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

'$&"

()*+

年
,

月
-./0123$0$4/35$6278319/$0:;</;= >;

?

()*+

!收稿日期"

()*+@)I@)(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

置效率评价及优化研究#$

>̀C*IB)(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户籍制度

改革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IBCD)A,

%'

!作者简介"朱健!湘潭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AHI"H

!]]

&3$4

&贺适!湘

潭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HA,+"*))"

!]]

&3$4

&王辉!湘潭大学商

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A"!II+AH*

!]]

&3$4

'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基于
R2JaS$Y/9

模型的分析

朱
!

健!贺
!

适!王
!

辉

!摘
!

要"文章采用投入导向型的
R2J

模型!对我国大陆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资

源配置的综合效率值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并存在地区差异'综合效率值低的地区!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纯技术效率低造成的!也就是相关制度运行的效率低和管理水平

不善的问题'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办学规模对农

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影响"要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规模

保障机制!重点是逐步建立由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总量增长转变为保障义务教

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建设!监督教育经费的使

用!定期对农村经费使用效率进行考核"(

!

)坚持农村师资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促使农村师资不断完善"(

A

)优化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地调整

义务教育资源分配"(

"

)通过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

弱势群体的义务教育补偿机制!从而建立公平和有效的教育保障体系"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R2J

分析法'

S$Y/9

模型

义务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起

点'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发展'自
*,+H

年起我国实施九年制义

务教育!经过
("

年的努力!至
()**

年已基本普及了城乡义务教育'义务教

育的普及!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又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虽然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义务教育发展中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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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现阶段!义务教育的城乡非均衡发展问题还较为

突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经

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下阶段要重点关注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发展成果惠

及程度!促使公共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在各区域+学校与城乡之间协调发展'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新一轮的发展战略!而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H

年
"

月
()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乡村教

育质量'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

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加快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

投入效率如何. 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效率. 这是学术界迫

切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这一

问题展开了研究'

一+文献回顾

以效率为导向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是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关注的重点!数

据包络分析$

R2J

%方法作为一种经典的效率评价法!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广泛

用于对各类教育资源的效率进行评价'

S

O

1

G

/

等人$

())(

%利用
R2J

的线性规

划技术!从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评估了印度北方
!A+

个小学的技

术效率和三项投入产出的差异!探讨了印度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B$N

G

;

和
'1

?

;N

$

())H

%用
R2J

分析法对挪威中小学进行了效率分析!设立教

职工工作时数为投入指标!成绩为产出指标!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进

行探索'杨斌和温涛$

()),

%采用
R2J

分析法对我国"十五#期间各地农村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单涛$

()*H

%将
R2J

方法与
Q1%4

]

8/59

指

数相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
())!

*

()*A

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分别进行静

态描述和动态测算与评价'

S.10155$8%/5

等$

()**

%采用
R2J

分析评价英国的

高等学校的成本结构+效率和生产力!然后又用参数估计方法对同样的数据

又做了一次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对教育的投入产出进行测算时!

R2J

方法更有效'李荔和李阿利$

()*I

%采用
R2J

分析法对我国十五所农林类院

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叶前林等$

()*+

%等采用
R2JaS$Y/9

模型对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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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还有其他关于教育资源效率的研究'如
B1NN$=

$

*,,*

%为了研究英

国
()

世纪中期中学的办学效率!采用了生产前沿函数法对其进行分析'

-$$

?

;N

和
-$.0

$

*,,I

%为了探讨南卡罗来纳州中小学
"A*

个班级的办学效率!

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同时构建了生产前沿函数来对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办

学效率与班级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i$N.$0;0

$

())*

%摒弃了经典的
--:

模型!通过纳什均衡原理建立了二者结果的讨价还价均衡模型!从而建立了

高校内部院系运作效率的综合评价的方法'薛海平和王蓉$

()),

%利用教育生

产函数法来研究我国中东部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建立了教育生产

函数的多水平模型'

纵观国内学者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采用
R2J

方

法对义务教育资源效率进行研究是非常成熟且有效的!但对于义务教育资源

配置效率值影响因素的研究却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本文采用学术界流行的

R2JaS$Y/9

两阶段法!利用
()**

*

()*"

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大陆
!*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值进行评价及分析!并提出

研究假设!然后以我国各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纯效率值为因变量!

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利用
S$Y/9

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为

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政策建议!进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二+

R2J

*

S$Y/9

模型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一$

R2J

方法与
--:

%

B--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R19;20<;%$

?

4;09J01%

O

5/5

!简称
R2J

%由美国的

-.1N0;5

+

-$$

?

;N

和
:.$7;5

三人在
*,I+

年首次提出!是一种以相对概念为

基础+基于被评价对象间相对比较的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

-.1N0;5

!

-$$

?

;N107:.$7;5

!

*,I+

%'在进行效率评估的应用时!

R2J

方法可以对不

同量纲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不必先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因而评价结果

比较客观+有效!此外!学者们利用
R2J

方法研究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时!

通常用到的
R2J

方法中的
--:

模型和
B--

模型'

R2J

方法一般以整体作

为研究对象!在
R2J

各模型中能够体现整体与局部的密切关系!能以系统

的观点来代表各部门的效率!代表性较强!适合对义务教育这种非盈利性事

业的效率进行评价!对于学校这种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能进行比较客观的

反映'本文利用
R2J

方法中的
B--

模型和
--:

模型!从总体技术效率

$

S2

%+纯技术效率$

ZS2

%和规模技术效率$

>2

%三个方面对全国
!*

个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中小学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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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下的
--:

模型

--:

模型是
R2J

方法最基本的模型!由于
--:

模型是假设规模效益不

变!模型的技术效率中包含了规模效率的成分!所以也称为"总技术效率#或

"技术效率#'模型假设有
$

个
RQ^

!每个
RQ^

有
7

种输入指标和
5

种输

出指标!

H

T

是
RQ^

的投入!

I

T

是
RQ^

的产出!

5

是投入的权重!

:

是产

出的权重!

RQ^

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分别为(

H

T

e

$

H

*

T

!

H

(

T

!5!

H

7

T

%

!

!$

T

e*

!

(

!5!

)

%

I

T

e

$

I*

T

!

I(

T

!5!

I2

T

%

!

!$

T

e*

!

(

!5!

)

%

5e

$

5

*

!

5

(

!5!

5

7

%

!

:e

$

:

*

!

:

(

!5!

:

2

%

!

松弛变量
8

f代表可以用来增加的产出量!

8

@代表可以减少的投入量'

这里我们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

!通常情况下令
#e*)

@"

'

+

为模型的最

优解!也就是效率值!

,

表示决策单元线性组合系数'这就是
-:>

模型!它

可以对决策单元的规模有效性和技术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

-:>

模式下的

--:

模型为(

4/0

+?&

/

7

'

>

*

2

?

U

/

2

,

>

*

2

$ %/ 1

U

2&&&

/

7

T

>

*

H

'

T

,

T

U

2

?

>+

H

T

)

!

'

>

*

!

(

!5!

7

/

7

'

>

*

I,

T

,

T

?

2

U

>

I,)

!

,

>

*

!

(

!5!

2

,

T &

)

!

T

>

*

!

(

!5!

)

!

2

U

&

)

!

2

?

&

0

1

2

)

当
+

)

e*

且
2

f)

e2

@)

e)

时!表明第
T

个决策单元为
R2J

有效&当
+

)

e*

且
2

f)

+

2

@)为非零值!表明第
T

个决策单元为
4B+

弱有效&当
+

)

#

*

!表明
T

个决策单元为
R2J

无效'

(&#:>

模式下的
B--

模型

--:

模型中规模报酬是固定的!而实际生产中不可能所有的生产单位都

处于最优规模的生产状态!因此
B--

模型是对
--:

模型的进一步改进!它

把可变规模报酬$

#:>

%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通过去掉
--:

模型中锥形约

束条件!并添加一个凸性假设使模型的
/

7

T

>

*

,

T

>

*

使用范围扩大'则
#:>

模

式下的
B--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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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

7

'

>

*

2

?

U

/

2

,

>

*

2

$ %/ 1

U

2&&&

/

7

T

>

*

H

'

T

,

T

U

2

?

>+

H

T

)

!

'

>

*

!

(

!5!

7

/

7

T

>

*

I,

T

,

T

?

2

U

>

I,)

!

,

>

*

!

(

!5!

2

/

7

T

>

*

,

T

>

*

,

T &

)

!

T

>

*

!

(

!5!

)

!

2

U

&

)

!

2

?

&

0

1

2

)

当且仅当
+

)

e*

时!表明第
T

个决策单元为
R2J

弱有效&当
+

)

#

*

!表

明第
T

个决策单元为非
R2J

有效'

本文采用
R2J

模型中一个基本模型
--:

模型测算总体技术效率值

$

S2

%!

--:

模型主要用于评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

总体技术效率!这是在假定规模效益不变的情况下'而实际上!作为决策单

元的各省份的规模效益是可变的!有可能出现规模效益递增或递减的状态!

各省份还可能因为教育投入和产出比例不协调而出现
R2J

无效'因此引入

#:>

模式下的
B--

模型测算纯技术效率值$

ZS2

%!再用总体技术效率值除

以纯技术效率值!得出规模效率值$

>2

%!通过这些指标从而更好地得出各省

份农村义务教育所处的规模状态!并对资源配置效率做出评价'

#二$

S$Y/9

回归模型

S$Y/9

回归模型最早是
*,"+

年由
C14;5S$Y/0

提出!模型的因变量要满

足特点约束条件下的取值!能处理因变量的值在
)

到
*

之间的特殊情况!因

此也叫受限因变量模型+截取回归模型'

R2J

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介于
)

到
*

之间的双截尾数据!通常情况下的最小二乘法$

\D>

%不能适用于分析因

变量是部分连续分布或部分离散的数据!计算结果会存在偏差!因此要引入

S$Y/9

模型才能更好的解决这类问题'标准的
S$Y/9

模型如下(

I

-

'

>

(

)

U

/

G

T

>

*

(

T

H

'

T

U&

I

>

I

-

'

!

!

/6

!!

I

-

'

3

)

!

$ 1

*

I'

>

)

!

!!

/6

!!

I

-

'

3

?d

!

$ %

)

I'

>

*

!

!!

/6

!!

I

-

'

3

*

!

Ud

$ %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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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该模型中!

I'

为观测到的因变量&

I

-

'

为满足计量模型景点假设的潜在

变量&

H

'

为自变量&

(

为相关系数向量&

&

'

是独立的!满足
&

'

#

$

$

)

!

0

%'

三+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

#一$

R2J

模型指标及数据选取

R2J

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由于义务教育的产出相对固

定!本文采用
R2J

方法中投入导向型的模型!讨论在产出相对不变的情况

下!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否存在浪费'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行

性+独立性+整体性和精简性等原则!兼顾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等原

则!并参考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第四

条相关指标!构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指标体系!其中投入指标均为各省

份农村小学与农村初中的合计数!见表
*

'

表
!

!

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投入指标

人力投入

专任教师数0$人%$

*̀

%

高学历教师数$研究生及以上%0$人%$

(̀

%

生师比0$
M

%$

!̀

%

物力投入

固定资产总值$

À

%

每百人计算机拥有数0$台%$

H̀

%

生均图书册数0$册%$

H̀

%

财力投入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额$

Ì

%

产出指标
直接产出

农村小学毕业生数0$人%$

V*

%

农村初中毕业生数0$人%$

V(

%

效果产出 文盲率0$
M

%$

V!

%

R2J

模型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

*

()*H

年%+,中国人口年鉴-

$

()*(

*

()*H

年%!并经过整理后而得'另外!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东+

中+西部区域的划分!将东部地区划分为
**

个省份!中部地区划分为
+

个省

份&西部地区划分为
*(

个省份'

#二$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

将投入与产出指标的相关数据代入模型并通过
R2JZ(&*

软件进行测算!

得出了我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

*

()*"

年间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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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效率的评价结果!各地区的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分别

见表
(

+表
!

+表
A

'

*&

技术效率分析

固定规模报酬$

-:>

%下的技术效率能对评价决策单元多方面的能力进行

综合评价!如可以评价决策单元资源利用总效率!因此它是一个反映技术和

规模的综合效率指标!也被称为总技术效率'技术效率等于
*

!代表该决策

单元的投入产出是有效的!同时技术和规模均有效'

从各省份
()**

年至
()*"

年五年的测评结果来看!北京+天津+内蒙古+

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甘肃+宁夏+新疆这
*+

个省份的技术效率值均为
*

!占全国数量的

"+M

!说明了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要素达到了最佳的

组合'技术效率平均值在
)&,

*

*

之间的省份有
*)

个!占全国数量的
!(M

!

技术效率平均值在
)&,

以下为江苏+浙江+湖北三个省份!效率均值最低的

是江苏'其中!江苏+浙江作为沿海发达地区!效率值低下说明这些地区农

村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是过剩的'在这些效率值低于全国均值的省份中!出

现频率较高的有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湖北+陕西!这些地区中!不乏

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但技术效率值却不高!这也说明了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影响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从区域来

看!东+中+西部的技术效率值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不断波动并呈下降趋势!

其中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值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

(&

纯技术效率分析

可变规模报酬$

#:>

%下的纯技术效率值反映了决策单元在短期内规模一

定条件下!以最小的要素投入得到最大产出的情况!纯技术效率值越大表示

该决策单元投入要素的使用越有效率!纯技术效率为
*

表示在当前技术水平

上!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优'通过纯技术效率可以看出农村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多大程度是由纯粹的技术无效造成的!该指标能反映相关制度运行

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从各省份
()**

年至
()*"

年五年的测评结果来看!五年期间纯技术效率

值均为
*

的省份$也是总技术效率为
*

的省份%为
*+

个!占全国的
"+M

'说明

这些省份的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得到很好的利用!其产出也达到最优'

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在
)&,

*

*

之间的有
*)

个省份!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在
)&,

以下的是江苏+浙江和湖北'这五年里纯技术效率均值最低的是江苏'结合

表
A

可以发现江苏+浙江+湖北的规模效率值均高于纯技术效率值!可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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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些地区的总效率值低下是受到纯技术效率低下的影响!很大原因是由于纯粹

的技术无效造成的'从区域来看!

()**

年至
()*"

年期间!东+中+西部地

区的纯技术效率值有所波动!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值五年内基本呈下降趋势!

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值在下降之后再度回升!但西部地区效率值均大于东部

和中部!东部次之'由此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关

制度和管理水平这五年里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

规模效率分析

规模效率可以说明决策单元的实际规模是否有效!反映教育资源在最大

产出技术效率的生产边界上的投入量与最优规模下的投入量之比!规模效率

值越接近
*

表示规模越优!可以由此衡量在投入导向下的农村义务教育资源

是否处于最优规模'

从各省份
()**

年至
()*"

年五年的测评结果来看!规模效率值均为
*

的

有
*+

个省份!占全国数量的
"(M

!表示这
*+

个省份的规模效率均达到最

优'规模效率平均值在
)&,

*

*

之间的有
*!

个省份!这五年期间规模效率平

均值最低的是河北!为
)&,A,

'从规模效率值的变化情况来看!有
"

个省份

呈规模效益递增的状态!分别是江苏+浙江+福建+湖北+青海!表示其投

入比例的增幅小于产出比例的增加!仍需要增加义务教育投入资源才能获得

更好的产出'有
A

个省呈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分别是河北+安徽+广东+

陕西'这表示其产出比例的增幅小于投入比例的增幅!要适当控制义务教育

的办学规模!避免因办学资源的盲目投入而造成浪费!需要进一步调整这些

地区的义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从区域来看!只有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得到

了提升!其余地区规模效率值均下降'

表
&

!

各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
N0

$

&'!! &'!& &'!, &'!$ &'!#

平均值

北京
* * * * * *

天津
* * * * * *

河北
)&,!A )&+H) )&+,I )&,A" )&,)A )&,)+

山西
)&,", * * * * )&,,(

内蒙古
* * * * * *

辽宁
)&,H* )&,A+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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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平均值

吉林
* * * * * *

黑龙江
* * * * * *

上海
* * * * * *

江苏
)&+I* )&+HA )&+"! )&III )&I++ )&+!*

浙江
)&+!, )&+"! )&+I* )&+HH )&++* )&+H(

安徽
* * )&+,H )&,IA )&,"A )&,H"

福建
)&,,, )&,,! )&+H" )&,*! )&+I( )&,(+

江西
* * * * * *

山东
)&,H* )&,!H )&+,+ * )&,"A )&,")

河南
* * * * * *

湖北
* )&++" )&+), )&+A+ )&+(, )&+IA

湖南
)&+,) )&,(* )&,*" * * )&,A"

广东
* * )&,H* )&,H+ )&,)) )&,HH

广西
* * * * * *

海南
* * * * * *

重庆
* * * * * *

四川
* * * * * *

贵州
* * * * * *

云南
* * * * * *

西藏
* * * * * *

陕西
)&,," )&,A* )&+I+ )&,!+ )&,A* )&,!,

甘肃
* * * * * *

青海
* * * )&,*+ )&,)+ )&,H"

宁夏
* * * * * *

新疆
* * * * * *

平均值
)&,+* )&,IA )&,H* )&,I( )&,H" )&,I*

有效省份数
(( (( () (( (* (*

东部
)&,H) )&,") )&,!H )&,"( )&,!H )&,AI

中部
)&,+* )&,IH )&,"! )&,I+ )&,I! )&,I(

西部
*&)))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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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
CN0

$

&'!! &'!& &'!, &'!$ &'!#

平均值

北京
* * * * * *

天津
* * * * * *

河北
)&,!A )&+H) * * * )&,",

山西
)&,+H * * * * )&,,I

内蒙古
* * * * * *

辽宁
* )&,"+ )&,HI * * )&,+"

吉林
* * * * * *

黑龙江
* * * * * *

上海
* * * * * *

江苏
)&+II )&+H" )&+I! )&II, )&I,) )&+!I

浙江
)&+"A )&+H( )&++* )&+I+ )&++H )&+I(

安徽
* * )&,*( )&,+! )&,"H )&,I)

福建
* * )&+I) )&,(A )&+IA )&,!A

江西
* * * * * *

山东
)&,+, )&,"I )&,)* * )&,"" )&,H)

河南
* * * * * *

湖北
* )&++H )&+), )&+A, )&+!+ )&+IH

湖南
)&,(* )&,A! )&,+* * * )&,H,

广东
* * * * )&,(" )&,+"

广西
* * * * * *

海南
* * * * * *

重庆
* * * * * *

四川
* * * * * *

贵州
* * * * * *

云南
* * * * * *

西藏
* * * * * *

陕西
)&,,H )&,A! )&,*+ )&,A* )&,AA )&,A+

甘肃
* * * * * *

青海
* * * )&,I, )&,,I )&,,"

宁夏
* * * * * *

新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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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平均值

平均值
)&,+H )&,II )&,I* )&,I+ )&,I! )&,II

有效省份数
(A (! (( (A (( (!

东部
)&,H, )&,"" )&,"A )&,H( )&,A+ )&,"I

中部
)&,++ )&,I, )&,H! )&,I, )&,IA )&,II

西部
*&))) )&,," )&,,! )&,,! )&,," )&,,"

表
$

!

各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
I0

$

&'!! &'!& &'!, &'!$ &'!#

平均值

北京
* * * * * * @

天津
* * * * * * @

河北
* * )&+,I )&,A" )&,)A )&,A, 7N5

山西
)&,I! * * * * )&,," @

内蒙古
* * * * * * @

辽宁
)&,H* )&,,) )&,+( * * )&,+I @

吉林
* * * * * * @

黑龙江
* * * * * * @

上海
* * * * * * @

江苏
)&,,A )&,,+ )&,II )&,,I )&,,I )&,,! /N5

浙江
)&,+! )&,,) )&,++ )&,+I )&,,A )&,++ /N5

安徽
* * )&,+( )&,,* )&,,+ )&,,A 7N5

福建
)&,,, )&,,! )&,," )&,++ )&,,I )&,,A /N5

江西
* * * * * * @

山东
)&,I( )&,I+ )&,,I * * )&,+, @

河南
* * * * * * @

湖北
* )&,,+ )&,,, )&,,+ )&,,) )&,,I /N5

湖南
)&,HH )&,II )&,!! * * )&,I" @

广东
* * )&,H* )&,H+ )&,I! )&,+) 7N5

广西
* * * * * * @

海南
* * * * * * @

重庆
* * * * * * @

四川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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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平均值

贵州
* * * * * * @

云南
* * * * * * @

西藏
* * * * * * @

陕西
)&,,, )&,,I )&,"I )&,,I )&,,H )&,+, 7N5

甘肃
* * * * * * @

青海
* * * )&,!I )&,** )&,I) /N5

宁夏
* * * * * * @

新疆
* * * * * * @

平均值
)&,," )&,,I )&,+, )&,,A )&,,( )&,,!

有效省份数
(! (! () (( (( ((

东部
)&,,( )&,," )&,+( )&,,) )&,++ )&,+,

中部
)&,,( )&,,I )&,+, )&,,, )&,,, )&,,"

西部
*&))) *&))) )&,,H )&,," )&,,( )&,,I

四+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
R2J

模型进行效率评价!发现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存在地区差异'为了分析造成地区差异的原因!本文提出我国各省份农村义

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再根据
R2J

实证分析得出的效

率值为基础!利用
S$Y/9

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提出的假设'

根据我国农村中小学的运行环境和特点!本文认为影响我国各省份农村义务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城镇化水平的高

低+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及高职称教师所占的比重等'结

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和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越高'

假设二(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

假设三(农村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越高!其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越高'

假设四(农村地区中小学办学规模越大!则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

假设五(农村中小学高职称教师所占比重越大!其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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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本文认为!在以上假设都成立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投入产

出效率会大量增加!资源利用的效率会更高!为此采用
S$Y/9

模型来验证上

述假设'

#一$

S$Y/9

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出的影响因素的假设!本文选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Z*

%+城镇化水平$

Z(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Z!

%+学校办学规模$

ZA

%+师资

水平$

Z"

%这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将
R2J

结果中的纯技术效率$

ZS2

%作为

因变量!构建
S$Y/9

回归模型'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Z*

%是一个宏观的衡量指标!该观测变量采用各

省份人均
KRZ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 QZSP\'

%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P'-\Q2

%这三个变量!但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关系!

因此需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合并!成为一个综合指标'利用

>Z>>*,&)

对这三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各成分得分系数!得出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这个综合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Z*

%

e)&!!+

-

KRZf)&!A"

-

-\'>̂ QZSP\'f)&!AA

-

P'-\Q2

'

Z(

(城镇化水平'该变量用各省份的城镇化率来表示'

Z!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该变量主要用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

KRZ

的比重来表示'

ZA

(学校办学规模'该变量用固定资产总额来表示'

Z"

(师资水平'该变量用各省份农村地区的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比重来表示'计算公式为(农村小学高职称教师比
e

小学高级及以上职称的

教师数量0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农村初中高职称教师比
e

初中一级及以上职称

的教师数量0初中专任教师数'

构建
S$Y/9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I

-

'

代表通过
R2J

模型计算出来

第
'

个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值'

I

-

'

eO

*

9

*

fO

(

9

(

fO

!

9

!

fO

A

9

A

fO

"

9

"

f;

I'

e

I

-

'

!

I

-

'

#

*

*

!

I

-

'

&

0

1

2

*

S$Y/9

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H

%+

,中国统计年鉴-$

()*(@()*H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H

%和,中

国教育统计年鉴-$

()**@()*"

%!并通过相关计算整理而得'

#二$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消除共线性!对
S$Y/9

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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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9

模型的原始数据是
!*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常实际研究中!面板数据

的相关性非常强!一旦出现遗漏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非常大!而这种影

响的大小取决于遗漏掉的解释变量与保留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较强的相

关关系'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进行了
U185410

检验!观察该模

型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为
*!&*I"

!

Z

值
)&)(*+

#

)&)"

!即拒绝原假设!应当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
#

!

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函数 标准误 统计量
C

值

常数项
*&""! )&*!* **&+,, )&)))

---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H) )&)(" (&AA" )&)*"

--

师资水平 *

)&)*" )&)*H

*

)&,I!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 )&)()

*

A&,AI )&)))

---

城镇化水平
)&**I )&)!H !&((! )&))*

---

学校办学规模 *

)&)*) )&))"

*

*&I,I )&)I(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M

+

"M

+

*M

的水平下显著'

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办学规模'师资水平对农村教育资源利用

效率并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是由我国农村中小学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所决

定的'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师资发展极不平衡!投入更多高职称教师并不能

在短期内带来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显著提升!普通专任教师就能给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生力所能及的辅导!而高职称教师占比只需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即

可!暂不需盲目扩大农村中小学高职称教师的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校办学规模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负相关的!可见!

并不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办学规模越大!其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

率就越高'这也意味着!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更应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利

用!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办学规模的标准化!使办学规模适度!更好地产生规

模经济!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假设一+假设四与假设五不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前文选取我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

*

()*"

年近五年的面板数

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
R2J

分析法对我国现阶段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

率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各省份的资源配置效率值存在差异!为了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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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还提出了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假设!接着通过利用
R2J

分析中

得出的
ZS2

值作为因变量!构建
S$Y/9

回归模型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尽管国家已经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但部分省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仍然不高!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现

象!而纯技术效率值低下正是制约我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

素!因此要优化相关的教育政策'此外!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

不能决定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而是要更注重办学的规模效益以及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城镇化水平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正向影响说明!下阶

段要把握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带来的发展机遇!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和办学质量!更好地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要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效

率!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建立农村

义务教育规模保障机制!重点是逐步建立由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总量增

长转变为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

理制度建设!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定期对农村经费使用效率进行考核'$

!

%

坚持农村师资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通过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及教

师的能力素质和师德水平方面的完善!促使农村师资不断完善'$

A

%优化农村

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地调整义务教育资源分配'$

"

%通过完善农

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义务教育补偿机

制!从而建立公平和有效的教育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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