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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共
享的，即所有公民都有平等享有的
机会

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财政供

养机关幼儿园”成了热点话题。因为在

《广东省 2011 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 中，
有 8 所省直机关幼儿园将获得 6863 万元
财政资金补贴。这引起了代表委员及公众

的强烈质疑：公职人员凭什么拿纳税人的

钱为自己的孩子服务？

7 年前，就有广东省人大代表指出，
用省级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极为不合理，

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让少数人受益。到现

在，省级部门预算草案里不仅仍有这样的

安排，而且费用越来越多。那么，这种做

法到底对不对？

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基本属性。公共

财政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共享的，即所有公

民都有平等享有的机会。但在一些地方，

机关幼儿园不是“公共”的，而是“专

供”的，即只招收本级机关干部职工的子

女，或至少是本单位子女优先，这实际上

是拿公众的钱为一小部分人谋福利。这种

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现象，存在两种不

公平：一是对公众及其子女的不公平，二

是对私立幼儿园的不公平。

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解释

说：目前，部分幼儿园是事业单位，按照

我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

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

制本身并无不妥。言下之意，既然是事业

单位，财政预算当然应该有安排。但这种

事业单位该不该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推进，绝大

多数幼儿园已经脱离了财政的供养。据广

东省政协委员吴翰、吴潭伟调查，广东省

享受财政全额或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 410
所，不到总数的 4％。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

育，学前教育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

内。诚然，很多地方确实存在着“入园

难、入园贵”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

府应该大包大揽。只要社会有需要，自然

会有人提供服务。市场具有发现价格的机

制，随着竞争的充分和市场的规范，服务价格自会逐步趋向合

理。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监管、提供服务。如果财政有余

力，也可以对幼教机构进行补贴或者给予税收等方面优惠，但

补贴或优惠应该是普惠式的，而不能只是惠及部分幼儿园，更

不能成为机关干部的福利。

其实，党政机关直属的幼儿园不只存

在于广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有不少。

这些幼儿园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尾

巴”，应当下决心割掉，而作为改革开放

前沿阵地的广东，更有理由率先行动。

中科院“创新 2020”瞄准高精尖
推进多项前瞻战略科技先导专项

本报记者 赵亚辉

世界 16%的电力来自核能

寻找“核燃料的稳定

供给”和“核废料的安全

处置”之道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10 月，全世界共有 441 座反应
堆在运行，为全世界提供约 16%的
电力，法国、瑞士等 18 个发达国
家的核电超过本国供电的 20%。

然而，我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快
速发展，均面临着“核燃料的稳定
供给”和“核废料的安全处置”等
严峻挑战。必须在未来的不长时期
内找到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

否则将影响我国能源发展战略。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先导专项主

要负责人、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副所长戴志敏研究员介绍，目
前主流核电技术是第三代反应堆，
我国瞄准未来 20—30年核能产业发
展的需求，正在展开钍基熔盐堆这
种第四代反应堆核能系统的研究。

我国计划用 20年左右时间，研
发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最终掌握
该系统所有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
实现核燃料长期稳定供应、核废物
最小化、更好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空间科学

探索黑洞、暗物质和

宇宙的奥秘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负责人、中

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吴季研究员说，空间科学开展宇
宙、生命的起源与演化和基本物理
规律的探索，占据自然科学的宏观
和微观两大前沿，是蕴含重大科学
突破的前沿科学领域。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将开展空间
科学卫星关键技术研究、空间科学
卫星的研制、发射和运行，以及科
学卫星上天后的科学数据应用，构
成空间科学任务从孵育、前期准
备、技术攻关到工程研制、成果产
出的完整链条。
“十二五”期间，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将重点针对黑洞的性质及极端
条件下物理规律、暗物质的性质、
空间环境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和生命
活动规律、太阳爆发等太阳活动对
地球空间环境的影响和检验量子力
学完备性等方面开展研究。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帮助人类实现修复创

伤和病理组织、治愈终末

期疾病的梦想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研究与应用
先导专项负责人、中科院动物研究
所周琪研究员表示，现代生命科学
发展的前沿———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将帮助人类实现修复创伤和病
理组织、治愈终末期疾病的梦想。

我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研究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规模和整
体水平上都有差距。

专项将针对我国存在的主要瓶
颈问题进行重大战略部署，集中研
究干细胞调控、干细胞治疗核心机
制、干细胞应用体系等重大科学问

题和关键核心技术。
专项将通过在细胞谱系的建立

与发育调控、功能性细胞获得的关
键技术、人工组织器官构建、干细
胞应用策略四个方面的综合集成研
究，重点阐明肝脏、神经系统等重
要组织器官的正常发育和病理过程
中，干细胞来源、维持、分化、功
能等重要生物学基本问题，发现干
细胞调控的重要机制，发展功能性
细胞获得的关键技术，研发干细胞
因子药物及干细胞功能调控药物，
并建立干细胞应用标准体系。

碳收支认证

实现对我国温室气体

排放与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的准确调查估算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
相关问题专项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吕达仁院士说，针
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的国
际谈判，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最佳
途径选择等重大科技需求，这个专
项将有效组织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力
量，着力回答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
和速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
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问题。

专项将以最为完整与最为先进
可行的技术，实现对我国区域温室
气体排放与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准
确调查估算，以数据库和先进方法
支持我国在碳收支方面的国家行动。

吕达仁表示，专项的预期目标
或成果，将体现在实现自主建立我
国能源、水泥等行业的碳排放计
量体系；分析国际碳贸易市场机
制及其对我国的可能影响，提出
建立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林业、
农业、牧业的增汇技术和经济政
策等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与技术
支撑体系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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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5 日举行的中科
院 2011 年度工作会
议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院长路甬祥强调，
要认真组织实施中科
院 “ 创 新 2020” 规
划，引领带动中国科
技实现跨越发展。目
前，规划中提出的前
瞻战略科技先导专项
（A 类先导专项） 中，
有 4 个已经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