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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现状与趋势

薛海平!方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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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

'()'

%

'()!

%

'()I

四次追踪调查数据(

,fTM

)!研究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

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逐年上

升!不过在
'()I

年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校质量较高%学习成绩较好的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补习支出较高"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课外补习参

与率和补习支出较高"为了落实&减负'政策和促进教育机会分配平等!政府应继续

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且成绩落后的学生提供课外

补习费用补助!引导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增加面向农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

招生名额"

!关键词"义务教育$课外补习$影子教育$发展趋势

一#引言

课外补习%

167208.#/M7

UU

$:3:/80C

>

P78#C./

D

&是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

JC0

>

!

c d<#H

!

'((B

&'国际

学术界通常称课外补习为"影子教育系统$!即主流学校教育投射的一个影子

%

M8:;:/4#/%

!

cJ0H:C

!

)**'

&'近二十年!课外补习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

延!无论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在那些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到处可见各种形式的课外补习'近十年来!课外补习在中国发展迅速!广大

中小学生们放学后#假期中就不停地赶赴各个课外补习地点寻求课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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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家庭热衷于投资课外补习活动!将教育竞争从校内扩展

到了校外'围绕课外补习的激烈竞争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

担!而且干扰了学校教育健康发展!还可能维持与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迄今

为止!绝大多数关于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均基于横截面数据描述课外补习发

展现状!而采用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揭示课外补习长期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基

本没有'本文将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学生

参与课外补习现状和长期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探讨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

阶段课外补习发展规律!希望研究结论有助于清晰展示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

习活动发展全貌!为当前我国政府出台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和措施提供实证

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研究

在中国#日本#韩国等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义务教育学

生参加课外补习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调

查显示!中国大陆小学和普通初中参加课外补习的城镇学生比例分别为

+B%?a

和
IA%Ia

%薛海平等!

'((!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年数据研

究发现在所有被调
!

的义务教育在校生中!有
'!%Ia

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

习!初中生和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
B(a

和
''%Ia

%薛海平!

'()A

&'

JC0

>

等%

'()!

&针对中国香港中学生
'())

(

'()'

学年抽样调查显示!

*

年级和
)'

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分别为
AB%?a

和
+)%?a

'日本
'((+

年

一项调查显示!小学和中学生中有
)A%*a

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塾中补习!以

后年级学生比例更高!直至初中三年级为
IA%'a

%

]./.48C

>

#5167208.#/

!

'((?

&'陈纯槿和郅庭瑾%

'()?

&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TNMS

&

'()A

年调查数

据比较分析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

个国家及地区中!课外补习参与率最高的

是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其数学#外语#自然科学课外补习参与率依次为

*)%'a

#

?*%!a

和
?*%+a

'补习参与率较高的国家还有希腊#韩国#保加利

亚!其数学#外语补习参与率都高达
?(a

以上'相比之下!北欧国家冰岛课

外补习参与率较低!其数学#科学#外语补习参与率均处于
I(a

以下'课外

补习参与率最低的是丹麦!其数学#外语#自然科学课外补习参与率分别为

B)%Ba

#

B'%!a

和
'B%*a

'中国学生参与数学#英语#语文补习的比例在

IA%+a

至
+!%(a

不等'

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学生课外补习存在很大差异'对东欧和亚洲
)'

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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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调查研究显示!各国城市地区的课外补习都比农村地区庞大!差距最大的

是哈萨克斯坦!达到
'!%'

个百分点%

M.$#;0

!

'()(

&'基于
*

个经济转型期国

家的研究表明!城镇学生参与补习的比例比农村学生平均高
+%A

个百分点!

差距最大的是立陶宛!其城乡之间差距达到了
)+a

%马克.贝磊!

'((*

&'薛

海平和丁小浩%

'((*

&对中国大陆城镇学生
'((!

年的调查研究显示!东部地区

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大中

城市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高于小城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年

数据研究显示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城#农村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

比例分别为
AI%)a

#

A(%*a

#

BI%Aa

和
)B%*a

'曾满超等%

'()(

&对中国大陆

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的分析显示!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远高于

农村学生'

校际间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明显差异'

P4:/

D

%

)**?

&的研究显示!在

中国香港和台湾!排名较高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明显高于排名较

低学校的学生'薛海平和丁小浩%

'((*

&的研究中发现高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

课外补习的比例与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和较差学校的学生'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

年数据研究表明示范(重点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BA%'a

!显著高于普通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
')%Ba

%薛海平!

'()A

&'

JC0

>

等%

'()!

&也研究发现!质量较高的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课外补习'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较大差异'

M#78-

D

08:

%

'((*

&利用
e1,_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TNMS

&数据分析了全球
BI

个国家

和地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关系!发现
')

个国家的学

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课外补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家庭社会经

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普遍高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

生%薛海平等!

'((*

&'同样在中国香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参加课外

补习有显著正影响%

JC0

>

:80$%

!

'()!

&'

不同成绩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较大差异'

JC0

>

等%

'(()

&对
)**!

/

)**A

年
PN]MM

%

PC:/64./N/8:C/08.#/0$]08-:308.240/6M2.:/2:M876

>

&项目

中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年级和
*

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研究显示!超

过
B

(

!

的国家和地区%

B)

个&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主要是为了"补差$!

B

个国家

和地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主要是为了"培优$!剩下
+

个国家和地区学生参加

课外补习的动机是混合的!即"补差$和"培优$都普遍存在'但在日本#韩国

和中国等东亚社会!课外辅导主要服务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基本属于"培优$型!

而不是"补差$型%马克.贝磊!

'((*

*薛海平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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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

课外补习费用已成为许多国家中小学生家庭一项重要的支出'

JC0

>

和

d<#H

%

'((B

&对香港中小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约
*(a

的家庭花费了

)a@)Aa

家庭月收入投资于课外补习'

P0/4:$

和
J.C20/

%

'((I

&对土耳其中

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发现
)**!

年
?(a@?+a

的家庭花费了
)a@

)Aa

家庭月收入投资于课外补习'

=:$0/.

和
P0/

%

'()'

&研究显示
'()(

年马来

西亚参加了课外补习的小学生家庭平均每月课外补习支出约为
!B%?+

美元'

JC0

>

等人%

'()!

&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
'()(

年香港中学生家

庭每月课外补习支出约为
'()%?(

美元!约占家庭月收入
?%+a

'其中!最低

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超过
B(a

!高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

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低于
Ba

'薛海平和丁小浩%

'((*

&的研究显示
'((!

年中

国城镇在校生家庭平均课外补习支出为
))?+%I?

元!约合
)!B%I)

美元!占家

庭收入比例为
!%'Ba

!其中高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a

!低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I%)'a

'曲颖和薛海

平%

'()A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年数据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

外补习的年支出为
'''+%'!

元!相当于每月
)?A%I(

元!占家庭纯收入的

)(%!)a

!占教育总支出的
!!%'*a

'

课外补习活动在许多国家都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尤其韩国表现更加突

出'韩国
'((I

年课外补习的家庭总支出估计为
'!(

亿美元!占
K_T

的

'%?a

%

d.3:80$%

!

'()(

&'土耳其
'((!

年估计课外补习家庭支出为
'*

亿美

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Ia

%

P0/4:$:80$%

!

'((+

&'埃及
'(('

年估

计!在大学之前的各教育阶段!埃及家庭每年在课外补习上花费约
)?((

万美

元!相当于
K_T

的
)%Ia

%

R#C$6J0/H

!

'(('

&'日本
'()(

年一项调查显示

家庭课外补习费用大约为
)'(

亿美元%

_0<4#/

!

'()(

&'中国香港
'()(

年一

项调查显示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接近
'%AA

亿美元%

M

>

/#;08:

!

'())

&'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课外补习投资存在较大差异'

d.3

和
[::

%

'()(

&对韩国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越高!课外补习支出越高*学习成绩突出

的学生%前
)(a

&课外补习支出要远远超出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

B(a@

+(a

&*父母教育层次高的家庭#有更高教育要求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更多*

在机会均等化政策尚未覆盖的区域亦即能够进行择校的学生!在课外补习上

花费要少'薛海平和丁小浩%

'((*

&利用中国大陆城镇学生
'((!

年调查数据研

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普遍高于家庭社会

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

P0/4:$

和
J.C20/

%

'((I

&对土耳其中小学生家庭课外补

习支出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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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城市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家庭子女个数越多!课外

补习支出越低!单亲妈妈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家庭'

=:$0/.

和

P0/

%

'()'

&对马来西亚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结果显示!华裔和印度

裔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马来裔家庭!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

也较高!单亲家庭课外补习支出高于非单亲家庭!学生所在学校质量较高的

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高于学校质量较低的家庭'

JC0

>

等人%

'()!

&对
'())

年

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

城乡和不同地区家庭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很大差异'薛海平和丁小浩

%

'((*

&对中国大陆城镇学生
'((!

年调查研究显示!东部地区城镇学生参加课

外补习支出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大中城市的学生参

加课外补习支出水平高于小城市'曾满超等%

'()(

&对中国大陆初中生课外补

习城乡差异分析显示!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支出水平均远高于农村学生'

土耳其国家的研究发现!城市家庭子女花在补习上支出比农村的多
IIa

!主

要原因是城市能提供更实用的补习中心%

P0/4:$:80$%

!

'((+

&'不同质量学校

学生课外补习存在明显差异'薛海平和丁小浩%

'((*

&研究显示高质量学校学

生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一般和较差学校的学生'

#三$文献述评

全球范围内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已是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研究

表明城乡#地区#校际#家庭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课外补习支出存在明

显差异'义务教育学生大量参加课外补习不仅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还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教育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对应性'课外补习因此成为一种

维持和强化社会分层的机制!会阻碍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

动'已有研究为我们了解课外补习发展现状和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也

为政策制定者出台课外补习干预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然而!已有大多数国

内课外补习实证研究受调查数据样本规模和时间限制!并不能准确反映全国

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状'此外!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

活动已经存在了较长一段时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趋势!但很少有学者基

于纵向调查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发展趋势和规律进行实证研究'本

研究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调查数据!不仅能准确反映我国义务教育学

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状!也可以刻画出近十年来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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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

*?A

$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在
'()(

年#

'()'

年#

'()!

年#

'()I

年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数据%

,fTM

&'该数据本研究中义务教育学生样本数分别为
!+!I

名#

B?**

名#

!)'A

名和
B)+*

名'本研究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说明见表
)

'根据该数据集

中对课外补习的变量说明!本文中的课外补习是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或才

艺培养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包含了学术类和才艺类

课程校外培训!这两类校外培训活动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处于

优势地位'

表
!

!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说明

个人层面

数学成绩等级
)%

差!

'%

中!

B%

良!

!%

优

语文成绩等级
)%

差!

'%

中!

B%

良!

!%

优

是否参与课外补习
(%

否!

)%

是

过去一年的课外补习费用 连续变量!单位)元

性别
(%

女!

)%

男

家庭层面

父亲最高学历
)%

文盲!

'%

小学!

B%

初中!

!%

高中!

A%

大

专!

I%

大学本科及以上

母亲最高学历
)%

文盲!

'%

小学!

B%

初中!

!%

高中!

A%

大

专!

I%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家庭人均纯收入 连续变量!单位)元

家庭地区
)%

东部!

'%

中部!

B%

西部

学校层面

学校层次
(%

小学!

)%

初中

学校所在地
)%

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

'%

一般城市%县

级市或地级市&!

B%

县城!

!%

农村%含乡镇&

是否重点校
(%

否!

)%

是

是否重点班
(%

否!

)%

是
!

B%

不分重点班

#二$研究方法

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受到学校#班级#个体#家庭等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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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现状与趋势
?)

!!!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估计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研究中面

对的数据是具有嵌套关系的多层次数据结构'常规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只

能对涉及某一层数据的问题进行分析!不能将涉及多层数据结构问题进行综

合分析!多层线性模型方法则可以对多层数据结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多层

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在三个方面优于普通线性回归方法)一是能够对个体单位

取得较好的效应估计*二是可以对各层次之间的效应建立模型并进行假设检

验*三是可以分解各层次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成分'本论文拟采用该种方法

来估计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将更加准确'

)%

零模型%

]#6:$

6

(

&

该模型将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总差异分解为学生个体和校际间

差异两个层面!主要用于探讨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在校际间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模型如下)

学生层)

U

%

J

Y

"

(

J

Z&

%

J

!

&

%

J

0

!

%

(

!

#

'

& %

)

&

学校层)

"

(

J

Y

$

((

Z

%

(

J

!

%

(

J

0

!

%

(

!

&

((

& %

'

&

其中!

U

%

J

表示第
J

个学校第
%

个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

"

(

J

表示

学校
J

的学生平均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

$

((

表示总体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

率和支出!

%

(

J

表示学校之间的随机效应!

#

'表示学生层面的课外补习参与率

和支出的差异!

&

((

表示学校之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差异'

'%

层一模型%

]#6:$

6

)

&

在
]#6:$

6

(

的基础上加上学生层面的变量构建
]#6:$

6

)

!主要用来考察

学生层面的变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情况!模型如下)

学生层)

U

%

J

Y

"

(

J

Z

"

)

J

性别
Z

"

'

J

父亲最高学历
Z

"

B

J

母亲最高学历
Z

"

!

J

家

庭人均纯收入
Z

"

A

J

学生语文成绩
Z

"

I

J

学生数学成绩
Z&

%

J

!

&

%

J

0

!

%

(

!

#

'

& %

B

&

学校层)

"

(

J

Y

$

((

Z

%

(

J

!

%

(

J

0

!

%

(

!

&

((

& %

!

&

B%

层二模型%

]#6:$

6

'

&

在
]#6:$

6

)

的基础上加上学校层面的变量构建
]#6:$

6

'

!主要用来考察

学校层面的变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情况!模型如下)

学生层)

U

%

J

Y

"

(

J

Z

"

)

J

性别
Z

"

'

J

父亲最高学历
Z

"

B

J

母亲最高学历
Z

"

!

J

家

庭人均纯收入
Z

"

A

J

学生语文成绩
Z

"

I

J

学生数学成绩
Z&

%

J

!

&

%

J

0

!

%

(

!

#

'

& %

A

&

学校层)

"

(

J

Y

$

((

Z

$

()

学校层次
Z

$

('

是否重点校
Z

$

(B

是否重点班
Z

"

!

J

学

校所在地
Z

%

(

J

!

%

(

J

0

!

%

(

!

&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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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四#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分析

#一$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现状

从表
'

可知!

'()I

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A%+a

!

其中东部和中部相差不大!分别为
)*%)a

和
)*%?a

!明显高于西部的

*%(a

'学校所在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

A(%(a

!明显高于家庭在农村%包括乡镇&的
)'%'a

!两者相差四倍之多'初

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

)*%'a

&要明显高于小学生%

)!%Ia

&'重点校的学

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

)*%)a

&要明显高于普通校的学生%

)B%*a

&'男生参

与课外补习的比率为
)Aa

!低于女生的
)I%Aa

!两者差异并不显著'不同学

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学生的语

文成绩和数学成绩越好!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不同父母亲学历的

学生!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父母亲学历越高!其参

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人均纯收入最高
'Aa

家庭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

比例为
BA%'a

!而人均纯收入最低的
'Aa

家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Ba

!两者相差将近四倍'

表
"

!

"&!(

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规模差异#

Y

$

样本量
B)+*

全体
)A%+

皮尔逊卡方检验

家庭地区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

YI)%*(

<

)

(%()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A(%(

地级市
)A%?

县城
)I%!

农村%包括乡镇&

)'%'

'

'

YI%+(

<Y(%(!B

学校层次
小学

)!%I

初中
)*%'

'

'

Y*%IBI

<

)

(%()

学校质量
重点校

)*%)

普通校
)B%*

'

'

Y'(%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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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现状与趋势
?B

!!!

班级类型

重点班
)I%)

普通班
)A%!

不分重点班
)A%A

'

'

Y(%(?I

<Y(%!+*

学生性别
男

)A%(

女
)I%A

'

'

Y)%B?

<Y(%)B)

学生语文成绩

优
)?%+

良
)I%(

中
)!%'

差
)'%I

'

'

Y)'%))

<Y(%()+

学生数学成绩

优
)?%*

良
)I%!

中
)!%!

差
)(%!

'

'

Y)*%++

<

)

(%()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BI%+

大专
'I%*

高中
)*%*

初中
)+%(

小学
)B%A

文盲(半文盲
+%?

'

'

YA?%?!

<

)

(%()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A%*

大专
'A%B

高中
B(%A

初中
)?%B

小学
)!%)

文盲(半文盲
+%*

'

'

Y))+%AA

<

)

(%()

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

最高
'Aa BA%'

中上
'Aa ')%A

中下
'Aa )B%+

最低
'Aa *%B

'

'

Y)'*%+B

<

)

(%()

对各个省市的学生课外补习比例按照四分位数进行分类发现!黑龙江省#

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学生参与课

外补习的比例处于第一阶梯*其次是吉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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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南省和陕西省处于第二阶梯*福建省#河北省#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处

于第三阶梯'甘肃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处于第四

阶梯'总体而言!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

中部地区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次之!西南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

的比例最低'

#二$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变化趋势

从表
B

可知!总体而言!从
'()(

年到
'()!

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I

年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有所下降'不同家庭

地区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在
'()(

年到
'()!

年均有所上升!在
'()I

年

有所下降*其中!

'()(

年!东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

年到
'()I

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的比例较为接近!但依然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
'()(

年到
'()!

年!重

点班学生和普通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比例有所上升!而且重点班的学生参与课

外补习的比例均高于普通班的学生和不分重点班的学生*

'()I

年!三者的学

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有所下降!不过没有明显差异'同样!从
'()(

年到

'()!

年不同学校所在地#学校层次#学校质量#学生性别#学生成绩#父母

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均有所上升!但

在
'()I

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
%

!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

Y

$

'()( '()' '()! '()I

义务教育学生样本量
!+!I B?** !)'A B)+*

全体
'!%+ '!%I '+%* )A%+

家庭地区

东部
B)%* B(%A BA%B )*%)

中部
'A%! B(%' BB%? )*%?

西部
)I%+ )B%' )!%B *%(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A'%( AI%) I+%+ A(%(

地级市
!(%( A(%* A+%* )A%?

县城
'!%B BI%A BA%* )I%!

农村%包括乡镇&

)'%( )B%* )I%' )'%'

学校层次
小学

'B%B ''%I 'I%) )!%I

初中
'?%I B(%( B'%A )*%'

学校质量
重点校

!*%! BA%' B+%! )*%)

普通校
'B%I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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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班级类型

重点班
!(%( B'%+ B!%A )I%)

普通班
'+%B 'I%) 'I%B )A%!

不分重点班
''%A 'B%I '+%! )A%A

学生性别
男

'!%B 'B%) '+%I )A%(

女
'A%( 'I%) '?%' )I%A

学生语文成绩

优
B)%? B'%? B!%! )?%+

良
'+%+ 'I%( '?%) )I%(

中
'(%! '(%( 'A%! )!%'

差
)'%A )B%! )'%! )'%I

学生数学成绩

优
B'%? BB%) BA%* )?%*

良
'I%? 'I%* '+%* )I%!

中
)?%A )+%+ 'B%A )!%!

差
)?%B )I%A )I%+ )(%!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A*%I I)%B A+%I BI%+

大专
A+%+ A!%B A*%) 'I%*

高中
B?%B B+%' !'%I )*%*

初中
'I%' 'A%B '*%' )+%(

小学
)+%! )'%+ '(%? )B%A

文盲(半文盲
)(%? +%? )(%A +%?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IA%I +A%( +B%) !A%*

大专
A*%( IA%( IB%A 'A%B

高中
!?%* A(%! A)%A B(%A

初中
B)%( '*%* B!%' )?%B

小学
)I%? )A%A ')%( )!%)

文盲(半文盲
))%! ?%) )(%+ +%*

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

最高
'Aa !'%I !!%A !*%I BA%'

中上
'Aa '!%? '*%( BA%+ ')%A

中下
'Aa )I%* '(%! '(%A )B%+

最低
'Aa )!%* )+%( )B%* *%B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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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分析

#一$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现状

从表
!

可知!

'()I

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平均支出为
'B))%*+

元'东部地区学生的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
B(''%(+

元!其次是中部地

区!为
'!B'%!B

元!西部地区最低!为
)I'A%AI

元'学校所在地在直辖市(省

会城市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
B(((%((

元!农村%包括乡镇&的学

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仅为
*BI%*!

元!两者相差
B

倍多'小学生课外补

习平均支出为
)*+'%)'

元!初中生
B(!!%*B

元'重点校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

出为
B()*%*)

元!普通校学生为
'(AI%*+

元'重点班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

为
BBI'%?!

元'高于普通班%

''(I%!*

元&和不分重点班%

'(!B%?!

元&的学生'

不同性别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差异并不显著'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为良

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父母亲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课

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父母亲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

出最低'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
'Aa

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

!!+'%(A

元!而家庭人均纯收入最低
'Aa

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为

)B')%'+

元!两者比例相差
'

倍多'

表
)

!

"&!(

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差异#元$

样本量
!**

全体
'B))%*+

均值比较

地区

东部
B(''%(+

中部
'!B'%!B

西部
)I'A%AI

'

'

YI%('!

<

)

(%()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B(((%((

地级市
)I))%))

县城
)++'%((

农村%包括乡镇&

*BI%*!

'

'

Y)'%!B!

<

)

(%()

学校层次
小学

)*+'%)'

初中
B(!!%*B

'

'

Y'%+')

<

)

(%()

学校质量
重点校

B()*%*)

普通校
'(AI%*+

'

'

Y'%))?

<Y(%(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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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班级类型

重点班
BBI'%?!

普通班
''(I%!*

不分重点班
'(!B%?!

'

'

YB%?''

<Y(%('B

学生性别
男

'B?A%B!

女
''BB%'(

'

'

Y(%!))

<Y(%I?)

学生语文成绩

优
'*A*%BA

良
)*))%A!

中
)*B+%'+

差
'*(A%A'

'

'

Y'%!!)

<Y(%(I!

学生数学成绩

优
'!(!%(*

良
'+BA%)+

中
)+*)%(A

差
''()%+I

'

'

Y)%'BI

<Y(%'*I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AB!%*)

大专
BA'(%B+

高中
'!*'%(*

初中
')*A%A'

小学
)!!?%I*

文盲(半文盲
)BB)%?'

'

'

YI%)!

<

)

(%()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

大专
B('A%+*

高中
'BI!%?)

初中
')?B%)I

小学
)BIA%+(

文盲(半文盲
)'(?%'!

'

'

Y)A%?*

<

)

(%()

家庭人均收入分组

最高
'AV !!+'%(A

中上
'AV 'B()%++

中下
'AV )'!)%)?

最低
'AV )B')%'+

'

'

Y)A%+'!

<

)

(%()

对各个省市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按照四分位数进行分类发现!甘肃

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市#浙江省!重庆市和湖南省处于第一阶梯*其

次黑龙江省#四川省#陕西省#广东省#安徽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处

续表



??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于第二阶梯*吉林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广西省贵州省和

福建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处于第三阶梯*云南省#山西省#河南省#

湖北省#江西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处于第四阶梯'

#二$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变化趋势

从表
A

可知!总体而言!从
'()(

年到
'()!

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

平均支出呈上升趋势!

'()I

年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有所下降'东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从
'()(

年到
'()!

年均上升!而在
'()I

年有所

下降*中部地区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重点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

均逐年上升*普通班学生和不分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
'()(

年到

'()!

年上升!但在
'()I

年有所下降'学生成绩较差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

逐年上升!其他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
'()(

年到
'()!

年上升!但在
'()I

年有

所下降'母亲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其他

学历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
'()(

年到
'()!

年上升!但在
'()I

年有所下降'

同样!从
'()(

年到
'()!

年不同学校所在地#学校层次#学校质量#学生性

别#父亲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支出均有所

上升!但在
'()I

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
$

!

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变化趋势#元$

'()( '()' '()! '()I

样本量
)(+* )(!( ))!* !**

全体
)'+*%!A '''+%'B '?(+%A? 'B))%*+

地区

东部
)I!+%() B(B?%') B?II%'' B(''%(+

中部
)B*(%A' )+I?%') ')'?%I? '!B'%!B

西部
!)?%I+ )')B%A* )+!I%** )I'A%AI

学校

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 A))*%(* ?BI'%'+ B(((%((

地级市
)I'!%AI BB')%'( BB?*%(' )I))%))

县城
**+%AA )AA(%I! )?)B%!* )++'%((

农村%包括乡镇&

B+?%(B ?*!%'A )!!(%A+ *BI%*!

学校层次
小学

)'AI%I+ )*'+%'A 'A+(%?( )*+'%)'

初中
)BBB%!? '?!+%AI BB)!%)A B(!!%*B

学校质量
重点校

'BI'%BA 'I?!%!+ B!+I%** B()*%*)

普通校
))+'%'B )*AB%A! '!I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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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类型

重点班
)?AI%)+ B)++%++ B'!A%(! BBI'%?!

普通班
)(I?%+A 'A+B%?! '+*I%A! ''(I%!*

不分重点班
)'AI%I) ')(I%*) '+A!%(? '(!B%?!

学生性别
男

))?!%+B '(AI%?) '+(I%+) 'B?A%B!

女
)B?(%A' 'B?*%B* '*)A%)+ ''BB%'(

学生语文

成绩

优
)?(+%AB ')IA%*) B(I*%I+ '*A*%BA

良
)')A%*' ')()%I( B(*+%** )*))%A!

中
?(I%'' '!!?%?) ')'!%?* )*B+%'+

差
*?B%+I ')(?%(B 'II*%*A '*(A%A'

学生数学

成绩

优
)+(I%A) '!'(%I( '**?%I' '!(!%(*

良
*)B%)( '!(*%') B)!!%)I '+BA%)+

中
*)B%)( )*+!%!! 'B'+%)A )+*)%(A

差
?)!%+* ))((%)A )?(+%B! ''()%+I

父亲最高

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B?(I%?' !A'+%*A I!BB%BB *AB!%*)

大专
'AB(%?B B(+)%*A !(I+%?' BA'(%B+

高中
)!+?%(! 'I?(%+A B'*!%?! '!*'%(*

初中
**?%(! )A*B%)) ''+'%'' ')*A%A'

小学
I'B%B( ??*%B* )A?)%(( )!!?%I*

文盲(半文盲
)I'%IA A+*%II )BA!%*+ )BB)%?'

母亲最高

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B!+)%)* A)B)%)) +A('%'? *!?!%)'

大专
'A(+%!I B*I)%)A AB'!%+A B('A%+*

高中
'()A%)+ B'AI%)( !)I!%(B 'BI!%?)

初中
)(?(%+A )A?'%?+ ')*(%'I ')?B%)I

小学
IA?%?B )''+%+? )A!+%)I )BIA%+(

文盲(半文盲
)AB%A( +()%I! )!((%(( )'(?%'!

家庭人均

收入分组

最高
'Aa '))*%B+ !(+!%*( !I'!%*? !!+'%(A

中上
'Aa ?'A%B? ')B!%!I 'I'(%(' 'B()%++

中下
'Aa A)(%I? )BA?%B) )B'B%(I )'!)%)?

最低
'Aa B+!%A' ))B?%?? )A!?%*) )B')%'+

'()(

年到
'()I

年!我国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是
)A''(

万人#

)!!A*

万人#

)B?BA%+

万人#

)!'!'%!

万人!从
'()(

年到
'()I

年学生课外补习平均

支出可以推断出!

'()(

年到
'()I

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分别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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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为
!?(%**

亿元#

+*'%')

亿元#

)(?B%++

亿元和
A)I%*+

亿元!除了
'()I

年有

所下降!其他均呈上升趋势'

'()(

年到
'()I

年!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

支出分别为
++*!%*+

亿元#

*II'%(I

亿元#

)'+BA%+?

亿元#

)!'(?%?B

亿元!

进一步可以计算出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义务教育财政性

费用比例约为
I%)+a

!

?%'(a

#

?%A)a

和
B%I!a

!占当年
K_T

比例约为

(%)'a

#

(%)Aa

#

(%)+a

和
(%(+a

'

表
(

!

课外补习占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性费用和
@UM

的比例

"&!& "&!" "&!) "&!(

样本量
)(+* )(!( ))!* !**

全体平均%元&

)'+*%!A '''+%'B '?(+%A? 'B))%*+

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万人&

)A''( )!!A* )B?BA%+ )!'!'%!

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人数%万人&

B?BB%!! BAAI%*) B?I(%)I ''BI%(I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亿元&

!?(%** +*'%') )(?B%++ A)I%*+

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亿元&

++*!%*+ *II'%(I )'+BA%+?)!'(?%?B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义

务教育财政性费用比例%

a

&

I%)+ ?%'( ?%A) B%I!

K_T

%亿元&

!)B(B( A)*B'' I!B*+! +!BA?A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

K_T

比例%

a

&

(%)' (%)A (%)+ (%(+

!!

数据来源)

'()(

年#

'()'

年#

'()!

年#

'()I

年+中国统计年鉴,

六#我国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估算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影响因素时!首先考察在学生和学校两个

层面均不放入任何自变量的零模型%具体结果参见表
+

&'一方面!

T

)

(%()

可得出校际之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由

N,,Y(%'?)

可知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规模总差异的
'?%)a

来自于不同的学

校'在
]#6:$

6

)

中加入学生层面的变量!发现男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显著低

于女生'母亲的最高学历越高!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高'家庭人均纯收

入越高!学生补习参与率就越高'父亲最高学历#学生语文成绩和学生数学

成绩对学生的补习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在
]#6:$

6

'

中加入学校层面的变

量!发现除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学生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他因素对学

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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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课外补习参与率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生层

男生%以女生为参照&

@(%('!

+

%

(%()B

&

@(%((B

%

(%(B)

&

父亲最高学历
(%((I

%

(%((+

&

@(%((?

%

(%()+

&

母亲最高学历
(%(B)

+++

%

(%((+

&

(%()A

%

(%()?

&

家庭人均纯收入
(%(A(

+++

%

(%((?

&

(%(A'

+++

%

(%()*

&

学生语文成绩
@(%()'

%

(%((*

&

(%('I

%

(%(')

&

学生数学成绩
@(%()B

%

(%((?

&

(%()*

%

(%()*

&

学校层

初中%以小学为参照&

@(%()B

%

(%(B!

&

重点校%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B

%

%(B*

&

学校所在地
@(%(''

%

(%('?

&

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

%

(%(A!

&

不分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

%

(%(B*

&

截距
(%)?B

%

(%)'A

&

@(%()A

%

(%(B)

&

@(%(()

%

(%)BI

&

随机效应

学生层
(%)BB

+++

%

(%()B

&

(%)(*

+++

%

(%()'

&

(%(++

+++

%

(%('A

&

学校层
(%B!(

+++

%

(%((A

&

(%BB+

+++

%

(%((A

&

(%B''

+++

%

(%())

&

N,, (%'?) (%'!! (%)*B

!!

注)

+

#

++

#

+++分别代表在
)(a

#

Aa

和
)a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同样!在表
?

中可知校际之间学生课外补习的支出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其中!学生课外补习的支出总差异的
BB%)a

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在
]#6:$

6

)

中加入学生层面的变量!发现母亲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学生课外补习

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母亲最高学历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学生课外

补习支出就越多'在
]#6:$

6

'

中加入学校层面的变量!发现学生层面!父亲

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学校层面!

重点校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非重点校!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

显著高于非重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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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课外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生层

女生%以男生为参照&

@)'A%B(?

%

'**%I'!

&

@B%+?(

%

'AA%I)'

&

父亲最高学历
'AB%I(!

%

)IB%*+'

&

'*!%*?'

+

%

)A!%I?A

&

母亲最高学历
!)(%A*(

+++

%

)AI%(?I

&

)'A%A!(

%

)A)%+!'

&

家庭人均纯收入
+B+%+**

+++

%

)+'%(!)

&

+B)%A)!

+++

%

)I!%)?I

&

学生语文成绩
)))%+''

%

)**%I'A

&

)!!%?*?

%

)?A%()(

&

学生数学成绩
)A!%A'!

%

)*A%BB*

&

)')%IB'

%

)?!%*II

&

学校层

学校层次

初中%以小学为参照&

!+%''B

%

'+*%(''

&

重点校%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A*!%*BA

++

%

B'B%('I

&

学校所在地
@))(%?**

%

')A%')+

&

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B!B%'B!

+++

%

!(!%+'*

&

不分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B%*(+

+++

%

B''%?'B

&

截距
'(?'%A'

%

'((%I)+

&

@*()%?()

%

I?!%!A)

&

A?+%')(

%

*!'%)A*

&

随机效应

学生层
)!??%+*I

+++

%

')?%!)!

&

)))'%*I!

+++

%

'!B%A('

&

')I%(I(

+++

%

)(I%(I'

&



第
!

期 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现状与趋势
*B

!!!

续表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校层
B()B%A(A

+++

%

))B%A+(

&

'*A+%*!!

+++

%

))A%+!(

&

?*)%*)B

+++

%

+?%?BA

&

N,, (%BB) (%'+B (%)*A

!!

注)

+

#

++

#

+++分别代表在
)(a

#

Aa

和
)a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对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和支出研究!得出如下主要

研究结论)

)%'()I

年!被调查学生当中有
)A%+a

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人均补习

支出
'B))%*+

元'

'%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和支出在家庭间#学校间和地区间存在差异'

从课外补习比例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越高'

重点校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普通校'成绩较好的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

率较高'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中部地区

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次之!西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

低'从课外补习支出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平均课外补习支出

也较高'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高于普通校和普通班的学生'

东北和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和甘肃省学生的

课外补习支出较高!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省份的学生课外补习较低'

B%

总体而言!从四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

例和支出逐年增长!不过在
'()I

年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中部地区学生#重点

班学生#成绩较差的学生#父母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其课外补习

支出均逐年递增'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大量参加课外补习并为此支付了较

高的课外补习费用!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原因'从文

化原因来看!我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点自古收到推崇'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始终是父母的美好愿望和执

着追求'从教育原因看!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是为了获得更多和更优质的教育

资源'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升学体系仍然建立在考试基础上!学生参加课

外补习能够在教育数量上和质量上获得优势!从而在升学考试中处于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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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位置'从经济原因看!父母希望通过课外补习这一方式更多的投资于学生

的教育!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如果参与课外补习能够让学生在未来接受更

高层次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学生学业成绩和教育收益率!那么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政治原因看!按照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

%

]]N

&%

9058:C

>

:80$%

!

)**B

&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

1]N

&%

[7204

!

'(()

&!

不同家庭阶层之间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是有差异的'当义务教育没有完全普及

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找各种方式!使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最大化'当义务教育普及时!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以及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也存在一定差距'此时!竞争的核心不在

于受教育机会!而在于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为了

有效地维持社会不平等!就会努力让子女参与课外补习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

育!帮助其子女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中取得优势'

在多层线性模型中显示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和支出要高

于成绩较差的学生!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非重点校

和重点班的学生'而且描述统计也显示成绩较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

较高!重点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均显著高于普通校学生!重点

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均显著高于普通班学生!而且重点班学生

的课外补习支出连年增长!表明我国义务教育在校生课外补习尽管并存"培

优$和"补差$两种类型!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培优$类型的课外补习'

此外!相比于
'()(

年#

'()'

年和
'()!

年!

'()I

年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

率和平均支出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出台的"减负$政策对课外补习的

供给和需求都有所减缓'当然!该研究结论仍需要后续研究予以证实'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讨论!得出如下主要政策启示)

)%

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补习行为的监管!严禁公立学校在职教

师参与课外补习'

'()I

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平均支出有所下降!可能的

原因是近年来政府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以及禁止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参

与课外补习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课外补习需求和供给'今后政府应强

化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补习行为的监管!严禁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参与课

外补习!防止公立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结成利益联盟'较低的教师工资水平

刺激了公立学校在职教师提供课外补习需求!因此政府应提高公立学校在职

教师的工资水平'

'%

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学生成绩落后的家庭!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课

外补习费用补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均较

高!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学生获取的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水平!加大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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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家庭学生获取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结果导致阶层固化和社

会再生产'政府可以给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学习成绩落后的家庭提供课

外补习费用补助!通过补习券#补习津贴等方式帮助这些学生参加课外补习

以缩小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缩小因家庭背景而造成不同阶层学生在教育

获得上的差异!削弱课外补习对阶层固化的维持作用'

B%

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应增加面向农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招生

名额!促进城乡与阶层间高中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平等'课外补习扩大了城乡

和阶层间学生获得义务教育数量和质量差异!导致农村地区和弱势阶层家庭

学生获得高中教育数量和质量都与城市地区和优势阶层家庭学生存在较大差

距'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目标!促进社会阶层间合理流动!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应增加面向农

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招生名额!促进城乡与阶层间学生高中教育入

学机会分配平等'

最后!由于本文采用的四次追踪调查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所以并不能完

全反映我国课外补习的发展趋势'此外!

'()I

年的缺失样本较多!使得子样

本量少于
'()(

年!

'()'

年!

'()!

年!相比
'()!

年减少了
'Ba

!样本量的

减少可能会影响部分研究结果'因此!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长时间的追踪调

查数据来进一步揭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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