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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
P2-Q

国家学前教育

投入水平的比较研究

柳
!

倩!黄嘉琪

!摘
!

要"国家财政投入对保障学前儿童接受早期教育机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投入力度逐渐加强$但与国际水平相

比仍差距较大!本文采用
P2-Q

数据库&

N'2O-P

数据库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等权威数据$比较
()*)

年以来$中国与
P2-Q

国家在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和支出

的情况$发现我国学前教育在投入总量&生均投入&支出比例及教师工资这几方面

远远低于
P2-Q

国家!据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加大学前教育服务公共投入水平&提

高教师薪酬支出占比!

!关键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国际比较

有力.高效.稳健的财政投入政策是保障高质量学前教育不可缺少的一

环(实施第一.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投

入政策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同时必须看到!我国学前

教育面临着新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财政政策对学前教育投入

多少.如何投入.支出结构如何等!这一系列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的问题!需要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与
P2-Q

国家进行比较!据此

对我国学前教育政策走向做出发展性定位(公共财政投入和支出的评估指标

可划分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RQS

的比例.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

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学前教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教师工资

等指标(本研究首先阐述了国家学前教育投入的重要性!然后采用
P2-Q

数

据库.

N'2O-P

数据库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权威数据!比较了
()*)

年以来!中国与
P2-Q

国家在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和支出方面的情况(在

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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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学前教育投入的重要性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其发展水平和质量关系到一

个民族乃至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但有助于培养个人良

好的学习习惯!还能促进智力的开发&曹莹!

()*"

'(随着越来越多早期教育

效益研究结果的呈现!更多的国家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早期教育!加大对早期

教育的投入!以期促进教育公平!减少贫困!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学前教育经费来源包括公共资源和私人&非公共'资源两个部分(其中!

公共资源包括国际组织的援助资金或信贷资金!以及来自各国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财政性经费投入(私人投入主要是指幼儿父母对其子女接受相应学

前教育服务所花费的家庭经费支出!也包括来自独立机构!诸如教会.福利

机构或公司等的捐助(对于已经实现学前教育普及的国家!尽管公共投入占

学前教育经费的很大比重!但是私人投入对于支持一些家庭获得更长时间或

者额外学前教育服务来说仍然很重要(对于学前教育欠发达的国家!私人投

入可能是幼儿家庭享受学前教育权利的唯一经费来源(因此!财政投入对保

障学前儿童接受早期教育机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加大

国家学前教育投入有助于保障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并减少学前教育阶段不公

平的现象&冯文全和范潆引!

()*A

'(

国家学前教育投入情况主要可从三方面进行分析!包括财政性学前教育

经费占
RQS

的比例.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以及学前

教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二.中国与
P2-Q

国家学前教育投入水平的比较

P2-Q

现有
"!

个成员国!代表的是学前教育发展和质量水平普遍较高的

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大多数
P2-Q

成员国也是世界

上的富有国家!其早期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普遍要高于其他国家(

P2-Q

各成员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体现在财政体制.投

入总量以及对不同性质学前教育机构的资助方式等多个方面(本文将从学前

教育投入总量.生均投入量.支出结构以及教师工资几个方面对中国与

P2-Q

国家学前教育投入水平进行比较(

$一%学前教育投入总量的比较

*&P2-Q

国家学前教育机构经费占
RQS

的平均比例已达
)&FM

!中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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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低于该比例(

学前教育机构经费占国民财富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学前教育投入和

重视的重要指标!其中学前教育机构经费支出包括政府.企业.学生个人和

家庭的支出(国家投资于教育机构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生产力!推

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减少社会不平等&

P2-Q

!

()*!

'(欧盟委员会保育协

作组织&

[.;28G$

V

;10-$44/55/$0';9=$GJ$0-./%731G;

'在
*++B

年建议!

欧洲各国应该至少把
RQS

的
*M

投入早期教育和保育事业(在可获得数据的

国家中!

P2-Q

国家的学前经费支出占
RQS

比例的平均水平从
())+

年的

)&,M

增长到
()*(

年的
)&FM

!

()*"

年保持在
)&FM

!但是也有部分国家已

经超过了
*M

的水平(

()*"

年学前教育经费支出占
RQS

的比例超过
*M

的有
F

个国家!分别是

挪威.瑞典.冰岛.丹麦.斯洛文尼亚.智利.芬兰.以色列!其中挪威达

到了
(&)M

!瑞典达到
*&+M

*占比在
)&BM

到
*M

的国家有
**

个!分别是新

西兰.德国.西班牙.波兰&这三个国家已经达到
)&FM

'.法国.比利时.

匈牙利.墨西哥.葡萄牙.卢森堡.奥地利*占比低于
)&BM

的国家有
*"

个!其中日本.土耳其.瑞士仅仅达到
)&(M

!爱尔兰仅仅达到
)&*M

(

美国.英国.日本在
())+

年到
()*"

年的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

变化!分别维持在
)&!M

.

)&,M

.

)&(M

的水平(变化最大的是挪威!从

()**

年的
)&,M

增长到
()*(

年的
(&*M

!并在
()*"

年略微下降到
(M

!但依

然是发达国家中占比最高的(增长较快的还有瑞典!从
()**

年的
)&AM

增长

到
()*"

年的
*&+M

*冰岛从
()**

年的
*&)M

增长到
()*"

年的
*&AM

*芬兰从

()**

年的
)&!M

增长到
()*"

年的
*&!M

*斯诺文尼亚从
()*)

年的
)&AM

增长

到
()*"

年的
*&"M

(

较之于
P2-Q

各成员国学前教育投入占
RQS

的比重!我国
()*"

年学前

教育经费收入仅占
RQS

的
)&*!M

!与
())+

年的
)&)BBM

&庞丽娟.洪秀敏!

()*(

'相比!有略微的增长!比投入比例最低的爱尔兰&

)&*M

'高
)&)!

个百分

点!但是与大部分
P2-Q

成员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P2-Q

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平均比例高达

+&""M

!中国远低于该比例(

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普及教育的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

公共投入!也即提高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已成

为一种普遍做法(从该比例的大小也可以看出该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水平与

其他教育阶段的差异(

P2-Q

成员国总体来说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很大

的!其平均水平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从
()*)

年的
F&!!M

增长到
()*(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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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年超过平均水平的有
*"

个国家(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比较

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超过
*)M

的国家有
**

个!

分别是斯洛伐克.波兰.瑞典.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捷克.法国.立陶宛.

智利.西班牙和拉脱维亚!其中拉脱维亚的比例最高!已经达到
*A&*FM

(

而在
()*(

年占比低于
,M

的有
,

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爱尔兰.韩国.

日本.瑞士!最低的爱尔兰只达到
*&F,M

(

从近三年的年度数据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

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都呈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

P2-Q

国家在不断增加对

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其中挪威.芬兰.瑞典三个国家增长速度最快!挪

威从
()*)

年的
!&FBM

增长到
()*(

年的
+&BBM

!芬兰从
()*)

年的
,&FM

增长

到
()*(

年的
*)&"+M

!瑞典从
()*)

年的
*)&*AM

增长到
()*(

年的
*B&(*M

(

但是也有部分国家的学前教育投入水平在下降!例如德国.奥地利.西班牙(

相比较而言!中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总投入的比重

极低!

()*(

年仅为
(&(,M

!落后于数据可得的
(,

个国家!仅仅略高于爱尔

兰!最高水平的拉脱维亚是中国的
A&B

倍(

"&

经济负增长国家依然坚持对早期教育的投入(

始于
())F

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种经济

的下滑进而也会影响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为(人口只有
"(

万!人均
RQS

达到世界第四的冰岛!数千个家庭陷入贫困!国家财政赤字严重!面临破产(

自
())F

年
F

月份开始!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滑!经济开始进入衰退(

西班牙已经连续四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数(亚洲国家中日本受金融危机影响!

日元被迫升值!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韩国汇率下降!韩元贬值!实体经济受

到冲击!生产状况低迷(这五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近几年几乎呈负增长状

态&

P2-Q

!

()*B

'(但是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早期教育的投入状况进行分析后

发现!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依然重视本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班牙.冰岛.意大利.日本和韩国虽然受到的经

济冲击很大!但是从近几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来看!各国并没有大量消减在学

前教育方面的投入(本来早期教育投入水平就比较高的冰岛!依然在加大对

学前教育的投入(西班牙虽然近几年有下滑的趋势!但是由于其早期教育投

入水平本来就比较高!因而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日本近几年基本

保持一种平稳的状态!不增加也不减少(韩国近几年对早期教育的投入较大!

各项指标都在逐年提升(

冰岛学前教育机构经费占
RQS

比例增幅明显!其他四国基本保持平稳(

总体来看!欧洲的两个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经费占
RQS

的比例要高于亚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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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两个国家(日本近五年的水平基本保持在
)&(M

*韩国略有上升!在
()*"

年

达到
)&!M

*西班牙近几年略微下降!从
)&+M

下降到
)&F(M

!但是依然保

持在
P2-Q

国家目标水平&

)&FM

'*冰岛是几个国家中占比最高的!并且在

()**

年到
()*"

年增幅很大!从
)&+BM

上升到
*&B+M

(各国用于所有服务的

学前教育机构的年生均支出差异明显!欧洲国家比亚洲国家要高!日本的学

前教育机构年生均支出是四个国家中最少的!冰岛是最高的!其支出水平远

远高于其他四国!并且在经济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该指标增长趋势明显!从

())+

年的
+B"B

美元/年/生!增长到
()*"

年的
**+!F

美元/年/生!

!

年之内

涨了
("*"

美元(

在
())+

年!日本.韩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生均支出从
,*)"

美元到

A+!F

美元不等!各国差异较大!但是经过四年的波动!各国有增有减!到了

()*"

年后四国的年生均支出都在
B())

美元左右(其中!韩国学前教育机构

公共支出比例增幅明显(五个国家中!意大利.冰岛和西班牙这三个欧洲国

家的学前教育机构公共支出水平明显高于亚洲的两个国家(意大利近五年学

前教育机构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
+)M

以

上*冰岛和西班牙近几年学前教育公共支出的比例一直高于
A)M

!虽然在

()*)

年和
()**

年略微下滑!但是到了
()*(

年之后公共支出水平又在提高!

并于
()*"

年达到
F)M

以上(日本近几年的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
!!M

的水

平(变化最大的是韩国!其学前教育机构公共支出的占比一直在快速增加!

已经从
())+

年的
!(&BM

增长到
()*"

年的
AA&,!M

(综上所述!基本上五个

国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并没有消减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支出水平!依然坚

持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支持(

西班牙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有下降趋势!其他四国平

稳增长(冰岛.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

费的比重!虽然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较低!但是近五年来!该比重在逐年稳步

提升!可见这些国家不断地提高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冰岛和韩国在五年

里增加了
*

个百分点!日本增幅较小(西班牙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的总体

水平要高于冰岛.意大利.韩国和日本!但是在
()**

年之后下滑明显!不过

依旧保持
*)&(M

的高水平(

$二%各国用于所有服务的学前教育机构生均年度支出差异较大

学前教育机构生均年度支出是衡量正规教育的单位成本(高质量的早期

教育意味着更高的生均成本(影响教育机构生均支出的因素主要有教师工资.

退休金制度.教学和授课时间.材料设备等.学生人数等&

P2-Q

!

()*!

'(

并且教育投入中的生均支出水平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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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在
()

世纪
F)

年代对学前教育生均成本&单位成本'的研究表明)按照欧共

体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估算!国家需要提供的年生均成本经费
F)))

美元以上的

投入!才能确保招收
"@B

岁儿童的全日制托幼机构雇用合格教职员工!并且

保证师生比例恰当!维持教学质量&

-$44/99;;6$G23$0$4/3Q;<;%$

V

4;09

!

())B

'(但不同国家的消费水准不同!生均经费的投入还需要考虑各国的消费

因素!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核算(有研究显示!

始于
())F

年的经济危机对各个阶段的教育机构生均支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生均支出下降!主要是因为学生规模增加

的速度超过了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

图
!

!

"##HI"#!,

年部分
K?)'

成员国用于所有服务的学前

教育机构年生均支出趋势$单位&美元%

在数据可得的
"!

个
P2-Q

成员国中!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
())+@()*"

年间!早期教育生均支出基本保持不变的国家有新西兰.美国.奥地利.荷

兰.捷克.以色列等国*出现略微下降的有爱沙尼亚.意大利.卢森堡.波

兰.西班牙*依然呈现快速增长的国家有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德国.冰

岛.挪威.瑞典&见图
*

'&

P2-Q

!

()*(

!

()*"

!

()*!

!

()*,

!

()*B

'(

P2-Q

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逐年增加!

())+

年是
BBA)

美元/年/生!到了
()*"

年增

长到
FB*F

美元/年/生!可见早期教育质量在不断改进(例如!澳大利亚从

())+

年到
()*"

年的生均支出涨幅很大!在
())+

年生均支出是
F!+"

美元/

年/生!与美国相差不大!但是到了
()*"

年增长到
*("B!

美元/年/生!而美

国在
()*"

年也只有
++FB

美元/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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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图
"

!

"#!,

年部分
K?)'

成员国各教育阶段用于所有服务的年生均支出$单位&美元%

!!

()*"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P2-Q

成员国的平均年生均支出为
FB*F

美元/

年/生!超过平均水平的有
*"

个国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
*A

个国家(其中!

年生均支出在
*))))

美元以上的国家有
+

个!分别是卢森堡.挪威.丹麦.

瑞典.澳大利亚.芬兰.冰岛.新西兰.德国(卢森堡的年生均支出水平最

高!达到
*+(""

美元/年/生!挪威在
()*"

年也达到了
*F(!)

美元/年/生(年

生均支出在
A)))

美元到
*))))

美元之间的国家有
B

个!分别是美国.斯洛文

尼亚.奥地利.英国.荷兰.法国(年生均支出在
,)))

美元到
A)))

美元之

间的国家有
+

个!分别是葡萄牙.爱尔兰.智利.西班牙.日本.意大利.

韩国.波兰.瑞士(年生均支出在
,)))

美元以下的国家有
B

个!分别是斯洛

伐克.捷克.以色列.土耳其.墨西哥.爱沙尼亚!其中爱沙尼亚的水平最

低!仅为
*+FA

美元/年/生&见图
(

'(

中国与
P2-Q

成员国相比差距较大!中国在
()*"

年的学前教育年生均

经费仅为
*(B!

美元"

!比最低水平的爱沙尼亚的
*+FA

美元!还相差
A((&F

美元(

通过比较
P2-Q

成员国不同教育阶段的年生均经费发现!有
"

个国家的

中等教育年生均支出普遍高于早期教育*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这

些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早期教育机构年生均支出高于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阶段*

有
*A

个国家的早期教育机构年生均支出不低于小学阶段!但是也有部分国家

"

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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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前教育投入水平的比较研究
A+

!!!

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机构的年生均支出远远高于早期教育!例如瑞士.奥

地利.日本.爱尔兰.爱沙尼亚等国(

$三%学前教育支出结构的比较

*&P2-Q

国家学前教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占比平均已达
F)M

!中国远低于

该比例(

学前教育机构的支出主要来源于公共支出.家庭支出.私营实体支出等!

由于大部分国家学前阶段还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所以一个国家在学前阶段

的公共支出水平可以看出该国对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

()*"

年

P2-Q

成员国的公共支出的平均水平占到学前教育机构总支出的
F(&BFM

!

其中有
*A

个国家的公共支出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具体来说!达到
+)M

以上

的国家有
+

个!分别是爱尔兰.卢森堡.比利时.瑞典.法国.挪威.捷克.

意大利.匈牙利!其中爱尔兰已经达到
++&+M

*达到
F)M@+)M

的国家有
+

个!分别是以色列.芬兰.荷兰.奥地利.新西兰.智利.斯洛伐克.冰岛.

西班牙*达到
B)M

+

A+M

的国家有
F

个!分别是德国.韩国.波兰.斯洛文

尼亚.美国.土耳其.英国.葡萄牙*低于
B)M

的国家只有
(

个!分别是日

本&

!!&!+M

'和澳大利亚&

!*&F!M

'(

中国与
P2-Q

各国相比较!

()*"

年政府的公共支出占比是
!+&),M

!仅

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水平相当!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

多数
P2-Q

国家学前教育机构经费支出占比较为合理!中国低于其平

均水平(

大量的研究显示!学前教育职工薪酬经费支出占比在
B,M@A)M

左右较

为适宜!该部分经费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教育机构有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但

从每个国家学前教育发展阶段来看!如果处于基本建设较为成熟.质量已经

较高的国家!其职工薪酬经费支出占比可以更高一些(各个国家学前教育机

构经费支出中基本上都是职工薪酬支出占比最高!其次是日常开支支出!占

比最少的是基本建设费用!支出结构较为合理(

P2-Q

国家中有
*,

个国家的

职工薪酬占比都在
B,M

到
A,M

之间!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但墨西哥的职工薪酬支出占比已经高达
+)M

以上!其日常支出占比远远

低于其他国家!这与其近年来学前教育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教师有关!在

总经费增长速度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经费只够用于职工薪酬的支付!因此

该部分比重较大!而基础建设和日常经费较少!带来的反而是大班额.低质

量的学前教育(

从年度数据看!

())+

年到
()**

年间!

P2-Q

国家的支出结构变化差异

很大!这可能与各个国家发展学前教育中的侧重点不同有关(职工薪酬支出



F)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占比有提高的国家有波兰.捷克.德国.冰岛.土耳其.挪威.美国.爱尔

兰.丹麦*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奥地利.西班牙.日本.卢森

堡.瑞典.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等*职工薪酬支出占比三年来一直处

于下滑状态的有芬兰.匈牙利.立陶宛.英国.瑞士.葡萄牙*其中下降幅

度最大的是英国和葡萄牙!但依然保持在
B,M

以上(

英国的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在增加!而葡萄牙在这一指标上并没有增加!

其在日常开支费用方面的增幅较多(近几年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增多的国家有

英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可能这些国家近几

年新建或改扩建学前教育机构较多(大部分
P2-Q

国家在基本建设费用上的

支出呈递减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其学前教育的发展较为完善!儿童的入园

率较高!已经有充足的学位!因此更关注质量问题!而不是新建和扩建学前

教育机构的问题(

许多研究都强调教师是影响学前教育过程质量的最关键因素("高质量的

学前教育需要营造一种既重视儿童也重视教师的环境%&

_./9;H$$J

!

;91%

!

()*!

'(因此有学者指出!经费应更多用于支付合格教师的薪水!并鼓励托幼

机构雇佣更多的教师&

2-2[15J6$G3;

!

()**

'(很多国家在政策实践中!也遵

循了这一思路!将投入重点更多倾向于人!因此职工薪酬费用支出占比较高(

如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政府颁布了,师资稳定规划-&

_$GJ6$G3;O91H/%/9

?

O9G19;

D?

'!规划包括了一系列措施!如工资增长计划.规定最低底线工资!

提供工资调整基金&

_1

D

;b7

X

8594;09 8̂07/0

D

'.福利金计划和奖学金计划

等(该省在
())F

年和
())+

年分别两次提高托幼机构的运行经费!用于提高

教师工资(通过薪资提高项目!该地区早期教育教师的工资自
*+++

年以来增

长了将近
,)M

(据
())B

年的统计!曼尼托巴省幼儿教师工资待遇在加拿大

各省当中位列第二&

P2-Q

!

()*(

'(

当然!在经费总量相对稳定且有限的前提下!将投入更多用于教师!意

味着要对学前教育支出的项目结构进行调整(而要保证学前教育质量和正常

运转!儿童所使用的游戏和材料等公用经费又不能减少(因此!在保证场地

硬件设施完备.卫生.安全和适宜的前提下!减少基础建设支出的相对比例是

一些国家的做法(有的政府还会选择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减少学前教育公共支

出在硬件设施上的支出&

:17;0

!

())"

'(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正是包

括服务外包等公私合作&

S8H%/3cSG/<19;S1G90;G5./

V

'项目推行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职工薪酬占比明显低于
P2-Q

国家的最低水平和国

际研究所揭示的理想水平(

())+

年的占比是
B+&*M

!但是近三年一直在递

减!在
()**

年占比仅为
,(&"M

(日常开支支出占比则明显高于
P2-Q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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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在过去几年的学前教育改革中!大量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园舍新建和改扩建的

工程当中(尽管为学前教育增加学位是创造普惠.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机会的

前提!但如果缺少合格师资!硬件投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意义的学前教育

机会(目前我国师资队伍急缺!教师待遇低下的问题非常突出(据统计!目

前我国还缺少
*()

万幼儿园师资!这直接阻碍了一些已建园舍成为实际.有

效的教育资源&龚亮!

()*A

'(在目前学前教育快速普及.教育质量亟待提升

的背景下!调整支出结构!减少在办园条件上的重复和不必要支出!增加对

人员支出是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必然要求(

$四%

K?)'

国家重视并提高教师待遇(中国师资待遇偏低

学前教育师资建设对于各国学前教育质量的保障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研究表明!优秀的从业人员能够提供丰富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学

习环境和高质量的教学!更高质量的师幼互动能够促进更好的学习结果

&

L;3J410

!

()))

'!教师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待遇!也会对早期教育的数量扩

大和质量提高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地位也会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提高

教师的工资待遇!可以提高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提高职业认同感!带

来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就
P2-Q

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言!学前教育教师工资是
(,@B!

岁受过高等

教育的全职劳动者全年收入的
F)M

!小学教师工资是这一基准的
F,M

!初中教

师工资是这一基准的
FFM

!高中教师工资是这一基准的
+(M

&

P2-Q

!

()*!

'(

可见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较低(

()*"

年的统计显示!

P2-Q

国家具有
*,

年教龄的学前教育教师的平均法定工资是
"F"A,

美元/年(

表
!

!

"##HI"#!-

年教龄达
!$

年的各国学前公立机构教师的年薪$美元%

"##H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瑞士
FA,,! FA!B+ FA"(* FFB"A F+!+!

卢森堡
A",)" *)*FAB *)*FAB *)A)"B *)+A*( **B!A,

丹麦
,!(+A ,,*)! ,,*), ,B*A( ,B,", ,A((B

澳大利亚
,(AB* ,,(!) ,AA,F ,++,! BB)FA BA(+*

比利时
!""A* !"AAA !!+(F !,FF! !AB,( !ABAA

挪威
!(A,, !(B+( !,()( !B)!A !F,(* !FF+B

苏格兰
!)F!, !*F,! !(,*A !(,*A !(,*A !(+!"

英格兰
"A!,+ "F"(* "+()" "+()" "+()"

西班牙
"B+)" "A),* "B*A" ",B+F ",(,B ",))"

韩国
",,!F ",,!F "A!(, "FA,, "+FA) !),B+

瑞典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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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续表

"##H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法国
"(*F, "(!!" "(B*! "(BAA "(,*, "(+,(

波兰
"*,++ ""B,A ",+!, "F"AB "+F," "++(A

冰岛
")"!F ")"!F ")"!F ""*(* ",!,*

意大利
(++(F ")((! ")!!" ")!!" ")!!" ")!!"

葡萄牙
(+(B) (+,B* ")BFA (B,+, (B,+, (A+B"

芬兰
(FB"" (++A! ")""! ")FF! "*"", "*B(*

希腊
(B"++ (A""! (!))A (*+(A ()F"! *+(""

以色列
("*+A (""*, ")(,A "")", "!B!! "B*(!

智利
*("FA *(A!) *"*AF *"F"B *!,(F *,)!+

捷克
*)AF) *)!() ***(, AF+! AF+! AF+!

墨西哥
AF,) F(AB F+!! +"*A +A,* *)!)(

土耳其
AA)A FB!, +*F! *)))( *)+(+ *("!)

匈牙利
B"B" B"BF B"B! B",F B"(" ++BB

美国
""++! ",A,) !,")) !B),! !BAA"

P2-Q

平均
""++! ",A,) "B,), "A!FB "F"AB "B+F+

表
*

反映了在部分数据可得的国家中!拥有
*,

年教龄的学前公立机构教

师的年薪(从
())+

年到
()*!

年!基本上所有国家公立机构中的学前教师的

工资都呈增长趋势!只有希腊一直在下滑!从
(A""!

美元/年下降到
()*!

年

的
*+(""

美元/年!这可能与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有关(在对
()*!

年

各个国家公立学前机构新教师的年薪统计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间的差异非

常大!从哥伦比亚的
,BB(

美元/年到卢森堡的
A""+(

美元/年不等*卢森堡和

瑞士公立学前机构的新老师的年薪达到
A

万美元*丹麦.澳大利亚.挪威达

到
!

万美元*剩下的
*B

个国家处于
(

万美元到
!

万美元之间*不到
*

万美元

的有
,

个国家(

除此之外!不同教龄的教师年薪也是有差异的!基本上所有国家公立学

前机构中的老师!教龄越久工资越高!但也有部分国家的教师在工作
*)

年之

后工资的涨幅基本不大!或者没有&基于
()*!

年的统计数据'!比如挪威.哥

伦比亚.芬兰.丹麦.澳大利亚等国(但是也有些国家的学前公立机构的教

师工资随教龄的增加变化较大!例如卢森堡的新教师年薪是
A""+(

美元!但

是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可以达到
*"*,*!

美元!基本上翻了一倍!这无疑对保障

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有很大的效果(美国.法国.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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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等国教师工资在
*,

年教龄之内的涨幅较小!但是在
*,

年教龄之后工资的涨

幅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与人口大国中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以及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南

非这四国相比!支出结构中的职工薪酬占比与巴西.印度尼西亚相近!都在

B)M

左右!但是中国在
())+

年到
()**

年呈现下滑趋势!

()**

年此项支出占

比仅为
,(&(AM

(相比之下巴西增长很快!其职工薪酬支出已经达到
A)M

!

其日常开支和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在
()**

年开始减少!这可能与其学前教育政

策调整有关!在基本解决儿童入园率后!开始关注学前教育质量问题!提高

教师数量和质量(但是南非的人员经费支出占比较少!仅占
!)M

!但是在

()**

年该项支出有明显增加!基本建设费用和日常开支支出下降(墨西哥的

职工薪酬支出占比一直很高!占到总支出的
+)M

以上!可见其学前教育经费

主要用于支付人员工资!投入学前教育建设和质量提高的费用过少(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P2-Q

国家早期教育投入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早期教

育投入水平与
P2-Q

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待进一步加大投入水平!

以促进我国早期教育发展水平(

$一%结论

*&

中国学前教育服务公共投入水平整体低于国际水平(

从
())+

年到
()*"

年!我国学前教育服务公共投入水平在逐步提高!但

仍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主要体现在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RQS

的比例.财政

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学前教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占比(

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RQS

的比例是政府对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重要指

标(

()*"

年!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RQS

的
)&*!M

!远远低于
P2-Q

国家
)&,M

的平均水平!与许多人口大国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巴西.

墨西哥近年一直保持
)&,++M

和
)&,"M

左右(经济下滑国家基本没有削弱在

学前教育方面的公共投入!其中韩国从
)&*M

上升到
)&*FM

!说明加大学前

教育公共投入经费占
RQS

的比例成为国家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

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教育系

统中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
()*(

年该比例仅为
(&(,M

!只及
P2-Q

国家平均水平
+&""M

的
*

/

!

*在人口大国中增幅处于中等位置!

()*(

年墨西

哥和巴西已经分别达到
*)&"FM

和
*)&*(M

*在经济下滑国家中!冰岛.意大

利.日本和韩国近年稳步地提升!冰岛和韩国在五年里增加了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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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学前教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占比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政府责任.市场

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公共支出占比越高说明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家庭承担

越低.学前教育市场化程度越低(目前我国该比例是
!+&),M

!远低于

P2-Q

国家
F(&BFM

的平均水平!表明我国政府成本分担比例过低.市场化

程度较高.家庭整体支出较高(经济学人智库出台的,良好开端)世界学前教

育排名-报告指出!中国在总共
!,

个国家当中表现较差!特别是在可负担这

一项指标上排名倒数第一位&

23$0$4/59U09;%%/

D

;03;N0/9

!

()*(

'(部分经济

下滑国家的公共支出占比比较稳定.并未出现下滑!韩国还出现明显增长!

从
())+

年的
!(&BM

增长到
()*"

年的
AA&,!M

!增长率在
F)M

左右!体现了

经济下滑背景下政府降低市场化程度.减轻家庭支出负担.加大政府责任!

尤其是保障贫困家庭儿童获得受教育机会的积极态度(

(&

中国教师薪酬支出占比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且低于国际水平(

通过对比中国与
P2-Q

国家在职工薪酬占比.日常开支占比和基本建设

费用占比等学前教育机构经费支出结构方面的数据!发现中国的职工薪酬支

出占比还不到
,)M

!明显低于
P2-Q

国家平均水平!并且近几年呈现下降趋

势!从
())+

年的
B+&*M

降为
()**

年的
,(&"M

!而
P2-Q

国家中有
(*

个国

家的职工薪酬占比都在
B)M

到
F)M

之间!其中墨西哥和瑞士的职工薪酬支出

占比已经高达
+)M

以上(人员经费占比明显低于合理水平!要么是教师数量

缺口较大!要么是教师薪资水平过低(事实上!二者兼而有之的可能性较大(

$二%政策建议

*&

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服务公共投入水平(

国际范围内关于早期教育价值的认识!使发达国家都充分重视对学前教

育公共经费的投入!通过保证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
RQS

中的占比.财政性

学前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占比.支出结构中加大职工薪酬的支出占比等

方式!即使面临经济下滑压力也能保持原有投入水平!甚至出现加大投入的

情况(强有力的投入政策有效实现了高入园率.高质量.高普惠&大多数儿童

进入公立学前教育机构'的国家目标(

相比之下!我国与
P2-Q

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的财政性学前教育

经费占
RQS

的比例.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学前教

育机构的公共支出占比这三项比例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这说明我国还应进

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投入力度(

中国在推进第一.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卓越

成效!与我国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投入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重要的人口大国!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世界关注!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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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继续加大学前教育公共投入!是落实建机制.保运营.提质量等公益普惠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从而实现我国学前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

适当提高教师薪酬支出占比(

"教师和教学是影响儿童福利.发展和学习最重要的因素%(&

P2-Q

!

()*A

'

"在成人工作环境变量当中!对学前教育质量最具预测作用的就是教师的工资!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需要营造一种既重视儿童也重视教师的环境%(&

_./9;H$$J

!

;91%

!

()*!

'这体现出合理的教师薪酬对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提升教师工资的成本由家长负担!则会给家长带来沉重的经

济压力!影响学前教育的可负担性&蒙4科克伦!

()**

'(因此我国还需要调

整学前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学前教育人员支出占比!保证合格幼儿园教

师人数增加.质量提升以及家长可负担性(

目前我国职工薪酬支出占比明显低于
P2-Q

国家平均水平!且近几年仍

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其次!我国的日常开支支出明显高于
P2-Q

国家平均水

平!说明学前教育支出中需要考虑日常运营经费部分!随着我国一期.二期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了大量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新建.改扩建工作!下一阶段在

支出结构中特别需要考虑保障这些幼儿园的日常运作经费!防止由于缺少日

常运作经费而出现变卖现象!使前期成果难以保持!偏离公益.普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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