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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公共财政为研究视角，选取厦门市学区房制度为研究对象，根据公共财政相关理论，选择从已有

文献、现有政策、市场交易三个方面，建构学区房制度的研究框架，发现厦门市学区房制度存在入学程

序较为僵化，人性化考量明显不足；住房买卖交易成本高，政策落实阻碍大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研

究提出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推行“租售同权”化；强化公共财政运行法治建设，发挥公民监督作用等完

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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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finance, the study selects Xiamen school district housing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ublic finance,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chool district housing system from existing literature, existing policies and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finds that Xiamen school district housing system has rigid admission procedures 
and insufficient human considerations; high hous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large policy imple-
menta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implement the “same right of rent and sale”, strengthe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operation, and give play to the supervision role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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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之发展的根本大计，教育对个人与集体形成正确行为价值观都具

有特有塑造性[1]。为适应时代潮流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对此，党中央

不断推进完善国家教育体系，拓宽基础教育的普及面，为无数学子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但是，社会

教育资源分配效率低，优质资源存在缺口等客观问题的存在，让无数家庭“择校而居”，学区房问题由

此而生。所谓学区房问题，即家长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优秀师资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

或地方“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根据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应

招收指定地域范围内的学生，在这个范围里的学生可以享受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2]。多地实行的“单

校划片”和“多校划片”入学政策也由此而来。于是，教育资源的集中地区便成为了“学区”，而与这

些教育资源所相邻的房子，自然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学区房。学区房的设定旨在改变“以钱择校”“以

权择校”的乱象，保证教育公平，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化的发展。但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划片政策的推行

更多是改变了“以权择校”的乱象，教育水平差异的持续存在使得学区房溢价呈现片区化。显然，这与

政策制定初心相背离，需要探究政策执行效果“走样”的内在诱因。基于此，本研究以公共财政视角为

研究维度，选取厦门市作为研究样本，以点带面，开展对学区房制度的研究。 

2. 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本部分旨在通过梳理过往研究及现有制度，发现学区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之前，本文需指出明

确两点。其一是为何选择厦门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二是如何应用公共财政视角剖析学区房制度。其一，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一文件可知，厦门市第一

批实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的厦门[3]。至 2024 年，此项制度已在厦门实行 10 年，制度发展较

为成熟，且 2023 年 11 月 15 日，厦门市又最新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的通知》，

明确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表明了厦门市政府十分重视学区房问题的解决，因此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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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厦门市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其二，缘何选择公共财政视角。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公共财政是现代

社会中实现政府与私人之间资源最优配置的最佳方式[4]。也正因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公共财政应

该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明确提出要将财政置于国家治理体系范畴下重新定

义财政。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公共财政相关理论，选择从已有文献、现有政策、市场交易三个方面，建

构学区房制度的研究框架，并发现当前厦门学区房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已有文献着手。对中国学区房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截止 2024 年 1 月，在中国知网以“学

区房”为主题搜索，发现论文有 140 余篇。研究主体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探讨学区房与教育

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较多的结论是：由于教育资源质量的不均衡分布，导致居住分层、阶层

财富的代际转移、阶层流动性降低等问题增加了社会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想要完全消除学校间教育质

量的差异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学区房热潮就无所可为。有研究提出随着改革学校质量

的实际变化逐渐明朗，加之综合改革频繁的批次，购房者也逐步回归理性[5]。但是，现今由于去重点学

校“借读”的方式被认为严重背离教育公平而被严格限制，为了获得优质学校的入学资格，家庭必须在

学区内安家落户，倒逼大众“以房择校”。“以房择校”从客观层面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与学区房供给

的不平衡，人们普遍存在对优质学区的情结，致使学区房的市场需求水涨船高[6]。第二类则是探讨国家

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学区房价格之间的联系。例如有研究者对我国人口政策对学区房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发现“二孩政策”的推出和落实并没有因消费增加而挤出家庭教育投入，而是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了学区房更大的涨幅[7]。对文献的分析表明，现有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

不足：一是研究内容多为国家政策或教育资本视角，很少有涉及某一具体地区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结果。

二是资料收集方法多为单一政策的横向梳理，多个时间点上的纵贯较少。 
其次，观察现有政策可以发现：入学程序较为僵化，人性化考量明显不足。“就近入学”政策是学

区房产生的直接原因，其本意是防止“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等现象。但是，强制“就近”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因资源差异而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反而使得经济因素在优质资源的争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催生和推动了学区房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强度，而且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有

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在为厦门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子女入学的问题。但是，

有学者在厦门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外来人口往往对户口、学区划分、入学名额等政策不了解，且有些政策

对外来人口的子女入学有所限制，甚至会出现父母在厦门岛内(思明区、湖里区)工作，而子女却只能前往

岛外(同安、集美等区)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8]。这些情况都说明，当前厦门市学区房制度中的入学程序

较为僵化，人性化考量明显不足。 
再者，从市场交易视角观察发现：厦门市住房买卖交易成本高，政策落实阻碍大。由于现阶段我国

各城市仍在快速发展中，交通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形成因交通因素导致学区房范围较小，供给严重不对

等的问题。很多普通家庭既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但又因为房价过高而望而却步，付不起高昂的房费。

高昂房费下就会产生利益驱动、 政策的短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寻租”行为、政策执行中的“经济

理性选择”、自身利益的谋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情形。加之国家发展政策转变、经济和产业

结构调整、人口压力持续增强、独生子女普遍化、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竞争日益激烈、生活水平提高、

“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和现代化思想累积等综合作用强化了教育功能。教育在择业和提高生活质量方

面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公众对优质和特色教育的需求急速膨胀，使得各项政策措施在执行中压力重重，

阻碍过大。 

3. 公共财政视角下厦门市学区房制度的完善路径 

政府政策是市场运行的指南针，面对厦门市学区房制度存在的问题，政府必须加快制定具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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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政策建议，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明确性和严密性[9]。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现阶段应完善绩效

考核制度，推行“租售同权”化；强化公共财政运行法治建设，发挥公民监督作用。 

3.1.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推行“租售同权”化 

针对学区房与教育资源、入学名额绑定的特点，研究认为针对现有买房压力大，学区房价格过高等

问题，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允许租房家庭享有与买房家庭同等的入学机会，降低购房需求。然而，“租

售同权”只能确保租房者获得本地基本的子女义务教育，关键还是在于要实施新型产权的学籍分配体制，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降低教育资源对房价的过度影响。这就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如

利用政府网络数字平台等定期统计、汇总、分析有关学区房房价等核心数据，发改委、财政等部门可根

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台调控政策，对出台后的政策必须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评估。但是，评估必须具有

真实性。这就要求在评估过程中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群体，将调查研究的触角深入基层。例如上级监

管部门可通过座谈交流、个人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群众所盼、基层所难，并将调研

发现的问题纳入“问题清单”，以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讨会等方式，对列入清

单的问题逐一分析，采取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的方式集中开展整治，切实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完善

优化学区房制度的具体行动。对于事后评估中发现决策官员有乱作为、不作为的情形时，必须将其纳入

官员的考核指标，形成与公共部门人员相关联的立体化绩效数据，实现学区房问题与官员考核时时相关

联，事事相衔接，迫使地方官员重视学区房问题，解决学区房问题。 

3.2. 强化公共财政运行法制建设，发挥公民监督作用 

学区房问题是否能够高效解决，关键在于对理论的应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滚滚浪潮中，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无疑是解决学区房问题的根本路径。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本

质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导致的地皮价、成交价都明显虚高，进而催生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

强债务连锁关系。因此，仅靠地方政府恐怕难以持续性解决学区房问题。所以，本文提出以下解决路径：

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须以立法的方式，让公共财政运转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为此，中央和地方

都要出台相应位阶的公共财政领域的法律法规，通过明确的法律进一步细化学区房制度，规范政府和社

会、中央与地方等重大关系，让地方政府必须依法行使公共财政，逐步稳定房价。当然，在立法过程中，

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民主决断等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亦或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补充性立

法[10]。另一方面，学区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必须让人民群众可以切实监督学区房政策的执行

情况。人民可以切实有效的监督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各项基本权利，甚至是保障人权的最有效方式，更

是领悟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鲜明的实践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深厚的历史逻辑，真正将全面依法治国

与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根本路径[11]。所以，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可以率先开展相应试

点，健全沟通、协调与畅通内部的多重监督机制，厘清职权并公诸于众，减少信息不透明等灰色地带，

从而实现庙堂与江湖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地筹谋国家社会的发展大计[12]。 

4. 结语 

研究从已有文献、现有政策、市场交易三个方面发现厦门市学区房制度存在入学程序较为僵化，

人性化考量明显不足；住房买卖交易成本高，政策落实阻碍大等问题，并提出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推

行“租售同权”化；强化公共财政运行法治建设，发挥公民监督作用等完善路径。学区房制度的完善

既关系着教育公平、财政政策等国家上层建筑的稳定，更牵动着亿万家庭的核心利益，值得学界进一

步探索研究相关理论，发现典型案例，以点带面地逐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更快提升人民的满足感、

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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