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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教育投资结构分析
3
陈江生 ,张晓东 ,师江澜 ,范秀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西部教育投资结构直接影响着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教育投资比重及绝对量均偏低 ,三

级教育投资结构中高等教育投入比重偏高 ,初级教育投入不足 ,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投资收益规律 ,指出西部教育投

资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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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商品经济不

发达 ,科技进步将成为未来西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

点 ,只有依靠技术进步 ,才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现代化进程。物质技术要素的投入 ,不仅要求有优化

的技术推广体系相匹配 ,更要求劳动者的素质必须与

之相适应。由于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主

要途径 ,因此目前西部地区教育现状如何、今后教育投

资的方向如何将直接影响着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投资结构的合理

性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对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主体有国家 (政府) 、企

业和劳动者个人(或家庭) 。我们把政府提供教育经费

的行为称为宏观教育投资行为 ,把个人或家庭担负教

育费用的行为称为微观教育投资行为。

一、中国西部宏观教育投资的

外部比例分析

　　政府作为我国教育投资主体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 ,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我国西部教育投入中 ,政

府投入比例较大 ,而其它种类的教育投入比例较小[1 ] ,

一方面说明西部教育投资形式单一 ,另一方面说明西

部教育投资的总量较小。

反映一国教育资金投入整体水平的公共教育经费

占国民生产总值 ( GNP)比例的指标值 ,中国是属于世

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 ,1991 年为 2. 86 % ,发达国家

为 6. 1 % ,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为 4 % ,发展水平较低的国

家为 3. 2 %。1992 年中国降为2. 73 % ,1995 年仅为

2. 46 %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 9 %、较发达地区平均水

平的 5. 6 %、次发达国家的 4. 1 % ,比印度 (3. 5 %)等国

家还低。

相比之下西部省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西部 GDP

的比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几年均达到了 3. 2 %以

上的比重 ,但是根据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确定了教育经费投入指标 ,明确规定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20 世纪

末要达到 4 %的目标 ,这个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

平。显然 ,西部省区离这一目标也有不小的距离。虽

然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来说 ,西部省区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从绝对量来看 ,西部省区财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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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 18. 5 % ,这相对于

西部占全国 22. 85 %的人口以及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来

说 ,显然有些偏低。[1 ]

中国的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 ,是个统管师生员工

衣、食、住、行的小社会 ,除了教师、教辅和教学行政人

员以外 ,学校还要维持一大批后勤人员 ,使得本来就短

缺的资源一部分又消耗在教学以外的事情上 ,学校难

以集中精力搞教育和科研。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 ,

2001 年西部各省区高等学校的教师比例基本上保持在

42 %左右 ,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比例基本上保持在

52 %左右。[1 ]这种失衡的比例关系 ,使得教师在学校中

享受不到应有的地位 ,使本来就少的分配和福利待遇

被挤占、侵害。这种格局势必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

影响教学质量和教育的发展。

二、中国西部宏观教育投资的

内部比例分析

　　在教育投资总量既定时 ,政府教育投资在教育系

统内的配置要与教育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同时 ,教育投资配置的合理性既会直接影

响到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也会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源

素质。

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为了普及初等教育 ,

政府教育投资重点是初等教育。这时 ,初等教育经费

份额最多 ,中等教育次之 ,高等教育最少。随着经济发

展 ,普及教育延伸至中学 ,中、高等教育份额提高 ,在经

济水平达到人均 GNP5 000 美元以上后 ,中等教育份额

扩大为最大 ,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比例关系。另外 ,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各级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之

间的差额逐渐缩小。表 1 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统计年鉴》,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类的有较完整资

料的 50 个国家(1980 年)的数据整理而得。表 1 中数

字正是反映了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配置的趋势。

表 1 　1980 年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的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和学生平均经费比例[2] 　　　　%

人均 GNP(美元)
各级教育投资比例 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比例

初等 中等 高等 初等 中等 高等

500 以下 49. 6 32. 4 18. 0 1 2. 2 28. 0

600～2 000 46. 3 33. 2 20. 5 1 2. 5 9. 9

2 000～5 000 40. 9 29. 0 30. 1 1 1. 7 5. 7

5 000 以上 34. 4 45. 1 20. 5 1 0. 8 1. 7

表 2 　2000 年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3] 元　　　

地区

普通小学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等学校 三级经费比例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初 中 高

全国 37. 18 4. 09 212. 08 - 6. 66 74. 08 - 3. 75 214. 90 - 5. 98 2 921. 23 - 1. 39 1 13. 5 78. 6

东部 123. 72 8. 81 481. 01 0. 91 236. 02 3. 81 422. 72 - 0. 11 2 953. 36 - 4. 45 1 9. 2 23. 9

西部 66. 42 - 5. 67 185. 17 - 12. 51 100. 75 - 11. 66 299. 03 - 10. 83 1 868. 75 - 12. 51 1 8. 8 28. 1

　　从表 2 可以看出 :2000 年西部各级教育生均预算

内公用事业费中 ,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职

业中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大大低于东部。而普

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事业费下降幅度较大 ,且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西部办学条件与东部差距较

大。西部普通高中 2000 年生均预算内公用事业费为

185. 17 元 ,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 53 % ,但只相当于

东部平均 481. 01 元的38. 49 %。从三级生均教育事业

费比例来看(见表 3) ,2000 年西部的三级教育经费比例

为 1 ∶6. 6 ∶10. 5。对照国际平均值发现 ,就 2000 年来

说 ,西部中等教育投入较大 ,初等教育投入较低 ,高等

教育基本合理 ,但是从增长率角度来说 ,初、中等教育

投入增长较快 ,普通高等教育下降幅度较大 ,从一定程

度来说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 ,高等教育投入一直过

高(全国情况均是如此) 。另外 ,长期以来 ,在东部经济

比较优势的影响下 ,西部高级人才“东南飞”的情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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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 ,形成了西部在有限资金的情况下 ,大力投资高

等教育 ,以落后地区支持发达地区的不合理局面。就

目前来说 ,若不能有效解决高级人才“东南飞”的情况 ,

对比东部高等教育投入比例 ,西部的高等教育仍然是

处于支持东部经济发展的地位。显然 ,目前西部的三

级教育投资比例仍然不合理 ,基础教育投入过低 ,而中

高等教育投入偏高。

表 3 　2000 年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 元　　　

地区

普通小学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等学校 三级经费比例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经费/

生

比上年

增长
初 中 高

全国 491. 58 18. 52 1 314. 99 3. 6 679. 81 6. 28 1 349. 45 12. 07 7 309. 58 1. 50 1 6. 8 14. 9

东部 965. 82 17. 27 1 907. 01 7. 18 1 208. 27 8. 82 1 945. 25 13. 01 7 570. 19 1. 91 1 5. 2 7. 8

西部 550. 33 14. 58 1 304. 41 - 1. 01 816. 17 1. 67 1 519. 17 8. 33 5 755. 02 - 4. 50 1 6. 6 10. 5

三、微观教育投资规律分析

表 4 可以看出 ,1993 年人均教育支出 95. 35 元 ,占

家庭人均收入的 3. 7 %;到 1998 年这项支出已达275. 01

元 ,占家庭人均收的比例也增到5. 1 %。这说明 ,居民

对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由此我们可以进一

步得出微观教育投资规律 :在短期内 ,家庭观念等因素

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家庭教育投资与家庭收入有关 ,

家庭对教育的投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且增

加的幅度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递增地增加。

表 4 　1993～1998 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收入[1] 元　　　

指标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合计

人均教育支出(A) 95. 35 128. 39 165. 70 204. 00 237. 61 275. 01 1 106. 06

家庭人均收入(B) 2 577. 1 3 496. 2 4 283. 0 4 838. 9 5 160. 3 5 425. 1 25 780. 9

A/ B 3. 7 3. 7 3. 9 4. 2 4. 6 5. 1 4. 3

四、教育投资收益结构分析

讨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就是明确教育投资收益应

如何划分的问题 ,也可以说是谁有权享有教育投资收

益权的问题。教育投资的结果形成人力资源 ,人力资

源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人力资本。

要分析人力资本的收益权 ,首先需要界定人力资

本的投资主体及其各自的投资方向与投资动机 ,然后

才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进行科学的界定。根据产

权经济学理论 ,一种资本的所有权 ,一般归这种资本的

投资者所有 ,并且凭此而具有收益权。人力资本作为

一种资本要素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 ,除了人力资本是

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资本要体现其资本价值外 ,

还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各方投资的结果 ,各投资方

从自身的投资目标和方向出发 ,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因此 ,所谓人力资本收益权 ,是指人力资本经营者 (含

人力资本载体本身和人力资本使用者)根据其投资金

额以及与人力资本使用各方的相关契约和国家有关法

规的规定 ,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的权利。教育投资是

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 ,其投资收益应符合人力资

本收益规律。

(一)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分析

教育投资的收益是一种未来的潜在的收益。教育

投资的个人收益表现为家庭或个人的货币收入增加 ,

福利收益和工作条件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 ,还有一些

非货币性的收益 ,如社会地位或声誉的提高 ,拥有较大

的职业机动性以及精神生活更加充实等。

根据以上投资主体的分析 ,以及“谁投资 ,谁受益”

的产权收益原则 ,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人 ,由于受教育期

间所支付的精力、时间和货币的机会损失较大 ,因此从

理论上说 ,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人应该享有较大的个人

收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

尤其是市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个人能力在分配

过程中已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受教育越多收入越高已成为

一个普遍的规律 ,从表 5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不同发展

水平的国家 ,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有所不同。一般经济

较发达国家 ,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相对较低 ,而经济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较高 ;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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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来看 ,在不同层次教

育上投资的收益率有很大差异。其中初等教育的收益

率最高 ,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其次 ,中等教育的个人收益

最低。正是这种关系 ,不仅使教育投资得到补偿 ,还有

利于鼓励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 ,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

高 ,推动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而

西部地区属于我国的不发达地区 ,西部的教育投资的

个人收益规律具有不发达地区的特性 :一方面教育投

资具有较高的收益率 ,投资于教育是促进西部经济发

展的强大推动力 ;另一方面 ,由于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

个人收益率 ,同时 ,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很容易实现由

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转化 ,这就为实现教

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以有限的政府

财力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表 5 　不同地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4] %　　　

地区
社会收益 个人收益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样本国家数

非洲 28 17 13 45 26 32 16

亚洲 27 15 13 31 15 18 10

拉美 26 18 16 32 23 23 10

欧洲、中东与北非 13 10 8 17 13 13 9

发展中国家 24 15 13 31 19 22 45

　　当然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并不仅仅表现在个人未

来经济收入的提高上 ,它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个人未来较合理的支出 ,即受过教育的人与未受过教

育的人相比 ,能够较为合理地安排个人的支出 ,较为理

性地处理每一项消费 ,从而使每一元支出更为有效 ,这

也等于增加了收入。(2)个人未来健康的身体。受过

教育的人 ,通常会更珍惜和懂得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体

健康 ,从而提高身体素质 ,增加未来的收入。(3)个人

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受过教育的人与未受过教育

的人相比 ,由于知识面广 ,技能相对全面 ,因而适应能

力较强 ,从而有较多的机会变换职业 ,以获得更高的收

入 ,即使工艺过程和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也不致于

失去就业机会。

(二)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分析

教育投资的社会非经济收益表现为国民教育水平

提高后可增加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能力 ,运

用社会赋予的民主权利 ,社会道德风范更加美好等。

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除了降低人口出生率[5] 、解决结

构性失业等方面问题外 ,主要表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 ,

推动经济增长。

舒尔茨测定 ,战后美国农业生产的增长 ,只有 20 %

是物质资本投资引起的 ,其余 80 %主要是教育以及与

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作用。[5 ]也就是说 ,在现代

生产过程中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物质资

本的贡献 ,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是远远高于物质资

本投资的收益率的 ,必须正确确定教育投资与国家财

力间的关系 ,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来确定合理的教育投

资比重 ,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也是形成经

济增长良性循环的积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 ,在西部

大开发的关键时期 ,西部资本积累的重点 ,应该从物力

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 ,而人力资本的多少 ,关键在于教

育投入。

从三级教育的内部社会收益率来看(见表 5) ,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 ,三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基本相同。

而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三级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

来看 ,在不同层次教育上投资的收益率有很大差异。

其中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 ,中等教育的收益率其次 ,

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低。西部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规

律具有不发达地区的特性 :一方面教育投资具有较高

的收益率 ,投资于教育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强大推

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初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 ,

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很容易实现由潜在人力资源

向现实人力资本的转化 ,这就使实现高等教育投资主

体多元化、集中政府财政加强初等教育、以有限的政府

财力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五、结　论

1.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

发展。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但财政

教育经费总量偏低 ,经费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2.西部教育投资主体单一 ,政府财政压力大。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地区经济

的不断发展以及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 ,人力资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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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这使实现中高等教育投

资主体多元化、减轻政府教育投资压力成为可能。

3.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投资结构正逐渐趋于合理 ,

但目前政府对中高等教育投资水平仍然过高 ,且投资

效率低 ,特别是学校办社会使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加重

了经费短缺问题。初等义务教育仍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4.教育投资对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

作用。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不发达 ,要缩小东

西部地区差距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首先要缩小东

西部地区教育的差距、知识的差距与技术的差距。加

大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总量 ,高效合理地安排西部教育

投资结构 ,在吸纳社会、个人资金投资于高等教育的情

况下 ,政府减少高等教育投入比重 ,加大初等教育投入

比重 ,才能真正实现西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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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West China

CHEN Jiang2sheng ,ZHAN G Xiao2dong ,SHI Jiang2lan ,FAN Xiu2rong
(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 Yangling , S haanxi 712100 , 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the West China can influ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or all over the country , but both the proportion and aggregate amount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West China

are very low. The 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on the high side ,while the primary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on the

short side.Based upon analyzing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this paper offers some refer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al opera2
tion for education programming in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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