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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

与空间格局演变

蔡文伯!黄晋生

!摘
!

要"家庭教育投资的快速增长极大弥补了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不足!而城

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也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发展的难题"客观分析城乡家庭教育

投资的现实水平以及差异变化有利于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推动教育均衡

与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前提"文章采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空

间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在

不断提升!不过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在
*++)?()*"

年间!城乡家庭

教育投资差异表现出频繁的波动变化!不过全国#农村与各地区的内部差异都在逐

渐缩小$此外!农村以及东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变化

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注重提高农村学校

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师资条件!推动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善!同时要落实好对西部地区

的各项教育优惠政策!加强对教育投资的宣传!转变居民的教育投资观念!促进家

庭教育投资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家庭教育投资$城乡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基础!而城乡教育差距一直是制

约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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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这是现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方略!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

域均衡发展的现实依据$改革开放
!)

年的教育改革历程结束了我国教育积贫

积弱的局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教育发展政策极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建设的新篇章$家庭教育投资是以

个人或者家庭为主体!为了提高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或者知识技能水平而投入

的人财物资源!通常情况下!又以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为主要表现形式$家庭

教育投资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个体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对于个体收入水

平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又赋予了家庭

教育投资新的历史意义!提高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在阻断贫困代际流动%深化

精准扶贫政策%推进乡村振兴与供给侧改革方面正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长期二元发展结构的影响下!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也在逐渐凸显!

()*"

年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绝对差值已经接近
(&A

倍!在新疆等经济发

展落后地区已经超过了
D

倍!过度扩大的投资差距阻碍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也致使城乡发展失衡的历史诟病难以根除!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均衡发展

的社会难题$因此!要客观分析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现实发展情况!科学把握

城乡投资差距的历史演变规律!这是探寻教育体制症结%打破体制机制阻碍

的前提!也是推动教育均衡%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保障!更是优化资源配置

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现实依据$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到底怎样. 家庭教

育投资的城乡差异有着怎样的变动轨迹. 哪些地区的投资差异更为严重. 这

些都是要重点探讨的问题$由此!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家庭教

育投资能力的分布情况及时期变化进行对比描述!以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为

基础探寻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分别对不同地区的城乡

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进行比较$主要的学术价值有以下两点"一是学术界关于

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较为广泛!但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

的分析相对较少!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分析为相关研究

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定量探讨全国以及各地区城乡

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实证参考$

二%文献回顾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居民的

家庭教育观念也在不断革新!但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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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往往表现出时期与地域差异$进入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保障性作用!而文化自信的根源之一在于教育事

业的发展!补齐城乡教育差距的短板%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这是教育

公平实现的前提!也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关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

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教育投资的

意义%影响因素以及差异表现等方面展开$

#一$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与重要性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改变身份地位%提高收入水

平的有效手段$

()

世纪
")

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关于教育收益

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教育对经济%社会%个体收入等方面的

影响$不过一直到
()

世纪
E)

年代!在罗默与卢卡斯等人构建了包含教育因

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才被人们从理论上完全认

可!关于教育回报率%教育贡献率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广泛起来!家庭教育

投资的重要性也被社会各界所认可$从近几年国内外研究来看!家庭教育投

资的意义已经拓展的更加广泛!刘灵芝等'

()*D

(基于明瑟方程对不同收入群

体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进行了比较!认为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相对较高$

e7

'

()*A

(认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受益群体非常广泛!尤其在多子女家庭!家庭

教育投资的经济外溢性更强$吴珍珠'

()*!

(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指出!对于少

数民族群体!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增加收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

于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以及子女的社会化$祝建华%郭晓娜等'

()*"

(从代际

流动的角度论证了家庭教育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意义$

I7//

等'

()*E

(基于收入

分配角度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是造成未来教育机会与社会不公平的重要

原因!改善家庭教育投资格局则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二$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庭一直是教育投资的重要主体!大量关

于教育投入的研究也证实"家庭教育投资在弥补公共教育支出不足方面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异质性的投资

水平也导致了教育差距的产生!并且!不同地域下教育回报率%政府教育支

出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投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也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投资

选择$例如!张辉'

())+

(%闫新华'

()*@

(等在研究中对居民收入水平与家庭

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李亚伟'

()**

(%岳昌君'

()*@

(从家庭背景方面

分析了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邻里教育观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谷宏伟'

()*D

(%

樊卓思'

()*"

(则认为社会地位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原因$魏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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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贾男等'

()*@

(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外部性角度解释了家庭投资差异

的成因$此外!随着社会对个体发展重视程度的提升!性别角色%学习能力

以及教育期望等个体属性也被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

I::

'

()*)

(在研

究中指出!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家庭乐意在男孩身上支付更多的教育

费用$杨威'

()*(

(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在教育投资理念方面表现出独特性!家

庭教育投资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到期望%子女性别以及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影响!

而与个体经济地位的关系相对较弱1

*"

2

!周皓'

()*D

(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

观点$

#三$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社会表现

家庭教育投资是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

带动后富,%+农村支援城市,等政策指导下!国家经济状况得到了好转!东部

地区%城市地区得到了优先发展!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国家财政支

持下!城市义务教育率先普及!各类高等教育院校为城市居民大开方便之门!

极大推动了我国城市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但是!受到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村家庭在教

育投资方面表现得更加谨慎!并且城乡家庭的投资差距也逐渐凸显$例如!

侯小兵%张学敏'

()*(

(将家庭教育投资细化为资料费%文体活动费%家教费

等
*!

个项目!其中有
**

个项目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并且农村家庭投资

总额低于城市家庭$孙勤%陈启泷'

()*D

(认为城乡家庭在教育起点%教育过

程与教育结果方面均存在着明显差异!

())(?()**

年间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一

直远低于城市家庭$袁诚'

()*D

(认为个体收入也是教育投资差距产生的一个

重要原因!中高收入家庭更愿意支付家教费!钱晓烨等人'

()*A

(的研究也支

持了这一结论!并且指出外地农业户口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要承担更高压力$

O7>02-30/

等'

()*A

(认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模式决定着贫困代际流动的持

续时间!城市家庭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教育投资态度!加快了子女脱贫的速

度$杨晔%徐研'

()*"

(认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受限

于土地禀赋差异!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相对消极$

F0

Z

.6

'

()*E

(认为多子

女家庭往往会出现+偏袒,现象!即对不同子女的教育投资存在着差异性!尤

其在低收入家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可见!家庭教育投资对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家庭教育投资表现出地理%个体的多方面差异$随着

国家对农村地区重视程度的加强以及各项农民减负政策的落实!农村居民的

教育观念开始逐渐转变!家庭教育投资日益成为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一项重

要内容!也在逐渐影响着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变化$梳理以往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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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利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余文的安排结构如下"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城乡家

庭教育投资能力的分析#第五部分重点分析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及其变化#

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家庭教育投资区域差异的测算方法

研究采用泰尔指数对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泰尔指数

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总体差异进行区域分解!从而测量出样本区域间以及区域

内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泰尔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

差距越大!反之差距越小$

*&

当仅考虑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时!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城

乡区域差异%城乡内部差异两部分!公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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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和
B

!

为区域间

和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

#二$家庭教育投资的指标选取及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

*+@E?*+E!

年(!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建设恢复期!恢复生

产%解决温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居民的教育支出普遍较低!直到
*+EA

年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才超过了
A)

元!而农村家庭在
*+E+

年的教育

支出仍然在
*A

元以下!

*++)

年才达到了
D)

元$因此!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的现实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重点对
*++)?

()*"

年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

*&

重庆直辖市在
*++@

年才正式成立!出于统计便利性考虑!将
*++@?

()*"

年间重庆与四川数据进行合并!而西藏部分年份的数据有所缺失!故暂

不考虑西藏!因此研究中共采用了
(+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并按照国家

统计局标准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

$

(&

在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分析中!研究采用的是省级层面的家庭教

育投资数据!即每个省级行政单位包含城市与农村两类数据!全国总样本数

为
AE

个!所测得的泰尔指数实际反映了
AE

个样本点的总体差异$

四%改革开放
!)

年城乡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格局演变

#一$城乡家庭收入水平

一般来讲!收入水平在家庭教育投资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收入水平的

"

#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D?()*@

(%)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

*+!+?())E

(%)新中国
")

年*'

*+!+?())+

($

按照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

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E

个省级行政单位#考虑到重庆与西藏的特殊情况!本文

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
*)

个省级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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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高低决定着教育投资的预期!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分别采用城市居民可支配

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行衡量"

$

图
!

!

城乡居民收入#元$变化趋势

从图
*

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

著提高!

()*@

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达到了
D")))

多元与
*D)))

多元!较

()))

年增长了
!&E

倍与
!&+

倍#但是!对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城

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

()*@

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

倍多!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再来看收入增速的变化!

*+@+?*+EE

年间!城乡居

民收入增速呈现出相反的变化!

*++)

与
*++(

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出现了

短暂的快速增长期!并且均在
*++!

年达到了最大值!在
*++!?*++E

年又快

速下降!

*++E

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开始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增长期!仅在个别

年份出现了小幅波动!在
())E

年后开始逐渐下降!不过近年仍然保持在
ES

左右的增幅$此外!在
())E?()*@

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城市!但是

城乡收入增速的差距一直很小$

#二$城乡家庭的教育重视程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开始步入正轨!随着科教兴国%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农村综合教育改革等多项战略性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

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教育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开始逐

渐凸显!居民对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也被逐渐唤醒$图
(

反映了我国城乡居

民在
*+@E?()*@

年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情况!采用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支出代

替教育支出!以文教娱乐支出与总消费支出的比值衡量居民对家庭教育投资

的重视程度$

" ()*D

年后由于统计口径变化!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农村居民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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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图
#

!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元$比较

从图
(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
!)

年来!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支出都得到了极

大增长!

()*@

年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分别达到了
(E))

多元与
*@))

多元$不过

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家庭教育支出基本上是

在
*+EA

年左右才开始逐渐增长!在
())(

年左右达到高峰!

())(?())!

年间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
*!S

以上!

())(

年后的
*)

年间在逐

渐减小!

()*!

年后又开始逐渐上升$从上述描述过程来看!城乡家庭教育支

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家相关教育政策而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

*+@E?*+E!

年(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恢复阶段!百业待

兴%百废待举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维持温饱%恢复生产是

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一般家庭的教育投入相对有限$

*+EA

年)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简政放权,%+扩大自主办学的权利,成为教育

事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地方政府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

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与居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为教育财政

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

*+++

年统招统分政策逐渐取消!高校扩招政策开始

推行!经济发展对高学历人才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需求!加剧了人才竞争的

激烈程度!为家庭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乱收费,

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加剧了居民的教育负担!变相抬高了居民家庭教育支出

比例$

())D

年以后随着+两基,攻坚计划的逐步推行!极大缓解了西部地区的

家庭教育负担!

())"

年我国又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进一

步为农村家庭教育减负提供了政策保障$不过!国家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也

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导致
())(

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城乡

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增速在不断下降$

()*)

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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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年(*!中央与地方进一步细化了教育经费的

分担比例!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更加清晰!居民的教育投资选择也更加理性!

这一时期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只出现了小幅波动$

五%改革开放
!)

年家庭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分析

#一$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的时期变化

图
D

反映的是
*++)?()*"

年间我国
(+

个省份城乡间%城市内部以及农

村内部的泰尔指数变化情况!全国层面的泰尔指数实质上反映的是
AE

个样本

的城乡差距!而城市与农村内部泰尔指数分别反映的是
(+

个城市与农村样本

的内部差距$

图
$

!

全国层面'农村及城市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

从图
D

来看!

*++)?()*"

年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波动变化比

较明显!样本期内出现了多个峰值!按照泰尔指数的升降过程可以划分为多

个变化期$其中!

*++)?*++!

年%

*++@?())(

年与
()*(?()*D

年在不断扩

大!其中
()*(?()*D

年差距扩大速度较快!并且在
()*D

年泰尔指数达到了

最大值#而
*++!?*++@

年%

())(?()*(

年与
()*D?()*"

年则表现出缩小的

趋势!尤其是
()*D

年后缩小速度非常明显!

()*"

年泰尔指数已经下降到

)&(A

左右$再来看城乡内部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变化情况!

*++)?()*"

年间

城市内部泰尔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上稳定在
)&(

左右!而农村内部

差距则相对较高!并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

*++D?*+++

年农村内部与

全国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是在
())*

年以后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开始

不断上升!而
())(

年后全国泰尔指数在波动下降!

()*)

年农村地区泰尔指

数也开始不断下降!并且到
()*"

年已经降到
)&(A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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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

给出了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主要由区域间

与区域内差异两部分构成!其中区域内差异又由农村内部差异与城市内部差

异构成$

表
!

!

全国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

年份 区域间差异贡献度 区域内差异贡献度 农村贡献度 城市贡献度

*++) )&)!! )&+A" )&E!D )&**D

*++* )&)!+ )&+A* )&E!! )&*)@

*++( )&*@D )&E(@ )&@!( )&)EA

*++D )&!(E )&A@( )&A** )&)"*

*++! )&D++ )&")* )&AD+ )&)"D

*++A )&!DA )&A"A )&!+@ )&)"+

*++" )&!!( )&AAE )&!E) )&)@E

*++@ )&!@E )&A(( )&!A* )&)@*

*++E )&!EA )&A*A )&!!@ )&)"+

*+++ )&A)E )&!+( )&!(@ )&)"!

())) )&!+* )&A)+ )&!!( )&)"@

())* )&A!) )&!") )&D+) )&)"+

())( )&!+@ )&A)D )&!(( )&)E*

())D )&!!E )&AA( )&!AD )&)+E

())! )&!D* )&A"+ )&!@( )&)+@

())A )&DE) )&"() )&A)! )&**"

())" )&D@A )&"(A )&A*( )&**(

())@ )&D@) )&"D) )&A*@ )&**!

())E )&DD) )&"@) )&AA( )&**E

())+ )&(++ )&@)* )&AE( )&**+

()*) )&(@" )&@(! )&A+( )&*D(

()** )&(+D )&@)@ )&A@A )&*D(

()*( )&(@D )&@(@ )&AEA )&*!(

()*D )&A@E )&!(( )&DD" )&)E"

()*! )&!@@ )&A(D )&D"+ )&*A!

()*A )&*AE )&E!( )&!DD )&!)+

()*" )&*D( )&E"E )&!D! )&!D!

从表
*

中可以看到!

*++)?()*"

年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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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乡内部差异造成!除了个别年份!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基本上保持在

A)S

以下$

*++)?())*

年区域内部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并且到
())*

年

已经下降到
!"&)S

!不过
())*

年后区域内部差异又开始逐渐扩大!仅在

()*D

年出现了下降$此外!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部差异的变化呈相反趋势!

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通过对比全国%城市与农村内部泰尔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过去一

段时期!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一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大部

分时期保持在
)&A

以上!并且波动变化非常频繁!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主

要受到农村地区内部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过
()*(

年后城乡差距总体上在

逐渐缩小$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

*+@E

年以后国家逐渐开始招收+收费走读!

不包分配,的大学生!之后
*)

年间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

着扩大自费生比例展开!

*+E+

年我国正式确立了+双轨制,收费系统!国家与

个人共同成为了高等教育的负担主体!但是公费生%定向生与自费生的缴费

标准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导致在
*++)

年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

距的小幅上升$

*++(

年后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引导下!国家逐渐改变

了对教育事业的包办态度!民间办学%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尤其在
*++!

年推行分税制后!地方在教育发展方面

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各类学杂费%资料费%辅导费也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

刚性支出!从而间接推动了农村内部教育投资的短期均衡#

*++E

年后是我国

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重点时期!高校扩招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也激发了

居民的教育投资热情!尤其对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

投资差距的主要成因!甚至很多农村家庭由于无力支付高额学费而选择让子

女辍学$

())"

年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与)全国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的实施管理办法*的出台!农村地区开始逐渐免除学杂

费!极大缓解了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推动了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缩小#

但是公用经费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也更加明显!从而导致

())@?()*)

年间农村内部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且农村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也在

这段时期表现出上升趋势$

()*)

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揭开了我国教育体制

深化改革的序幕!也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国家保

障性教育经费支出得到了显著增长!为农村内部教育投资差距的缩小奠定了

基础$

()*(

年教育支出占
QJR

总量首次达到
!S

!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得到

了极大增长!但是这种超常规的教育投入也导致
()*D

年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增

速的相对放缓!变相加重了城乡家庭的教育负担!并且随着+异地高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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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的出台!各省份的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更加凸显$

()*A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在+两免一补,%乡村振兴%教育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农村经济与教

育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极大改善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的整体提升!也推动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内部均衡$

#二$地区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格局演变

图
!

反映的是我国
*++)?()*"

年间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

变化趋势图!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分别测量了
((

个%

*"

个与
()

个样本$

图
%

!

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

从图
!

中可以看到!东中西三大地区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表现出相似的变

化趋势!样本时期内!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一直处于全国最高水平!并且波动

变化的幅度也相对较大!

()*D

年已经超过了
)&+

!不过
()*A?()*"

年泰尔指

数又出现了大幅度回落!一度降到
)&(A

左右!

()*(?()*"

年间泰尔指数的

绝对差值达到了
)&"

以上$东中部地区泰尔指数相对较小!

*++(

年以后!除

了个别年份!东部泰尔指数基本上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波动幅度也较

为平稳!

*++D?())(

年间保持在
)&A?)&"

左右!

())(?()*(

年一直在缓慢

下降!

()*D

年出现异常上升后又快速下降!

()*"

年已经降到
)&(@

左右$中

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大部分时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除了个别年份超过
)&A

以

外!

*++(?()*(

年间基本上在
)&!?)&A

之间波动!

()*D

年后也出现了大幅

下降!

()*"

年降到了
)&*D

左右$

表
(

给出了分地区情况下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值!用于具

体分析各地区对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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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地区层面城乡家庭教育投资泰尔指数的分解情况

年份 区域间差异贡献度 区域内差异贡献度 东部贡献度 中部贡献度 西部贡献度

*++) )&)"E )&+D( )&!*! )&*"A )&DAD

*++* )&)EA )&+*A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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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D"A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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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D@! )&("*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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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D@ )&D!@ )&("D )&D(@

())! )&)AE )&+!( )&DA@ )&("A )&D()

())A )&)@( )&+(E )&DA( )&(A@ )&D*+

())" )&)"@ )&+DD )&D!( )&(!E )&D!D

())@ )&)A! )&+!" )&DD) )&(@( )&D!D

())E )&)"( )&+DE )&D(@ )&("+ )&D!(

())+ )&)"A )&+DA )&D!) )&(@! )&D()

()*) )&)"@ )&+DD )&DD" )&(@+ )&D*E

()** )&)"D )&+D@ )&DD) )&(+" )&D**

()*( )&)"* )&+D+ )&D!E )&D)( )&(+)

()*D )&)!( )&+AE )&(+* )&DD* )&DD"

()*! )&)D" )&+"! )&DD" )&D*) )&D*E

()*A )&)A" )&+!! )&!A* )&*@" )&D*@

()*" )&)AA )&+!A )&!@* )&*@D )&D)*

从表
(

可以看到!分地区来看!全国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主要是由区

域内部差异引起!在样本时期内区域内部差异贡献度一直处于
)&+

以上的高

水平!并且主要由东西部地区引起!东部泰尔指数一直稳定在
)&(+?)&!E

之

间!西部泰尔指数稳定在
)&(+?)&DE

之间!而同期中部的内部差距则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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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小!

()*(

年以前一直在
)&D

以下!

()*D

年达到最大值以后又出现了持续下

降!

()*"

年已经降到与
*++)

年相当的水平$对比各地区差距贡献度的变化

趋势可以发现!东中部地区的贡献度表现出相反性!

*++*?*++A

年东部贡献

度在逐渐缩小!而中部在逐渐增大!

*++A

年以后东部贡献度又出现了短暂上

升!一直到
*++E

年进入了缓慢下降期!在
()*D

年首次降到了
)&D

以下!之

后又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而中部贡献度在
*++A

年以后逐渐稳定在
)&(A

左

右!

())"

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上升!

()*(

年以后呈现出与东部明显相反的变化

趋势$

不难看出!我国各地区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表现出与全国相似的变化

趋势!即国家教育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各地区的影响作用在方向上表现出相似

性!但是!对比各地区泰尔指数的大小情况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城乡家庭教

育投资差距的波动更加剧烈!即西部地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更强的依赖性!

也意味着西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弹性!投资差距的变化也与国家

政策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而东中部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

相对较弱!即家庭主观层面的因素可能是影响东中部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主

要原因$此外!区域内部差距仍然是导致全国城乡家庭教育差距形成的主要

原因!并且尤以东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为严重$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投资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本文在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采用泰尔指数对城乡地区内部以及东中西三大地

区的家庭教育投资差距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城乡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不过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

平一直相对较低#

*++)

年以后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波动变化非常频繁!

不过总体来看!

())(

年以后无论是全国%农村内部还是各地区内部!家庭教

育投资差距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而城市内部的投资差距一直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农村内部差距以及东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全国家庭教育投资差距形

成与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建议

*&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发展环境$

全国教育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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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

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老旧教学楼与危房的改造!充

实理化实验室与功能教室的试验材料与教学器材!根据学校规模的实际情况!

加快塑胶跑道与风雨操场的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的基础办学条件!为农村生

源的扩大提供良好的校园环境$二是要注重对农村师资条件的改善!加大对

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鼓励教学名师送培送教下乡!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

学水平#同时!要逐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条件!稳定农村的年轻教师队伍!

提高农村教师的招聘比例!改善农村学校师资短缺的局面$

(&

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转变家庭教育投资观念$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偏远地区的家庭缺乏对

教育收益的理性认识!要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提高家庭

教育的投资力度$一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落实好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推广十五年免费教育!逐渐提高+营养午餐,+两免一

补,等教育优惠政策的基础标准!减轻居民的消费负担!为家庭教育投资的增

长提供良好社会环境$二是要注重对加强教育投资的宣传力度!转变居民的

教育观念!摒除+教育无用论,等落后思想的传播!发挥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居民提高家庭教育投资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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