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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再评价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方
!

超!黄
!

斌!云如先

!摘
!

要"本文利用我国
())(

(

()"F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转型发展时期义务教

育投入
>

产出指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从

"财力#"人力#与"物力#的视角评价了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结果发现')

"

*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用于教学活动的计算机数抑制了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

但专任教师数的增长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

(

*样本期内义务教育资源

配置的技术效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状态!反映了实际产出与最优可能产出的不断偏

离!但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投入模式有利于推进义务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

G

*全域莫

兰指数%吉尔里指数
+

以及
X97-3QfA5

指数
X

显示出义务教育投入在全域范围内存

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在局域分布上亦体现出了一定的非均衡分布状态$

空间趋同效应放大了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计算机数对相邻省份空间配置效率的抑制

作用!而专任教师数则通过空间竞争效应驱动相邻省份空间配置效率的提升$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新时代义务教育更有质量的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义务教育&投入
>

产出&资源配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空间计量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I=>()"=

年!四十年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在前期实现

了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率下的社会发展被誉为)中国奇迹+,

+,-./_-A/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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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市场化转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两次外生型的教育扩张

政策///

"*=H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与
"**=

年%面向
("

世纪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分别拉开了中国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助推教育事

业在后发外生型的路径选择下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就本文所关心的义务教

育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普及了小学与初中两级基础教育构成

的义务教育体系!并且规定*统一了九年义务教育学制$根据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为
**&*"W

!而义务教

育巩固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占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分比也

已达到了
*G&=W

,教育部!

()"=

-$同时!经济活动人口中文盲比重也由
"**H

年的
"GW

!下降到了
()"H

年的
(&HW

,国家统计局!

()"I

-$教育事业与劳动

力市场两方面的证据表明了义务教育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人口受教育程度!促

进了劳动人口的初级教育人力资本积累$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如何兼顾地理空间与经济发展水平!譬如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农村与城镇之间!更好地促进

包括财政性经费投入*专任教师数*教学设施等方面的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均

衡发展!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公平!并最终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发展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便成为党和政府在)后义务教育+发展时期所面临的首要问

题$因此!为了深入研究)更加公平地推进义务教育的发展质量+这一课题!

本文将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构建我国

G"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平衡面板数据!评价转型发展时

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以期从效率维度为新时代义务教育更有质量的

发展提供信息支撑与决策基础$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

述评#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的介绍#第四

部分为实证研究结果报告与分析#最后为全文的总结和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国外学者对于教育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的相关研究始于弗里德曼

,

dA-952/.

!

"*H(

-!他认为公共教育财政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单一主导地位

可能导致了教育产出的低效性$引起教育经济学界广泛思考教育经费投入能

否带来相应产出)回报+的是汉纳谢克,

/̀.63,9V

!

"*=H

-!他开创性地将教育

教学行为视作生产性活动!将学生学业成绩视作教育产出!通过投入
>

产出

维度上对教育生产函数的刻画!从而实现了教育资源配置在数量与质量维度

上的科学评测$教育生产函数具体刻画了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学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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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

质量*家庭教育决策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同伴或同群效应四大因素对教育

产出的现实影响!而这四大因素也为后续研究对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评价

提供了借鉴$譬如!

</

B

/36A-

B

/

,

())G

-采用跨国*跨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便在教育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与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

效率$

进入
("

世纪后!国内学者逐步增强了对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探

讨!早期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

Y0S

-与多层线

性模型,

M̀_

-!从微观学校场域的研究视角出发!讨论了我国中西部农村学

校以及昆明市,高中-的学校教育产出效率,胡咏梅*杜育红!

())*

#丁延庆*

薛海平!

())*

-$随着
()")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

年-&的出台!党和政府更加强调通过校际*城乡*区域差距的缩小切实

保障义务教育发展的均衡性!因而后期研究在早期研究关注效率的基础上!

增强了对于资源配置均衡性的思考$譬如!凡勇昆*邬志辉,

()"!

-基于东*

中*西部
=

省*

"I

个区,市*县-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在转型改革时期的成效卓著!尤其是在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培训等指标上

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差距$赵琦,

()"F

-的研究则有针对性地抽取了东部某市的

")"*

所小学!利用主成分分析同时结合
Y0S

的实证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揭

示了小学教育资源配置具有较高的效率!而过度投入与管理落后则是造成

Y0S

非有效的原因$李玲!陶蕾,

()"F

-的研究同样利用了
Y0SQT$@-7

的效

率测评方法!选取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指标!发现义务教育整体效率在

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配置过程中也存在着投入冗余的现象$

整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围绕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

宝贵经验!并且对于如何推进城乡*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提供了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但是基于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与总结!我们发现该主题仍然存

在三处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第一!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讨论较为笼统$义

务教育由小学和初中两级学历教育体系构成!但缺乏对小学和初中学校资源

配置组内效率差异的讨论!这可能不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全面释放小学与初中

教育的产出效率!服务公平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发展#第二!研究方法较为

同质$多数研究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

Y0S

-!鲜有研究选取参数法

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edS

-!对于相同的研究对象而言!可能不利于从方法

异质性的角度进行横向比较!或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第三!对于资源配

置效率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存在空间趋同或空间竞争的关注不足$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将构建我国
G"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

采用参数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划分小学与初中教育阶段!划分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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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西部地区!客观评价转型改革时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比较两级义

务教育体系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组内与组间效率

差异!计算样本期内技术效率,

T0

-的变动趋势$同时!利用不断完善*成熟

的空间计量经济学!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义务教育在)人*财*物+的配置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空间趋同效应或空间竞争效应!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参数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e7$1,/37-1dA$.7-9AZA$5617-$.

!

edS

-有

两种形式!分别为技术效率随时间变化的形式,

7-29Q-.:/A-/.7

-与技术效率不

随时间变化的形式,

7-29Q:/A

B

-.

E

-,方超*黄斌*罗英姿!

()"I

#方超*黄斌!

()"=/

-$根据本文的研究设计!我们采用的数据类型是既包含截面维度
-

!又

涵盖时间维度
7

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因而技术非效率项将会随着截面,省

域-数的增多而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结合宏观数据的可获得性!我

们对于样本期
7

的选取为转型改革时期!即
())(

/

()"F

年!当
7

的时间跨度

较长时!技术效率不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便不适用描述义务教育

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我们利用贝特斯和科埃利,

U/77939c+$9%%-

!

"**(

-

提供的技术效率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形式"

@

+6

1

(

4

A

+6

,

6

-!

!

5

#

9?

C

,

B

+6

2

"

+6

- ,

"

-

式中!下标
-

*

7

分别表示样本期与省域数!而
@

+6

则为省域
-

在样本期内

的义务教育产出$

(

,6-为前沿面的确定产出!

A

+6

,

6

-为样本期内义务教育在

人*才*物上的投入量!

!

为确定前沿面的估计系数!

B

+6

是满足独立分布的

随机误差项!同时服从
B

+6

%

+&+&5C

7

)

!

#

(

B

8的假定!而
"

+6

则是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中的技术无效率项!将技术效率随时间改变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换作线

性表述为"

@

+6

1$D

!

"

E+%,+&'

+6

D

!

(

F&67$+&'

+6

D

!

(

G#.&%

+6

D

!

!

"

9"%6$"'

+6

D

B

+6

2

"

+6

,

(

-

式中!因变量
@

+6

为省域
-

在
7

时期内的义务教育产出!

E+%,+&'

+6

*

F&67$+&'

+6

与
G#.&%

+6

则分别为义务教育在财政*物力与人力上的投入指标!

9"%6$"'

+6

则为影响产出的一系列控制变量!而
!

"

*

!

!

则为相应变量的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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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值$

(&

空间趋同效应或空间竞争效应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而地理

范围上较近的事物相对于较远的事物而言具有更强的空间关联性,

T$@%9A

!

"*I)

-$基于对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借鉴!本文认为省域义务教育人力*物力*

财力投入不仅能够影响辖区内的静态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有可能打破地理空

间上的割裂状态!对相邻省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可能产生推动作用

,空间趋同-!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空间竞争效应-$因此!根据这一假设!

我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改造式,

(

-!检验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趋同或空

间竞争效应"

@

+6

1$D

!

"

E+%,+&'

+6

D

!

(

F&67$+&'

+6

D

!

G

G#.&%

+6

D

!

!

"

9"%6"$'

+6

D

!

F

%

"

%

H

1

"

4

+

H

E+%,+&'

+6

D

!

H

%

"

%

H

1

"

4

+

H

F&67$+&'

+6

D

!

I

%

"

%

H

1

"

4

+

H

9"%6"$'

+6

D

"

+

D&

6

D'

+6

,

G

-

式中!因变量义务教育产出
@

+,

被置于
-

空间单元内!因而从式,

(

-中的

)地理孤立+状态转变为空间相联!

"

%

H

1

"

4

+

H

则刻画了义务教育人力*物力*财

力投入的空间效应!

4

+

H

则为空间非负权重矩阵!

%

为空间滞后项的参数估计

值,

8,$

-!

"

+

与
&

6

则刻画了方程,

G

-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

#二$数据与指标

"&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源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中

国统计年鉴&$其中!省域
-

为除港澳台之外我国
G"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样本期
7

为
())(

/

()"F

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并

未公布
()"!

年的数据!对于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替代处理$需

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的是
()"!

年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G"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原始数据!故线性差值法的使用可能造成观测误差!从而可能引

致估计偏误$但是!考虑到本文在研究设计上旨在兼顾对于整个转型发展时

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因而仍将样本期选定为
())(

/

()"F

年!并

且当
()"!

年统计数据公布后!后续研究的开展也可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进

行纵向对比$

(&

指标处理

教育经济学界在衡量义务教育产出时!多采用毕业生数*在学人数*升

学率*辍学率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通过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相互关系刻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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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借鉴既有研究对投入
>

产出指标的构建,薛二勇!

()"G

-!

本文选取小学*初中两级义务教育体系中毕业学生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

衡量义务教育产出$

图
F

!

义务教育投入
P

产出的线性关系图#

QLW

置信区间$

解释变量方面!为了考察转型改革时期义务教育在)财力*人力*物力+

上的投入水平对产出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专任

教师数以及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作为投入指标!并将其取对数做平滑处理后

代入前述效率方程$为了直观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

系!我们进一步制作了如图
"

所示的线性散点图$从图
"

可知!在
*FW

的置

信区间内!公共财政预算内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毕业生数呈反比例关系!

即毕业生规模越大则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越低!而小学与初中的专任教师数以

及用于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计算机数则与毕业生数量之间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说专任教师数与计算机投入的上升会带来义务教育毕业生数的扩大$

此外!考虑到诸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出生率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对

省域教育发展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方超和黄斌,

()"=@

*

()"=1

-的

研究便指出!在一个高人口出生率的国家或地区!教育资源更有可能流向新

生婴儿的安置!而相对于欠发达经济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则可能有着更为充

裕的资源投资于教育领域$因此!我们在方程,

(

-和方程,

G

-中还纳入了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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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速*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可能影响义务教育资源配置

效率的控制变量组!表
"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表
F

!

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义务教育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义务教育

毕业生数
"(&*"= "(&*) "G&H)H )&*(F )&*HF )&*G*

生均支出
=&""( =&G(" =&*"= )&*"= )&*IG )&*!H

专任教师
""&=G= ""&GGF "(&G"! )&=G( )&==! )&=!=

计算机数
""&H"H ""&G(* "(&"=I )&*"" )&*I! )&*((

经济增速
)&""F

!

)&)!)

人口出生率
)&""F

!

)&)(*

人口城镇化率
)&!I=

!

)&"H)

!!

注"全样本的观测值为
!G!

个!即省域,

-

-

G"

#

样本期,

7

-

"!K!G!

$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

影响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分析

根据前述研究设计!本小节将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选择技术效

率随时间可变,衰减-的模型形式!检验包括控制变量组在内的各项义务教育

投入因素对产出效率的影响!表
(

报告了全样本与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其中!

表
(

第
(

至
!

列回报了小学教育阶段*初中教育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全样

本回归结果!第
F

至
I

列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各项诊断性指标上看!本文对于小学*初中与义

务教育阶段投入
>

产出方程的设置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具体看来!方程的对

数似然值较大!说明各变量能够较好的捕捉各阶段学历教育资源配置产出效

率的变化$

#

(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总体方差!在小学教育阶段*初中教育

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下分别为
)&)"*

*

)&)F"

与
)&)GH

$变差率
(

K

#

(

"

#

(

"

J

#

(

)

的

含义为无效率项的方差在误差项方差中的比重!其参数估计值越大!表明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无效率项对于生产波动具有越强的解释力!而小学*初

中与义务教育阶段中
(

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FI=

*

)&=I!

与
)&==G

!说明小

学教育*初中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实际产出!与其最大可能产出之间的差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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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
FI&=W

*

=I&!W

*

==&GW

的相关因素可以用技术无效率予以解释$

(

作

为时变参数有三种形态",

"

-

($

)

表示无效率项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递减状

态#,

(

-

(

K)

表示无效率项不随时间趋势发生变化#,

G

-

(%

)

则表示无效率项

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递增状态$小学阶段时变参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H

!

并且在
")W

水平上显著!说明生产无效性在样本期内不断递减!也就是说生

产的效率性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状态$与小学教育阶段相反的是!初中与

义务教育阶段时变参数的估计值为负!并且均在
)&)"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说明初中教育与整体义务教育的生产无效性在样本期内呈不断递增的

状态$

)财力+方面!与既有研究较为一致的是!公共财政预算内的生均教育经

费支出在小学*初中与义务教育阶段均为负数!说明生均经费支出负向影响

各阶段学历教育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杨斌*温涛!

())*

#陈岳堂*赵婷婷!

()"=

-$小学*初中与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

位!将分别造成各阶段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G&FW

*

)&*W

以及
*&FW

!生均经

费支出对小学阶段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负效应显著高于初中与义务教育

阶段$)人力+方面!专任教师在各学历教育阶段的参数估计值正向显著!说

明专任教师数的增加能够有效的促进产出效率的提升!而初中教育阶段

"&)(!

的参数估计值显著高于小学教育阶段的
)&**I

!表明专任教师对初中教

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拉升作用高于小学$)物力+方面!用于教学环节的计算机

数增加!对不同教育阶段资源配置产出效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其中!

小学,

>)&)!F

-与义务教育阶段,

>)&)GF

-的参数估计值负向显著!表明计算

机投入的增加将会造成产出效率的下降!而初中教育阶段,

)&)H=

-的参数估计

值则正向显著!表明计算机在初中教学中的广泛运用能够显著提升产出效率$

基于)财力+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认为!从效率维度上单纯扩大生均教

育经费支出并不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生均经费支出在样本期内的上

升趋势反而造成了无效率的现象$因此!在教育财政步入)后
!W

+的时期!

中央与地方财政应在稳定规模*适度提升的基础上!做好结构性调整!尤其

是做好小学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性调整!优化经费投入中的无

效率行为$根据)物力+投入的参数估计值!我们认为基于物质资本推动资源

配置产出效率时!需要将物质资本的投入)量+与投入)质+充分结合!并且考

虑不同阶段学龄儿童的学习特点!通过专任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高

水平授课方式!充分调动学龄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旨在全面释放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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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上的积极作用,方超*黄斌!

()"=5

-!而这也暗自契合

了过去二十年我国正由教育信息化的数量时代步入质量时代的时代特征,顾小

清*王春丽*王飞!

()"I

-$此外!控制变量方面!除了初中教育阶段以外!

区域经济增速与资源配置效率呈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越有效$人口出生率的参数估计值负向显著!表明教育资源配置的

效率在高人口出生率的地区呈现出下降状态!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预期较为

一致!但并未有明显证据证明!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将会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的产出效率,陈岳堂*赵婷婷!

()"=

-$

表
G

!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
全样本回归 分样本回归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义务教育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生均支出
>)&(GF

###

,

)&)GG

-

>)&))*

,

)&)(!

-

>)&)*F

###

,

)&)"G

-

>)&"*)

###

,

)&)("

-

>)&""!

###

,

)&)("

-

>)&(IG

###

,

)&)G(

-

专任教师
)&**I

###

,

)&)!)

-

"&)(!

###

,

)&)G!

-

"&"G!

###

,

)&)!)

-

"&"GF

###

,

)&)G*

-

"&FIH

###

,

)&)="

-

"&)G(

###

,

)&)(I

-

计算机数
>)&)!F

##

,

)&)()

-

)&)H=

###

,

)&)(F

-

>)&)GF

##

,

)&)"I

-

>)&)I*

##

,

)&)G=

-

>)&)="

##

,

)&)G=

-

>)&)I*

##

,

)&)G"

-

经济增速
)&")*

,

)&"(!

-

>)&))=

,

)&"(H

-

)&"HI

,

)&")(

-

)&"HI

#

,

)&")"

-

)&))F

,

)&()!

-

)&IG(

###

,

)&()!

-

人口出生率
>)&*!=

#

,

)&FHG

-

>"&=FF

###

,

)&!")

-

>(&!)

###

,

)&GG!

-

>"&)HH

#

,

)&F*)

-

>G&F")

###

,

)&I("

-

>"&(!F

##

,

)&F("

-

人口城镇化率
)&)"I

,

)&")F

-

>)&G)F

###

,

)&")G

-

>)&""G

,

)&)==

-

)&"!H

,

)&)*I

-

>)&")(

,

)&GF"

-

>)&""G

,

)&"F!

-

常数项
!&GFI

###

,

)&I)=

-

"&FI(

###

,

)&(I)

-

"&F"=

###

,

)&!!)

-

(&!=)

###

,

)&FIF

-

>G&!F!

###

,

)&=!*

-

F&)HI

###

,

)&HGF

-

#

(

,

3-

E

2/

(

-

)&)"*

,

)&))!

-

)&)F"

,

)&)"G

-

)&)GH

,

)&)""

-

)&)")

,

)&))I

-

)&")"

,

)&(GG

-

)&))!

,

)&))"

-

(

,

E

/22/

-

)&FI=

,

)&)=F

-

)&=I!

,

)&)G!

-

)&==G

,

)&)G=

-

)&I)I

,

)&()"

-

)&*H(

,

)&)=*

-

)&)=(

,

)&)I!

-

"

,

26

-

)&H)!

,

)&!)G

-

)&=FF

###

,

)&()I

-

)&GG(

##

,

)&"!"

-

)&")I

,

)&)HI

-

>)&G"(

,

"&!)"

-

)&!)H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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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全样本回归 分样本回归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义务教育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

)&)(H

#

,

)&)"!

-

>)&)FG

###

,

)&)")

-

>)&)(=

###

,

)&))H

-

)&)(H

,

)&)(G

-

>)&))!

,

)&)")

-

)&)H=

###

,

)&)(!

-

对数似然值
G=!&G()

###

!"I&(F=

###

F)I&(*G

###

(G"&!H*

###

"FG&HG=

###

"=)&(IF

###

截面数,

-

-

G" G" G" "( * ")

样本量
!G! !G! !G! "H= "(H "!)

!!

注",

"

-括号内为标准#,

(

-

###

C%

)&)"

!

##

C%

)&)F

!

#

C%

)&"

$

为了进一步讨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我们在全样本回归

的基础上!根据地理位置同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

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海南省!

共计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为
"H=

个观测值#中部地区则包括山西

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与

湖南省!共计
*

个省'自治区!样本量为
"(H

个观测值#西部地区则涵盖了重

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计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

量为
"!)

个观测值$从各项诊断性指标上看!本文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变

量设置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时变参数的参

数估计值在中部地区为负,

>)&))!

-!但在东部地区,

)&)(H

-*西部地区

,

)&)H=

-为正!说明相对于东*西部地区技术无效率项在样本期内不断递减!

技术效率不断上升而言!中部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项在样本期内

呈上升趋势!因而技术效率则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从参数估计值上看!分样本回归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呈现出一定的相似

性!但在某些地区特征上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方面!东

中西部地区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

*

>)&""!

以及
>)&(IG

!并且都在

"W

水平上显著!表明各地区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

位!将会使得辖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

*

""&!

以及
(I&G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对产出效率的负效应显著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专任

教师对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正向显著!东*中*西部地区的弹性产出表

明小学或初中专任教师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可推动资源配置产出效率

提升
""G&FW

*

"FI&HW

以及
")G&(W

!中部地区因教师投入量提升的产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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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高于西部地区$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计

算机投入方面!各地区的参数估计值均在
"W

水平上负向显著!显示出教育

信息化由数量时代过渡为质量时代!单纯依靠增加计算机的使用量并不能有

效的促进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

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技术效率的估算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样本的估计!我们进一步估计了样本期内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

T91,.-1/%044-1-9.1

B

!

T0

-"

T0K0

4

9?

C

,

>

"

+6

-

&

B

+6

>

"

+6

5 ,

!

-

式中!技术效率
T0

表示义务教育实际产出与可能最大产出之间的比率!

取值范围在4

)

!

"

5之间!当技术效率的取值越接近于
"

时!表示义务教育的

生产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当
T0

取值为
"

时!表明义务教育产出在水平

最优前沿面上!因而不存在技术无效率!而这相当于实现了义务教育资源配

置的帕累托最优$根据表
G

给出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我国省域义务教育资

源配置的技术效率存在两点特征"

第一!技术效率在样本期内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义务教育实际产出

与其在理想状态下最大可能产出之间呈现出偏离状态!反映了近年义务教育

在)人*财*物+上不断增长的投入水平!可能引致了产出结果的无效率!而

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前文有关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用于教学环节的计

算机数的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消极影响的论断$第二!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并未表现出正相关性$传统意义上经济较

发达的地区!譬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在配置义务教育资源时的

技术效率!反而落后于海南*广西*贵州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西藏自

治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在
()"F

年为
)&*HI

!高于其他所有省份!

说明当前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模式有利于缩小各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而造成的初始投入差距!从而能够实现省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郑展鹏*

岳帅!

()"I

#方超*黄斌!

()"=9

-$

表
K

!

各省市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

省份
GDDG GDDL GDDH GDDR GDDS GDDQ GDFD GDFF GDFG GDFK GDFC GDFL

北京
)&I)!)&H=G)&HIH)&HH=)&HH")&HFG)&H!F)&HGI)&H(*)&H(")&H"( )&H)!

天津
)&I!!)&I(!)&I"=)&I"")&I)!)&H*I)&H*))&H=G)&HIH)&HH=)&HH) )&HFG

河北
)&I(*)&I)*)&I)()&H*F)&H==)&H=")&HIG)&HHH)&HF=)&HF))&H!( )&HG!

山西
)&I(*)&I"))&I)G)&H*H)&H=*)&H=")&HI!)&HHH)&HF*)&HF")&H!G )&HGF

内蒙古
)&HII)&HFF)&H!I)&HG*)&HG")&H(()&H"!)&H)H)&F*I)&F==)&F=) )&FI"



H(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续表

省份
GDDG GDDL GDDH GDDR GDDS GDDQ GDFD GDFF GDFG GDFK GDFC GDFL

辽宁
)&H*()&HI))&HH()&HF!)&H!H)&HG=)&HG))&H(()&H"!)&H)F)&F*I )&F==

吉林
)&H"()&F=H)&FII)&FH=)&FF*)&FF))&F!")&FG")&F(()&F"()&F)( )&!*G

黑龙江
)&HGH)&H"")&H)()&F*!)&F=F)&FIH)&FHI)&FF=)&F!*)&F!))&FG) )&F("

上海
)&I*")&II!)&IH*)&IHG)&IFI)&IF")&I!F)&IG*)&IGG)&I(H)&I() )&I"G

江苏
)&IHG)&I!F)&IG*)&IGG)&I(H)&I())&I"G)&I)H)&H**)&H*()&H=F )&HI=

浙江
)&=G")&="I)&="G)&=)=)&=)G)&I*=)&I*G)&I==)&I=()&III)&II" )&IHH

安徽
)&=F=)&=!H)&=!()&=G=)&=G!)&=G))&=(F)&=(")&="H)&="")&=)I )&=)(

福建
)&II=)&IH")&IFF)&I!*)&I!G)&IGI)&IG")&I(!)&I"=)&I"")&I)! )&H*I

江西
)&="))&I*F)&I*))&I=F)&II*)&II!)&IH=)&IH()&IFH)&IF))&I!! )&IG=

山东
)&I)")&H=))&HI()&HHF)&HFI)&H!*)&H!()&HGG)&H(F)&H"I)&H)* )&H)

河南
)&IFF)&IGI)&IG))&I(!)&I"I)&I"")&I)!)&H*I)&H*))&H=()&HIF )&HHI

湖北
)&IHI)&I!*)&I!G)&IGI)&IG")&I(!)&I"=)&I"")&I)!)&H*I)&H*) )&H=G

湖南
)&IH*)&IF")&I!F)&IG*)&IG()&I(H)&I"*)&I"G)&I)H)&H**)&H*( )&H=!

广东
)&=F!)&=!()&=G=)&=GG)&=(*)&=(F)&=())&="H)&="")&=)H)&=)" )&I*H

广西
)&=HI)&=FH)&=F()&=!=)&=!!)&=!))&=GH)&=G()&=(=)&=(G)&="* )&="!

海南
)&*"))&*)G)&*))&=*=)&=*F)&=*()&==*)&==H)&==G)&==))&=II )&=I!

重庆
)&=F*)&=!=)&=!!)&=!))&=GF)&=G")&=(I)&=(()&="=)&="G)&=)= )&=)!

四川
)&IH=)&IF))&I!!)&IG=)&IG()&I(F)&I"=)&I"()&I)F)&H*=)&H*" )&H=!

贵州
)&*"!)&*)H)&*)!)&*)")&=**)&=*H)&=*G)&=*))&==I)&==!)&==" )&=I=

云南
)&=))&I=F)&I=))&II!)&IH=)&IHG)&IFI)&IF")&I!F)&IG*)&IG( )&I(H

西藏
)&*II)&*IF)&*I!)&*IG)&*IG)&*I()&*I")&*I))&*I))&*H*)&*H= )&*HI

陕西
)&IHI)&I!*)&I!G)&IGI)&IG))&I(!)&I"I)&I"))&I)G)&H*H)&H=* )&H=(

甘肃
)&="))&I*F)&I*))&I=F)&I=))&II!)&IH*)&IHG)&IFI)&IF")&I!F )&IGI

青海
)&*FH)&*F()&*F")&*F))&*!=)&*!I)&*!F)&*!!)&*!()&*!")&*G* )&*GI

宁夏
)&*HH)&*HG)&*H()&*H")&*H))&*F*)&*FI)&*FH)&*FF)&*F!)&*F( )&*F"

新疆
)&IHG)&I!F)&IG=)&IG()&I(H)&I"*)&I"()&I)F)&H*=)&H*")&H=! )&HII

!!

注"估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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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评价&空间趋同还是空间竞争性

"&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评价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之前!需要构建空间权重矩

阵!检验义务教育在地理空间上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水平是否具备空

间自相关性!而这一步骤是进行空间效率分析的前提条件$鉴于我国东*中*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资源分布上的非对称性!本文遵循
S.39%-.

,

"*==

-提供的空间临接权重矩阵的,

1$.7-

E

6-7

B

-的构建原则!建立如下标准化

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

4

+

H

)

"

-

省与
\

省在地理空间上相连

"

"

-

省与
\

'

(

)

省在地理空间上不相连

基于上述空间临接权重矩阵的设计原则!本文将首先对义务教育投入中

的)财*人*物+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具体说来!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

的空间自相关性是指地理空间临接的省域在教育投入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一定

的空间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有着正负之分$如果教育投入在地理空间上

表现出高值与高值!或者低值与低值的空间分布状态!则表明省域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具有空间正自相关性,

C

$3-7-:93

C

/7-/%/67$1$AA9%/7-$.

-的地理特征$

相反!如果教育投入呈现出高值与低值的错配空间状态!则表明省域义务教

育资源配置具有空间负自相关性,

.9

E

/7-:93

C

/7-/%/67$1$AA9%/7-$.

-的地理特

征$

_$A/.

,

"*F)

-提供的全域莫兰指数,

_$A/.g3N

-则成为我们判断义务教育

投入中)财*人*物+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究竟具有空间正相关还是

空间负相关的检验依据,方超*沈豪*熊筱燕!

()"=

-"

F"$&%I/

& 1

"

%

H

1

"

"

%

H

1

"

4

+

H

,

A

+

2

*

A

-

/

(

"

%

+

1

"

"

%

H

1

"

4

+

H

,

F

-

在上式中!

/

(

K

"

%

H

K"

,

A

+

>

*

A

-

(

%

代表样本方差!

4

+

H

为空间临接权重矩阵!

*

AK

"

%

"

%

H

K"

A

+

!

A

+

为样本观测量!而
.

为省份数$

全域莫兰指数以
)

为分界线!取值范围在
>"

到
"

之间!取值大于
)

时

表明义务投入在地理空间上具备相关性的鲜明特征!并且在方向上表现出高

值被高值,

-̀

E

,Q̀-

E

,

-或低值被低值,

M$;QM$;

-包围的正自相关性状态$反

之!如果全域莫兰指数取值小于
)

!则说明义务教育投入在地理空间上呈现

出高值被低值,

-̀

E

,QM$;

-或低值被高值,

M$;Q̀-

E

,

-包围的负自相关性状态$

根据莫兰指数在检验空间自相关性时的操作性规定!我们利用
37/7/"F

估

计了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专任教师数以及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的全域

莫兰指数$同时!为了检验全域莫兰指数在刻画空间自相关性时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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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进一步估计了吉尔里指数
+

与
X97-3QfA5

指数
X

!并且进行双边检验$

吉尔里指数
+

的取值范围在
)

到
(

之间!取值大于
"

为空间负自相关#取值

小于
"

则为空间负自相关$因此!吉尔里指数
+

对于空间自相关性的刻画恰

好与全域莫兰指数相反!但其优点在于能够较为敏感的捕捉被测变量在局域

上的自相关性$

表
C

!

义务教育配置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年份
莫兰指数

N

吉尔里指数
? I",%6OT)$

指数
I

生均经费专任教师 计算机 生均经费专任教师 计算机 生均经费专任教师 计算机

())()&(*F

###

)&"=I

##

)&((=

##

)&F)(

###

)&HII

##

)&HI)

#

)&"!!

###

)&"FG

###

)&"F(

##

())G)&(II

###

)&"=!

##

)&(G"

##

)&F"I

###

)&HII

##

)&HH!

##

)&"!!

###

)&"FG

###

)&"F(

##

())!)&(IG

###

)&"=G

##

)&()H

##

)&F)=

###

)&HII

##

)&H*)

#

)&"!!

###

)&"FG

###

)&"F(

##

())F)&(*(

###

)&"=)

##

)&"*H

##

)&!*)

###

)&HI=

##

)&H*!

#

)&"!!

###

)&"FG

###

)&"F(

##

())H )&G)

###

)&"=!

##

)&"**

##

)&!G=

###

)&HI"

##

)&H=*

#

)&"!F

###

)&"FG

###

)&"F"

##

())I)&(IG

###

)&"=(

##

)&()F

##

)&!!F

###

)&HIG

##

)&HI!

##

)&"!F

###

)&"FG

###

)&"F"

#

())=)&(*!

###

)&"=G

##

)&"=G

##

)&!(=

###

)&HI!

##

)&H*(

#

)&"!F

###

)&"FG

###

)&"F"

#

())*)&(=I

###

)&"="

##

)&"FI

#

)&!H(

###

)&HIH

##

)&I"I

#

)&"!F

###

)&"FG

###

)&"F"

#

()"))&G(!

###

)&"=)

##

)&"!*

#

)&!!)

###

)&HII

##

)&I()

#

)&"!F

###

)&"FG

###

)&"F"

##

()"")&(*=

###

)&"II

#

)&"I)

#

)&!H"

###

)&H=G

##

)&I"I

#

)&"!F

###

)&"FG

###

)&"F"

##

()"()&(H!

###

)&"IF

#

)&"I)

#

)&!IH

###

)&H=I

##

)&I("

#

)&"!H

###

)&"FG

###

)&"F"

##

()"G)&(G)

##

)&"IH

#

)&"H"

#

)&F)(

###

)&H=*

##

)&IGF

#

)&"!H

###

)&"FG

###

)&"F"

##

()"!)&("G

##

)&"=)

##

)&"FG

#

)&FG=

###

)&H=*

##

)&I!=

#

)&"!H

###

)&"FG

###

)&"F(

##

()"F)&("F

##

)&"=G

##

)&"H*

#

)&FI"

###

)&H=*

##

)&I((

#

)&"!H

###

)&"FG

###

)&"F(

##

!!

注"

###

C%

)&)"

!

##

C%

)&)F

!

#

C%

)&"

$

从表
!

给出的估计结果上看!义务教育)财力+)人力+与)物力+投入在全

域莫兰指数
N

*吉尔里指数
+

以及
X97-3QfA5

指数
X

上的表现良好!估计值为

正!表明公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专任教师数以及用于教学的计算机

数在地理空间上均具备自相关性!并且方向为正同时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意

义!因而可以说本文对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空间效率的讨论具备研究假设的

合理性$在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
+

以及
X97-3QfA5

指数
X

对全域空间自相

关性检验的基础上!为深入探讨省域义务教育)财力*人力与物力+投入在不

同辖区的非均衡分布!我们继续利用局域莫兰散点图,图
(Q"

*

(Q(

*

(QG

-刻画

义务投入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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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QF

!

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局域莫兰散点图#

GDFL

年$

图
GQG

!

专任教师数的局域莫兰散点图#

GDFL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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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QK

!

计算机投入的局域莫兰散点图#

GDFL

年$

!!

在图
(Q"

*

(Q(

和
(QG

中!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专任教师数以及计

算机数在局域莫兰散点图中!按照逆时针的方式被分别置于四个象限之中!

分别表示义务教育)财*人*物+投入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值与高值*低值与高

值*低值与低值以及高值与低值的相聚的空间状态$

表
L

!

义务教育投入的空间象限分布

变量名 第一象限#

3P3

$ 第二象限#

!P3

$ 第三象限#

!P!

$ 第四象限#

3P!

$

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

北京*天津*吉

林*黑龙江*上

海* 江 苏* 浙

江* 西 藏* 青

海*新疆

河北*辽宁*四

川* 云 南* 甘

肃*宁夏

山西*安徽*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重庆*贵州

内蒙古*陕西

专任教师数

山西*江苏*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西*贵州

上 海* 海 南*

重庆

北京*天津*内

蒙古*吉林*黑

龙江*西藏*甘

肃*青海*宁夏

河北*辽宁*广

东*四 川*云

南*陕西*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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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第一象限#

3P3

$ 第二象限#

!P3

$ 第三象限#

!P!

$ 第四象限#

3P!

$

计算机数

山西*江苏*浙

江* 安 徽* 福

建*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海南*贵州

天津*上海*江

西*广西*重庆

北京*内蒙古*

吉林*黑龙江*

西藏*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

河北*辽宁*广

东*四 川*云

南*陕西

根据表
F

给出的空间分位图可知!省域义务教育投入在地理空间上呈现

出非均衡的分布状态$其中!江苏省*浙江省的生均经费支出*专任教师数

以及计算机数在地理空间上均落入高投入
>

高辐射的第一象限,

-̀

E

,Q̀-

E

,

-#

而上海市与重庆市的专任教师与计算机投入量落入了低投入
>

高辐射的第二

象限,

M$;Q̀-

E

,

-#)两湖+与)两广+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落入了低投入
>

低辐射的第三象限,

M$;QM$;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强省陕西省!在义务

教育)财*人*物+的投入上均落入了高投入
>

低辐射的第四象限,

-̀

E

,Q

M$;

-$从整体上看!省域义务投入在空间局域自相关性上并未与区域经济增

速表现出一致性$

(&

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空间效率的评估

在义务教育投入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方程,

G

-刻

画的空间机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e

C

/7-/%Y6A@-._$59%

!

eY_

-讨论义务教

育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并甄别省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可能存在的空间趋

同效应或空间竞争效应!表
H

汇报了空间杜宾模型对方程,

G

-的估计结果$根

据表
H

提供的诊断性指标!我们发现对数似然值为
F==&(HG(

!衡量固定效应

,

d-?95Q044917

-的组内
8

(则达到了
)&=!I"

!说明方程,

G

-中列出的核心解释变

量能够较好的体现资源配置空间效率的变化情况!而针对固定效应还是随机

效应模型选择的豪斯曼检验,

+

(

-的统计量为
()&F=

!并且在
"W

水平上显著!

从而拒绝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我们利用固定效应的形式估计方

程,

G

-!空间滞后项
8,$

,

%

-的参数估计值正向显著!说明省域义务教育投入

与产出之间确实存在着效率影响的空间机制$

表
H

!

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评价

变量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生均支出
>)&"")

###

,

)&)""

-

>)&)"G

###

,

)&))F

-

>)&"(!

###

,

)&)""

-



H=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续表

变量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专任教师
"&(*(

###

,

)&)F*

-

)&"H(

##

,

)&)H=

-

"&!F!

###

,

)&)*)

-

计算机数
>)&)"G

,

)&)(G

-

>)&)I"

##

,

)&)G)

-

>)&)=!

###

,

)&)(G

-

经济增速
)&("*

##

,

)&)=I

-

)&)(H

#

,

)&)"G

-

)&(!F

###

,

)&)*F

-

人口出生率
>(&H)=

###

,

)&G(=

-

>)&G(H

##

,

)&"!(

-

>(&*GG

###

,

)&G=(

-

人口城镇化率
>)&)G)

,

)&)="

-

>)&))!

,

)&)""

-

>)&)G!

,

)&)*"

-

8,$

,

'

-

)&"""

###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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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给出了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空间效率的表现形式!分别为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直接效应是指辖区内义务教育投入对本地区资源

配置效率的影响#间接效应则是指辖区内义务教育投入对临近省域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空间趋同或空间竞争性$具体看

来!公共财政预算内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上

均对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施加负向*显著的消极影响$间接效应的参数估计

值为
>)&)"G

!说明本省财政性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

地方政府基于横向竞争的)锦标赛+制度!放大了教育经费增量投入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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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效应,周黎安!

())I

-!从而对临近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将造成

了
"&GW

的消极影响!而该估计值低于直接效应中对本辖区的
""W

的消极

影响$

与静态资源配置效率估计的结果较为类似!专任教师数在空间效率评估

中的参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在三种效应中均通过了
"W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小学与初中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数量的增长对本地区和临近地区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均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在参数估计值的绝对量上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看来!本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专任教师数的对数值每

增加一个单位!可将辖区内和相邻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分别提高

"(*&(W

与
"H&(W

$从本质上讲!专任教师投入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而人

力资本对劳动力又有着极强的依附属性!因而地方政府在通过提高专任教师

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时!便存在着省域间的人才竞争!即空间竞争效应!而

空间竞争效应则是导致专任教师数的参数估计值在间接效应中高于直接效应

的根本原因$

最后!)物力+投入方面!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在直接*间接与总效应中

的参数估计均为负数!说明计算机投入的空间效率同样为负$就间接效应而

言!计算机数的参数估计值为
>)&)I"

!其解释含义为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的

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在空间趋同效应的作用下将会造成相邻地区义务教

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
I&"

个百分点$此外!区域经济增速在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与总效应中正向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而人口出生率与人口城镇化

率在三种效应中负向影响空间资源配置的效率$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

/

()"F

年我国义务教育在转型改革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

借鉴并构造投入
>

产出指标体系!利用参数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空间计

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评估了义务教育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空间效率!

得到以下几点富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第一!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影响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各因素进行分

析后发现!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对于优化义务教育资

源的配置效率具有消极影响!但有针对性的提高专任教师数则可明显提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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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基于技术效率的测算!发现样本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技术效

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状态!体现了义务教育投入模式在实际产出与可能最优

化产出之间的不断偏离$同时!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与区域经济增速间并未

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因而现阶段的投入模式有可能使得期初投入差距在

后期呈现收敛的态势!推动落后省域实现对发达省域的赶超!从而促进区域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三!利用全域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
+

以及
X97-3QfA5

指数
X

!发现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专任教师数以及计算机数在全域上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

相关性!并且在局域上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布状态$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揭示

了义务教育投入在影响相邻省域空间产出效率上的不同作用机制!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与计算机数通过空间趋同效应抑制了相邻省域的空间配置效率!而

专任教师数则通过空间竞争效应推动相邻地区资源配置空间效率的提升$

#二$延展讨论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参数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不断

完善*成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再次评价了转型改革时期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

置的效率!从异质性方法的视角丰富了既有的研究结论$同时!本文的研究

结论实际上是对教育领域经典问题的重新探讨!即政府在承担发展公共教育

的职能时!究竟应采取公平取向还是效率取向的路径选择问题$本文发现当

前的义务教育投入模式虽然有利于促进区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不断增

长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用于教学的计算机数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却起

到消极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效率维度上看!现阶段义务教育投入模式并非

是最有效的$

在新时代!我国教育面临着深入推进)富有公平与更具质量+的发展任务!

需要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质量与效率间的辩证关系$如果提高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发展更具质量的教育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么教育

质量的提升就需要改革既有的投入模式!重新调整教育投入中公平与效率的

结构性关系$因此!如何在保障教育公平的基础上!以发展更具质量的教育

为主体!重新梳理公平*效率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将是我们下一阶段重点研

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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