“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
斗争。1947年 春夏之交 ,各地公私立学校发起吃光运动。

1948年 ,有若干专科以上学校学生 ,如 国立重庆大学、中正大学等[58](36页 ),向 政府当局请求全公费 ,甚 至

发生绝食游行等行动 ,进而演变成学生全面公费运动[48](36页 )。 因免费、公费制不足以完成救济青年学

生的目标 ,进而演变成学生反对国民政府的一大理由,这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

抗战时期的公费制度体现了国民政府只重专才不重通才 ,只 重实科不重文理科 ,片面强调培养实科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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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针。在公费待遇上 ,工科学生较文理科学生优厚。1943年 8月 ,行政院通过《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

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科系新生全为

甲种公费生 ,理学院科系学生以 gO%为乙种公费生 ,农学院科系学生以ω%为 乙种公费生 ,文 、法、商及其他

各院科系学生以们%为 乙种公费生 ;省立专科以上学校亦适用前项规定 ;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则依照医、

药、工各院科系学生以TO%为 乙种公费生 ,理 、农各院科系学生以 50%为 乙种公费生 ;国 立大学或独立学院

新旧研究生一律比照甲种公费生办法 ,大学先修班新生以90%为 乙种公费生 ,国立中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

新生全为甲种公费生 ,国立中学新生以⒛%为 乙种公费生 [321(53页 )。 这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特别是

原以文理科为特点的北京大学等校师生的强烈反对[7](sg4页 ),并导致抗战时期教育的畸形发展趋势。

除此而外 ,公费制的流弊颇不少。正如张文昌所说 ,公费制最显著的流弊是养成了青年的依赖心、作伪

心 ,视为一种应得的权利 ,可以不劳而获。学校在审核时 ,亦难得公平 ,尤其对新生 ,是 否需要、家境如何 ,一

时苦无可靠调查与根据 ,其填写的证明书亦多不可靠。甚至有些学校当局以公费作为恩怨工具、奖惩手段 ,

亦欠妥当。公费制亦有不公平之处 ,其一是国立学校独厚 ,省库困难者则没有 ,县市立与私立者更少机会 ;其

二是战后小学没有公费 ,中学有者绝少 ,只 国立大学生可以享受公费 ,形成头重脚轻的反常现象。且享受公

费之学生心理 ,丝毫无感激心思 ,认为是应得权利[45](19页 )。 就整个教育情形而言 ,国家教育原应以初等

教育为基础。我国基础教育因经费缺乏 ,失学儿童达到 50%以上 ,而 国家对基础教育补助较少 ,却费大量金

钱维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公费 ,似亦于情理不合[44](14页 )。 因此 ,在抗 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 ,国 民政府

实行的免费、公费制虽然是合理的措施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保证了我国教育弦歌不辍 ,为 国家培养了大批建

设人才 ,但是在当时环境下 ,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注释 :

①据笔者眼界所及,目 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学生免费制度研究较少,仅有商丽浩《近代教育的绿色通道》(《浙江教育》1997年

12期 )一文略有提及,全面而深人的研究论著尚十分缺乏。

②根据安骥《公费制度之创立及其沿革》(《教育通讯》复刊1947年 3卷 10期第 14页 )中 的表格改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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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yste【 n of students’  tuition waiver and public fund develops in the particular pohtiˉ

cal, econoⅡ1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increasingly higher tuition and fees, deteriorating social poli-

tics and economy, more popular educational equahty thought and war. It plays an irnponant and active

r°le in rectifying the trend of China’ s educauon bec。 rning aristocratic, reahzing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equalization and being compulsory, and cultivating human resources for Anti-Japanese

War and construction. However, it still has lirrlits and ma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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