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的是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高 速 发 展，在 经 济 总 量

取代日本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以 后，中 国 在

世界舞台 上 的 国 际 地 位 也 日 益 提 高， “中 国 模

式”的呼声 也 日 渐 高 涨。同 时，国 外 也 必 然 更

加关注中 国 的 思 想 理 论 的 指 导 方 向 和 政 治 体 制

改革的走 向。那 么 我 们 在 与 世 界 各 国 的 互 动 交

流中，我们 理 应 积 极 地 把 所 形 成 的 思 想 理 论 传

播到国外，主 动 地 介 绍 我 们 的 思 想 内 涵 和 理 论

品质，让他 们 了 解 到 我 们 的 思 想 理 论 是 为 了 社

会健 康、协 调、可 持 续 发 展 的，是 为 人 民 谋 福

祉谋利益的，是 为 了 世 界 和 谐 的，而 不 是 为 了

世界霸权 和 威 胁 他 国 的 利 益。并 且 在 双 边 和 多

边的国际 协 商 机 制 中，积 极 主 动 地 保 持 与 他 国

的对话与 沟 通，在 涉 及 国 家 战 略 层 面 的 利 益 活

动中，要积极 主 动 地 参 与 进 去 而 不 是 相 反，让

其他国家 感 受 到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和 中 国 崛 起 的 现

状是对世界 做 出 积 极 正 面 的 贡 献，如 此，我 们

的思想理 论 才 会 “外 化”成 文 明 的 力 量，才 会

让他国接受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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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校车事件的产生

陈　卓

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卓在来稿中指出：

发生在我国农村地区的 校 车 安 全 问 题，直 接 原 因 在 于 财 政 投 入 不 足，最 后 导 致 学 校 不 合 格 校 车、黑 校 车 泛 滥。

如果政府部门不加大投入，仅仅 在 安 全 监 管 上 做 文 章，其 结 果 只 有 两 个，一 是 学 生、家 长、学 校、社 会 大 家 “遵 章

守纪”，在 “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学生徒步上学，在城市还可以挤公交车，而 在 一 些 山 区，则 只 能 每 天 来 回 十 几 里

甚至几十里跋涉；二是 “严打”、监管风头过后，私车黑车死灰复燃，并逐渐 泛 滥，家 长、孩 子 无 法 忍 受 长 途 跋 涉 之

苦，出钱找私车送孩子，一切又恢复到原点。结合发达国家 的 经 验，符 合 我 国 现 实 的 选 择 是，对 于 中 西 部 农 村 地 区

学校的校车，由中央财政统一出资购买校车，当地财政 （省、市 政 府）负 责 校 车 日 常 运 行 经 费；对 于 大 中 城 市 郊 区

学校的校车，由省财政负责出资购买校车，学 校 和 家 长 分 摊 运 行 费 用。在 解 决 上 述 地 区 的 校 车 问 题 之 后，进 一 步 从

城市公共交通保障出发，将 中 小 学 校 车 纳 入 考 虑。就 校 车 而 言，作 为 特 种 运 输 工 具，如 同 消 防 车 等 公 益 特 种 车 辆，

校车的社会属性使其不能完全市场化，国 家 财 政 应 该 对 此 有 公 益 投 入。在 目 前 的 情 况 下，不 管 谁 埋 单，校 车 作 为 一

种重要社会资源，已经没有什么疑义；从政府举措的力度和速度上看，解决校车问题，似乎已经刻不容缓。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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