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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及其跨期矫正"

基于不同支出类型的视角

罗
!

吉!谢
!

舜

!摘
!

要"农村特殊教育既具有一般教育的公共性!又具有特殊教育的#长尾$性"这

种双重属性使其容易造成供给不足!但受到来自不同供给者(政府和其他社会参与

者)不同类型支出的影响!具有跨期识别与矫正机制"本文使用
())F

*

()*!

年我国

F)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这种跨期矫正机制进行了检验!并发现不同供给者不同类

型的支出对这种机制具有差异化影响"总体来说!政府支出比其他社会组织支出更

为显著!其中资本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具有正面影响!行政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具

有负面影响!而教师福利支出与学生补助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的跨期矫正却并不

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激励动机导致分配扭曲!以及差异化

的治理与行政效率导致福利效应损失"基于这些差异!不同供给者在农村特殊教育

供给中应该更加注重对其需求的精准识别来实现这种跨期矫正机制"

!关键词"农村特殊教育'双重属性'跨期矫正'支出类型

一(引言

农村特殊教育是指在农村地区针对身体或精神残障的适龄儿童提供的教

育类型!基于农村特殊儿童的异质性需求!具有定制化和私人化的内在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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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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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地区具有地域广袤(人口分散(自

然风险强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等特征)范大平!

())"

-王士君等!

()*B

*!农

村特殊教育也体现出碎片化分布(地理隔离和不平衡发展!同时面临着财力(

教师和社区资源的相对限制与短缺)薛皓洁和金林叶!

()*B

-殷存莲!

())E

*!

容易造成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不足)刘燕!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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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不足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我国农

村地区教学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专用辅助设备缺乏)周永华和唐先滨!

()*(

-

杨小丽等!

()*E

*#其次!农村特殊教育的教职工在发展规划和工作激励方面

相对较弱)郑俏华!

())"

-赵小红!

()*(

-田学峰!

())"

-刘文萍等!

()*E

*#

此外!受到农村地区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收入水平影响!农村特殊儿童的

父母和家庭在针对其子女接受特殊教育的必要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与障碍!导

致其选择子女接受教育的激励动机较弱)华国栋!

())F

-王洙等!

())C

-姚璐

璐和江琴娣!

()**

-韩梅等!

())"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社会大众对于农村

特殊教育容易存在误导和偏见!农村社区的参与也存在选择性缺失)姜丽霞和

周志英!

())"

-黎龙辉!

())*

*#

基于现有文献!学者们时常对农村特殊教育实践中不同供给者)以政府为

主!其他包括非盈利组织和私有企业*支出的低效率提出批评#但是大部分研

究都是基于局部均衡分析!聚焦于更为标准化的方法来研究农村特殊教育支

出#如果农村特殊教育儿童(家庭(教师(基础设备等方面的缺陷是造成农

村特殊教育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不同类型的特殊教育支出是否具有矫正效

果, 怎样基于农村特殊教育的固有属性!对不同支出类型的角色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很少尝试探索农村特殊教育的不同支出类型)包含外部与内部因素*

在供给农村特殊教育中的差异化边际效用!也很少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差异

化的激励动机!对跨期识别与矫正机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现有文献对于农村特殊教育在供给与治理结构中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

163$/6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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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宽泛的一般性特殊教育支出角度!我

们认为有必要思考这种失衡背后的互动与调节作用#由于不同供给者和行为

人的异质性!在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鸿沟)

=./6:%0@:8

0%G

!

()*E

*#然而不同社会行为者的跨期精准识别与支出投入应该有助于帮

助减缓供给不足#另外!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农村特殊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特

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动与调节效应#而在同一地区!不同的教育类

型受到相同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特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预测

同一地区不同教育类型之间共有或差异化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一般跨期均衡视角来考虑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不足的矫正机制!对

既有文献进行了补充#现有文献更多强调农村特殊教育的目标(发展策略和

存在的问题!而很少定量研究当其供需失衡时!相关利益人是否(为何以及

怎样改变自身投资与行为!从时间动态维度矫正农村特殊教育供需失衡#事

实上!受到识别滞后(政策配额(公共舆论(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综合影

响!不同的农村特殊教育利益人具有自愿调整其内在行为的动机#本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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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特殊教育矫正机制中不同教育类型的互动效应!并基于系统性的影响

因素对其理论框架进行模型构建#

文章接下来的章节如下"第二章基于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构建其失

衡的跨期矫正机制理论框架!第三章描述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方法!第四

章对基准模型结果进行分析!第五章进行机制检验与稳健性分析!第六章为

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框架

本文运用
/̀6:@4$/

)

())C

*的&长尾'理论分析农村特殊教育与其他教育类

型)例如基础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教育公共服务&长尾'曲线上!一般基

础教育作为&头部'需求具有广泛性(同质性和规模效应#而农村特殊教育作

为&长尾'需求具有小众性和异质性#基于农村地区离散化(碎片化的人口与

地理分布特征!我们认为农村特殊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农村特殊教

育具有公共性!其不仅有利于接受教育的个体人力资本与知识技能的提高

)

T7/

I

0/6O-$@?:2D:

!

())F

-

M75530/

!

())*

*!也具有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

V./:80%G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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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方面!农村特殊

教育也具有&长尾'私人物品属性"需求隐蔽性(分布碎片化(效用可分割(

可竞争和排他性)

Z04$/J[.%%.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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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

!

())B

*#本质上来说!农村

特殊教育仍然属于公共品!但与其他&头部'教育类型相比!其公共性较弱!

可以通过收费排他!供给很难实现规模效应#因此!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

性是在公共物品前提下的私人性(个性化补充#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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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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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特殊教育在
O

期的供给和需求!我们假设所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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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
O

期政府和其他社会参与者)非盈利组织(私有企

业和个人捐赠*在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中的效用函数#

=

@'

和
=

$'

是政府和其他社

会参与者的支出投入#

=26

<<@'

表示政府在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中的治理无效

率!

=26

<<$'

表示其他社会参与者在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中的治理无效率#

H

A'

是
O

期农村特殊教育的公共属性对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可

分割性和外溢性!更多是由政府的供给和投入来体现效用的#从社会整体福

利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政府倾向于满足具有同质性和规模经济的公共服务!

因此
H

A'

是
=

@'

的效用函数#另一方面!

H

!'

是
'

期农村特殊教育的&长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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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具有效用可分割性!更多是由其他社会参与者的

供给和投入来体现效用的#由于其他社会参与者在离散化分布(多样性(定

制化服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认为
H

!'

是
=

$'

的效用函数#除此之

外!

F

是农村特殊教育的消费数目!

'

'

是政府供给的农村特殊教育的&价

格')消费者支付的税收*#

I6

'

是其他社会参与者供给农村特殊教育的服务费

用)在慈善供给中可能为零*#

但是这一理想条件下的静态均衡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农村特殊教育的跨期

波动#农村特殊教育的&长尾'属性)需求隐蔽性(潜在性(异质性*!对不同

供给者在当期的精准识别(定位与即时有效供给提出了挑战#政府作为主要

供给者在财政(人力(信息等方面的劣势!农村特殊教育的公共性导致&市场

失灵'!以及民间力量发育不足与准入限制!使得农村特殊教育需求出现当期

难以满足的情况#

不过!当农村特殊教育出现供给不足时)体现为特殊儿童辍学率的提升*!

不同的供给者具有差异化的激励动机实现供需失衡的跨期矫正#对于政府来

说!其面临着治理绩效(政治考核和社会舆论压力!有激励动机提高农村特

殊教育的就学率!以实现包括农村特殊儿童在内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

虽然很难实时识别真实有效的异质性需求!却可以通过分析与处理各地区基

层政府汇总的辍学率等相关信息!做出关于农村特殊教育支出与投资的调整!

从而有利于农村特殊教育辍学率的跨期矫正#对于其他社会参与者来说)特别

是非盈利组织*!其内在固有的利他与慈善属性!使得这些组织倾向于关注处

于社会弱势的群体需求)包括农村特殊儿童*#即使如此!所有供给者的支出

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的)特别是对于资本性支出*!而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在

决定供给水平时!供给者更多是基于现有的需求而不是新增的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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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农村特殊教育不同供给支出类型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把政府和其

他社会参与者所有支出类型分成四类"资本性支出(行政性支出(福利性支

出和奖学金支出#假设给定政府和社会支出总和!其中资本性支出包括教学

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他教学设备的购买)例如电脑*和校舍的修缮与维护#其

可以显著提升供给质量!与其他类型支出相比正外部性较大!这意味着其对

于其他类型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会损害供给的效率与水平#

行政性支出包括服务费和公务费等#我们认为!一定比例的行政性支出

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是必须的!但是过高的投入比例会挤出其他类型的

支出并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我们把行政性支出看作是供给治理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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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福利性支出包括给予教职工的基本工资(补充工资(福利津贴与奖金等!

这种类型的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失衡的矫正具有双重效应#从积极的角度!

其本身可以提高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数量#另外!对于农村特殊教育教职工

福利待遇的提高有可能激励其工作热情!有助于提高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质

量#但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说!福利性支出有可能会挤占其他类型的支出!从

而不利于其他类型的支出发挥外部效应来矫正失衡#特别是在福利性支出的

分配发生扭曲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哪种路径发挥主要作用需要实

证检验#

奖学金支出包括给予特殊学生及其家庭的奖学金(助学金等津贴支出#

与其他类型的支出相比!奖学金支出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村特殊儿童本身!因

此其会同时影响矫正机制的供给方程和需求方程#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其会

提高供给的满意度!降低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资金门槛!从而提高供给质量#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村特殊教育儿童经济条件的改善有可能会激发更多未

被满足的潜在特殊教育需求#这种需求的激发会进一步拉大供给和需求之间

的差距)由于需求大于供给*#因此!哪种效应占据主导也需要实证结果的

检验#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

"政府和社会资本性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矫正具有跨期正向

影响#

假设
(

"政府和社会行政性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矫正具有跨期负向

影响#

假设
F

"政府和社会福利性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矫正具有跨期负向

影响#

假设
!

"政府和社会奖学金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矫正具有跨期负向

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方法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在
())F

年经历了重大调整!中央于
())F

年提出&公共

财政覆盖农村'战略)孙翠清和林万龙!

())E

*#基于数据获取限制等相关因

素!本文采用
())F

+

()*!

年我国
F)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和西藏*省级面板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

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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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网

等#我们把不同支出类型分成资本性支出(行政性支出(教师福利支出与学

生奖学金支出#对于每一类型支出!我们分为政府供给和其他社会参与者供

给#除此之外!考虑到政府在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把其

单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主模型选择所有支出类型的一阶滞后作为自变量来

验证这种跨期矫正!而在敏感性分析中选择当期与滞后两期进行检验#我们

把所有数据缺失值设为
)

!相关变量的定义见附表
*

#

在整个公共教育体系中!农村特殊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特别是&头部'基

础教育*存在互动效应#尽管不同教育类型)特别是&头部'和&长尾'*的协变量

之间没有直接相关!其各自的扰动项却可能有关系#使用似不相关回归

)

=b9

*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用于帮助矫正异方差(面板自相关和同期相

关性)

M_̀ ,

!见
W%02D<:%%

!

())"

*#

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对我们实证检验的分离效果提出了挑战!而系

统估计给了我们一定启示#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特殊教育对于农村

特殊儿童失学率的外部性!与其他&头部'教育!例如基础教育对于文盲率的

外部性是可以比较的#可以把基础教育不同类型支出)主要是小学和中学*作

为农村特殊教育公共属性的&代理变量'!从而把其公共属性与&长尾'属性在

实证上相互分离#从代理变量的相关性来看!两种不同教育对于其受惠人的

外部效应是可以比较的-从代理变量的排他性来看!农村基础教育的支出对

于农村特殊教育的其他控制变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使用农村特殊教

育的不同支出来衡量其&长尾'属性对于失衡与矫正的影响!而用农村基础教

育的不同支出作为衡量其社会与公共属性的&代理变量'#本文基本的面板模

型为"

H26)/

4.

c

"

h

#

*

I4$86B

34.

h

#

(

$7$86B

34.

h

#

F

I4T86B

34.

h

#

!

$7T86B

3

h

#

"

(72.-7+

4.

h

!

4

h

9

61-

.

h

$

4.

)

"

*

其中
4

为不同省份!

.

为不同年份#

H26)/

是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不足的程

度#

I4$86B

3

是指政府供给的农村特殊教育不同类型支出所占比例!

$7$86B

3

是指其他社会参与者供给的农村特殊教育不同类型支出所占比例#

I4T86B

3

是指政府供给的农村基础教育不同类型支出所占比例!

$7T86B

3

是指其他社会参与者供给的农村基础教育不同类型支出所占比例#

(72.-7+

是

指其他控制变量!

!

是指每个省份的个体效应!

$

是随机干扰项#

四(主模型分析

我们首先设定基本固定效应模型)

*

*!然后考虑农村特殊教育和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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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的调节效应!设定随机面板
=b9

模型)

(

*"选择文盲率作为农村特殊教育方

程的控制变量!同时作为农村基础教育方程的因变量#由于固定效应虚拟变

量在面板之间是可变的!我们进一步设定固定效应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模型

d\]=

)

F

*!以及面板调整标准误最小二乘模型
_,=1

用于
M_̀ ,

似不相关回

归)

!

*#最后!考虑到农村特殊教育&长尾'属性导致的方差分量变动!我们还

设定了混合效应最大似然估计
Z1Z]

)

"

*来分离出农村特殊教育和基础教育

截距和系数的波动差异)

Z0@2-:/D$

!

())"

*#首先对资本性支出和基础设施

建设费进行分析)见表
*

*#

表
<

!

资本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的影响

#

<

% #

=

% #

C

% #

D

% #

@

%

S" 6%+"&!QP SHT! 6E!I UIUT

政府特殊教育资本性支出
A(&*EB A)&"!F A!&)"*

###

)&)CC A(&*)!

)

A)&EEE

* )

A)&ECB

* )

A(&CC!

* )

)&)FE

* )

A*&F)C

*

社会特殊教育资本性支出
)&*F( )&)*+ *&C!!

##

A)&*!B )&!(C

)

)&*(+

* )

)&)"C

* )

(&(+)

* )

A)&*C(

* )

)&!"E

*

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AC&"BF

###

AF&"F"

###

AC&)CC

###

A!&***

##

AC&B+(

###

)

AF&!**

* )

A!&BB!

* )

AF&EF)

* )

A(&("+

* )

A!&(FE

*

政府基础教育资本性支出
*&*!" *C&(""

###

*(&"*+

###

**&)FB

###

"&E)C

)

)&*BF

* )

+&))(

* )

!&F)C

* )

(&C*F

* )

*&FF"

*

社会基础教育资本性支出
(&"*+ "&"E+

###

)&*FC (&"*E (&"(B

)

*&*F+

* )

E&FBB

* )

)&*FC

* )

*&C()

* )

*&FB"

*

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A!F&)(E

##

A*F&F**

###

A+&EE" AF(&*EF

###

AFB&+(+

###

)

A(&*!C

* )

A!&"F*

* )

A*&(+(

* )

AF&FB"

* )

A!&")F

*

年份
'$ V:4 '$ V:4 '$

样本数
F(C F(C F(C F(C F(C

!!

备注"括号内为
8

统计值!其中#表示
3

%

)&*

!

##表示
3

%

)&)"

!

###表示
3

%

)&)*

#

表格中没有显示其他控制变量!下同#

农村特殊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假设
*

!

即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村特殊教育跨期矫正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

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在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支出中都有利于满足其异质

性需求!从而有效矫正失衡#除此之外!不同供给者其他资本性支出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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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不总是显著!这意味着与基础设施投资相比!其他资本性支出)包括校舍修

缮(其他教学设备购买等*边际效应较小!也有可能挤出其他类型支出#这背

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村特殊教育需求的信号机制失灵导致其矫正存在不断

地试错)重复投资*#

表
=

!

行政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的影响

#

<

% #

=

% #

C

% #

D

% #

@

%

S" 6%+"&!QP SHT! 6E!I UIUT

政府特殊教育行政性支出
*C&CCE

#

B&*C(

###

B&*C(

##

E&(*" *C&*!"

###

)

*&+)+

* )

!&+F!

* )

(&FEE

* )

*&"C(

* )

F&+F!

*

社会特殊教育行政性支出
A)&BCB )&)+C A)&"B* A*&)+E A*&)*(

)

A)&"C)

* )

)&("!

* )

A)&CC+

* )

A)&B!!

* )

A)&EE*

*

政府基础教育行政性支出
A"&(*) *&++)

AE&(!)

###

A*)&C+*

##

AC&FE)

)

A)&E"+

* )

)&+()

* )

AF&*C(

* )

A(&*+!

* )

A*&F*+

*

社会基础教育行政性支出
!&!+) (&++F

###

A)&(B) A)&!C! F&(*(

)

*&FC+

* )

!&B(F

* )

A)&()F

* )

A)&()(

* )

*&"BE

*

年份
'$ V:4 '$ V:4 '$

样本数
F(C F(C F(C F(C F(C

表
(

显示!政府特殊教育行政性支出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假设
(

!即

政府行政性支出对于农村特殊教育跨期矫正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农村特殊

教育的&长尾'属性!行政性支出占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理效率的程度"政

府官方公务费与接待费占比越高!在供给农村特殊教育中的治理效率越低#

作为教育服务的一种!维持一定比例的行政费用对于供给中的政策执行具有

&润滑'与减小摩擦的作用!但维持多大的比例作为标准在学术上仍然存在争

议#我们可以从基础教育的政府行政性支出系数上窥见一斑#基于农村特殊

教育的公共属性!其作为代理变量对于文盲率的矫正作用显著为正#农村基

础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具有高度同质性与统一性!其一定比例的行政性支出

有利于增强供给的有效性#基于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有必要分开讨论

其差异化的作用#除此之外!其他社会参与者的行政性支出虽然在部分模型

中显著为负!却并不稳定#与政府相比!其他社会参与者具有更为弹性的组

织结构和制度框架!可以基于更小比例的行政性支出来维持运营与供给#但

是这种制度与组织优势有可能因为政策限制与私人企业的有限参与供给而无

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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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C

!

福利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的影响

#

<

% #

=

% #

C

% #

D

% #

@

%

S" 6%+"&!QP SHT! 6E!I UIUT

政府特殊教育福利性支出
"&EFC

###

F&+E!

###

"&)"(

###

(&!!B !&+)"

###

)

F&(B+

* )

C&*C(

* )

!&))E

* )

*&)(F

* )

F&()*

*

社会特殊教育福利性支出
(&("" *&(""

#

)&")) A)&(CF (&)F(

)

)&B*)

* )

*&+F*

* )

)&FEE

* )

A)&*()

* )

*&*B)

*

政府基础教育福利性支出
(&!*) AF&+!B

###

A*&E!( A**&("*

###

)&+C(

)

)&C+!

* )

AF&FB+

* )

A*&F!B

* )

AF&")B

* )

)&!BB

*

社会基础教育福利性支出
A)&F+" A(&*!(

###

)&)"* A(&"!" A)&FEC

)

A)&*B!

* )

AF&*(B

* )

)&)!)

* )

A*&((B

* )

A)&(F!

*

年份
'$ V:4 '$ V:4 '$

样本数
F(C F(C F(C F(C F(C

表
F

显示!政府特殊教育福利支出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假设
F

!即其

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的矫正具有负面影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村特殊教

育的&长尾'属性使得其在分配教学资源中发生扭曲与错配#尽管我国农村特

殊教育近几年发展迅猛!农村特殊教育的教职工仍然面临着较弱的职业发展

规划与激励#不过对于农村特殊教育的公共属性来说!政府基础教育福利性

支出的系数支持农村特殊教育的公共属性可以有效驱动福利效应的观点)尽管

不是所有模型显著为负!但正值的绝对值都比较小*#而社会福利性支出的系

数仍然不显著!这与社会支出的来源有关"大多数农村特殊教育社会支出来

源于私人捐赠或公司利润所得!在供给农村特殊教育上并没有道义与法律责

任#基于慈善与利他主义!其他社会参与者的福利性支出更多出于私人目的

投资于特定地区(群体或个人!因此其外溢性对于整体失衡的矫正程度边际

效应较小#

表
D

!

奖学金支出对于矫正机制的影响

#

<

% #

=

% #

C

% #

D

% #

@

%

S" 6%+"&!QP SHT! 6E!I UIUT

政府特殊教育奖学金支出
"&)CF A)&(F! )&*++ F&FE* F&FE*

)

)&C!*

* )

A)&*BF

* )

)&)BC

* )

)&BCE

* )

)&B"!

*

社会特殊教育奖学金支出
A*&FBC A*&)F+

##

A)&(*E A(&)B! A*&)F!

)

A)&CB*

* )

A(&(!C

* )

A)&((B

* )

A*&(!+

* )

A)&C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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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C

% #

D

% #

@

%

政府基础教育奖学金支出
)&BC+ B&FB*

###

*&CEF *&F"C *&*)(

)

)&*FB

* )

F&ECF

* )

)&C!F

* )

)&F(*

* )

)&(+(

*

社会基础教育奖学金支出
A(&(+)

A*&F"E

##

A*&FEE

#

)&*+C

A(&*B+

##

)

A*&C*C

* )

A(&(F*

* )

A*&BCF

* )

)&*!B

* )

A(&***

*

年份
'$ V:4 '$ V:4 '$

样本数
F(C F(C F(C F(C F(C

表
!

显示!政府奖学金支出系数都不显著!因此并不支持假设
!

!难以

验证双重属性的相对大小#但是相对来说基础教育的绝对值比特殊教育更小!

至少证明特殊教育的公共属性可以较好地缓解农村特殊儿童就学的财政负担

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农村特殊教育的离散性使得这种奖学金的分配同

样面临扭曲与信息不对称#特别在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面临高昂的机

会成本与模糊的教育回报!农村特殊儿童家庭即使可以收到丰厚的助学补助!

也缺乏激励(意识和意愿让子女接受特殊教育#这种影响机制可以从社会奖

学金支出系数得到进一步支持#多元化的社会参与者)以非盈利组织为代表*

可以直接接触农村居民的真实偏好!通过平台分享收集与过滤信息!确保奖

学金资助的精确性与专用性#因此其系数在大多数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这与

&长尾'民主化分配作用相一致#这种聚合效应在奖学金支出中最为显著!是

因为奖学金支出直接面对需求者本身!可以充分发挥信息与成本优势#

五(机制与敏感性分析

接下来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文中未呈现具体回

归结果!若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一%农村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调节效应

由于部分农村特殊儿童的生理缺陷!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掌握一

些适合自身特征的职业技能来维持基本生活#因此有必要考虑农村职业教育

与农村特殊教育的调节效应#与基础教育不同的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私人性

与异质性更强!也位于教育曲线的&长尾'一端#因此农村特殊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调节效应更多是一种竞争而不是补充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选择

农村职业高中不同类型支出占比作为稳健性&代理变量'!替代基础教育来衡

量农村特殊教育的公共属性#我们仍然选择固定效应(

d\]=

(

_,=1

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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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Z1Z]

模型#由于农村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面板
=b9

在实证中难以收敛!

因此我们不考虑随机面板
=b9

#除此之外!所有的缺失值也设为
)

#

基础设施建设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农村特殊教育矫正

机制中具有最大的边际效应#而职业教育的相关系数却并不显著#这与我们

之前的假设相一致"农村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多是一种竞争而不是补充关

系!这意味着他们共同拥有教育服务的&长尾'属性#政府职业教育行政性支

出系数显著为负!这支持我们的假设认为适当比例的行政性支出并不会损害

农村特殊教育的正溢出效应与公共属性!而和其他教育类型一样可以有效帮

助矫正失衡#除此之外!政府特殊教育支出仍然显著为正!与上文保持一致#

政府特殊教育福利性支出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即使考虑农村职

业教育对于特殊教育的替代作用!福利支出对于教职工的激励效应仍然存在

扭曲和错配#农村特殊教育所在家庭和社区对于特殊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仍然存在偏见与误区!这种观念也会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包容性发展

)

i$78@$7?0:80%G

!

())C

*#另外!这种相对较低的社会评价也使得大部分优

秀的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教职工更倾向于去综合性院校发展)

=3.8:80%G

!

()*!

*#政府特殊教育奖学金支出和职业教育奖学金支出仍然不显著#不论是

对于教职工还是学生!福利支出的弱激励效应都证明农村特殊教育的错配并

不仅仅是投资不足造成的#在这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对于怎样从财力上

和精神上有效提高不同相关利益者的激励动机提出了新的挑战#

总体来说!基于共同的&长尾'属性!农村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互

动效用并不像其与基础教育那样具有功能性#但是主要的模型结果仍然支持

我们的假设"资本性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矫正机制边际效用最大#

除此之外!行政性支出对于供需失衡具有双重效用"从其公共属性来看!适

当比例的行政性支出对于矫正机制的正常运营是必要的-从其&长尾'属性来

看!过度的行政性支出占比可能损害供给治理的效率#而另外两类支出)福利

性支出与奖学金支出*由于在分配中容易发生扭曲与错配!导致其对于矫正机

制的效果并不清晰#

#二%跨期矫正的时间敏感性分析

农村特殊教育的&长尾'属性使得不同供给者的识别和矫正存在时间滞后

性!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时间跨期效应!我们设置了各种支出类型的当期值

和滞后两期值来进行敏感性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村特殊教育支出类型的

当期值系数不再显著!证明了这种矫正机制并没有瞬时性#而各类型支出的

滞后二期值系数显著性和符号与滞后一期值保持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农村特殊教育确实存在跨期滞后矫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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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基于不同测量方法和调节效应!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结果较有说服力#

这些研究发现可以看作农村特殊教育发展历史演进的一部分!对于更为广义

的理解如何有效资助残疾儿童具有补充作用)

,7%%:/

!

())F

*#本文的贡献在

于"首先!首次提出运用&长尾'属性的概念来分析农村特殊教育与其他教育

类型的互动与调节作用-其次!发现并证明了基于不同供给者差异化支出类

型的影响!农村特殊教育供需失衡存在跨期矫正机制#本文基于
M$

和
,-:/

)

()**

*的研究!提出特殊教育基于残疾类型的多样性与严重性具有差异化的

财政动机与成本!并进一步明确与具体化了之前研究关于农村特殊教育财政

敏感性的一般性理解)

,-03?:@4:80%G

!

())"

*#

在实证设计中有效定义与区分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具有较强的理论

需求!特别是考虑到这种类型公共需求的异质性与碎片化特征#本文创造性

地提出基于不同教育类型在正外部性上的相似特征!可以运用基础教育对文

盲率的影响作为农村特殊教育公共属性的&代理变量'!从而有效区分农村特

殊教育的双重属性#这也对于近期
_7%DD./:/

和
T0-/7D0./:/

)

()*C

*的相关研

究提出了挑战"其认为当地利益相关者会差别性地对待特殊教育的不同资源!

同时面临特殊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权衡#到底农村特殊教育与基础教育是

一种补充还是竞争关系, 这需要在未来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对于不同支出类型缓解农村特殊教育失衡的效果和边际效应提出了

一点启示#特别是我们认为农村特殊教育的双重属性可以直接影响其与其他

教育类型的互动与调节#这些结论认为农村特殊教育的均衡不仅仅受益于政

府财政支出!也会受到其他社会参与者的支出影响)尽管并不总是显著*#尽

管福利性支出与奖学金支出容易受到扭曲与错配!我们却并不建议取消这些

相关投资!而是应设计针对农村特殊教育教职工和学生特定精确需求的激励

机制#除此之外!更为快速(及时与高效的正式识别与供给机制设立是未来

研究的努力方向#政府可以通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扮演&长尾聚合器'!形

成网络化的供给平台共享信息与实时检测需求变化#更进一步!基于农村特

殊教育的不同残疾类型!包容性的农村特殊教育学校应该针对不同残疾类型

和需求定制化服务#更重要的是!本文对于农村特殊教育均衡提出了新的系

统论视角"与其把农村特殊教育的供给看作是静止的!不如从跨期互动的视

角检验其是否反映与符合需求的内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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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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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定义

名称 定义

农村特殊教育供给不足程度 注册未受教育农村残疾儿童数目
j)A*!

岁农村总人口

文盲率 农村总文盲人口
j

农村
C

岁以上总人口

政府特殊教育资本性支出
特殊教育财政资本性支出)设备购买(校舍修缮等*

j

特

殊教育财政总支出

社会特殊教育资本性支出
特殊教育社会资本性支出特殊教育总支出

A

特殊教育财

政总支出

政府基础教育资本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中学和小学*财政资本性支出

j

农村基础

教育财政总支出

社会基础教育资本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社会资本性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总支出

A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职业教育资本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资本性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

支出

社会职业教育资本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社会资本性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

A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支出*

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j

特殊教育总支出

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总支出

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

政府特殊教育行政性支出
特殊教育财政行政性支出)公务费(服务费等*

j

特殊教

育财政总支出

社会特殊教育行政性支出
特殊教育社会行政性支出

j

)特殊教育总支出
A

特殊教

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基础教育行政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行政性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

支出

社会基础教育行政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社会行政性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总支出

A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职业教育行政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行政性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

支出

社会职业教育行政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社会行政性支出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

A

农

村职业高中财政总支出*

政府特殊教育福利性支出
特殊教育财政福利性支出)教职工的基本工资(补充工

资(福利工作和津贴等*

j

特殊教育财政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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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特殊教育福利性支出
特殊教育社会福利性支出

j

)特殊教育总支出
A

特殊教

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基础教育福利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福利性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

支出

社会基础教育福利性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社会福利性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总支出

A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职业教育福利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福利性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

支出

社会职业教育福利性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社会福利性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

A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支出*

政府特殊教育奖学金支出
特殊教育财政奖学金支出)给予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

等*

j

特殊教育财政总支出

社会特殊教育奖学金支出
特殊教育社会奖学金支出

j

)特殊教育总支出
A

特殊教

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基础教育奖学金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奖学金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

支出

社会基础教育奖学金支出
农村基础教育社会奖学金支出

j

)农村基础教育总支出

A

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总支出*

政府职业教育奖学金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奖学金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

支出

社会职业教育奖学金支出
农村职业高中社会奖学金支出

j

)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

A

农村职业高中财政总支出*

农村人均收入 农村人均收入
j \U_

消除通货膨胀指数)

*)))

元.人*

农村人均文化类社会组织数 农村文化类社会组织数
j

农村人口)个.人*

农村特殊教育电脑室面积 原始数据)

*))

平方米*

农村特殊教育人均预算支出 特殊教育总预算支出
j

农村总学生数

市场化指数 依据樊纲等)

())F

*计算

农村基础教育人均预算支出 基础教育总预算支出
j

农村中小学总学生数

农村人口 原始数据)百万*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