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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薪酬受资格证书的影响吗?

付卫东,周威

[摘 要]
 

学前教师是提高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确保学前教育“公益普惠高效”发

展的资源库及动力泵,但当前我国学前教师薪资待遇普遍不高。本文对6省(区)16
县(区)的学前教师进行抽样调查,基于回归分析对其工资水平进行探究。研究得出:

1.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不到4%,不同证书对学前教师教育教师收益率影响不尽相

同,总体上看学前教师资格证能够略微提升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其他证书影响不

显著;2.不同地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不尽相同,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保育员

证书对东部及西部地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呈正向影响,而学前教师资格证书对中

部地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呈负向影响;3.随着教师收入水平的提升,学前教师教

育收益率逐渐降低,且在高收入分位上保育员证书、小学及以上资格证书对教师教

育收益率呈负向影响。针对研究发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提出提高学前教师教育收益

率,加强学前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增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相对均衡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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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的基石,亦是

当前我国教育系统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具象到学前教育领域则为人民对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需求与其配给不均衡、
不充分间的矛盾

 

(庞丽娟,
 

2019)。而这一矛盾的“牛鼻子”在教师,当前制约

我国实现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突出瓶颈及最大短板在学前教师数量

不足及质量低下。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从学前教师数量、待遇及教师素质着手,以教师队伍

建设为支点强力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学前教师队伍向着“充足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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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效”迈进的关键是学前教师工资待遇。
教育收益率也称教育回报率,用以度量个体从教育中获得的经济回报

 

(刘泽云、刘佳璇,
 

2020)。研究表明,不同群体教育收益率存在一定差距,
且其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当前对特定群体教育收益率的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

“绝对劣势群体”,如贫困地区劳动力、残疾人、农民工等(张永丽、徐腊梅,

2019;廖娟,2015;毕先进、刘林平,2014),但针对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劣

势群体”的研究略显不足。学前教师是学前教育发展的“资源库”及“动力泵”,
承担着为我国教育系统筑基,为儿童成长发展立本的重大任务(田涛,

 

2019)。
与其他学段的教师相比,学前教师工资低、待遇差,教育收益率不高

 

(康永

祥、庞丽娟,
 

2014),面临着琐碎的日常工作与较大的身心压力,社会地位及

专业认可程度都不达大众认知中教师群体应有的平均水平,在特定的劳动力

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针对其教育收益率所做研究尚显不足,为此,
本文将聚焦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此外,特定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往往呈现出

多样化差异分布,其一,地域分布对教育收益率有一定的影响,虽因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差异,对于不同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分布尚无定论,但

教育收益率存在地域差异已成学界共识。如孙志军(2004)研究发现,农村地

区劳动力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城市地区,而东部地区低于中西部地区。杨滢、
汪卫平(2020)研究发现中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总是低于西部地区及东部地区。
候玉娜、邓宁莎(2018)则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东部教育收益率最高,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且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中部地区教育财政落后于西部及东部地区,存在“中部塌陷”问题

 

(李贞义、
龚欣、钱佳,

 

2018),对学前教师工资及教育收益率势必也会产生影响。其

二,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有学者基于分位

数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分布,发现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中

国的教育收益率逐渐下降
 

(张传国、晋媛媛,
 

2020),即教育收益率从低分位

点到高分位点呈下降态势(阮素梅、李志强、许启发,
 

2014)。
有关资格证书作为入职就业的首道门槛,是就业市场衡量指标之一,亦

是人力资本累积的重要信号,对于劳动力教育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

发现,满足工作岗位要求的资格证书能够显著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
但异质性分析表明其仅对非高等教育劳动力工资产生显著提升作用

 

(王延涛、
李心雅、蒋海舲,

 

2018),即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更可能通过持有职业资格证书

提高教育收益率
 

(董鹏、王毅杰,
 

2019)。学前教师从业有关证书是学前教师

技能及水平的重要标识,主要包括保育员证书、幼儿教师资格证及中小学教

师资格证,教师获取不同类型资格证书所需技能不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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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收益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当前对学前教师有关证书所做研究尤

显不足,学前教师获取相关资格证书究竟能否提高其教育收益率尚不得而知。
为此,本文将针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分布的地域差异及收入水平差异进行

探究,并探讨相关资格证书能否有效提高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本文认为,
针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进行分析,探究资格证书与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之

间的具体关系,是实现“对症下药”,全面、精准、有效提高学前教师工资的

重要依据,对个人人力资本选择,有关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对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学前教师队伍,促进学前教育补短板,
提质量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探究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现状,本研究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随机

抽取2个省(区)进行调研,东部地区抽取山东省、广东省,中部地区抽取湖

南省、湖北省,西部地区抽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所抽取的省份经济

水平大致涵盖我国经济发展高、中、低不同水准,对所在地区也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每省随机抽取8所幼儿园,共抽取48所幼儿园。通过自编问卷、并

与部分园长、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1432份,回收问卷1357份,
并比对教师自我报告的教龄与调查年份和入职年份之差,教师职初学历与当

前最高学历,剔除教龄差距过大、职初学历高于当前最高学历或空答率高于

30%的样本,剩余有效问卷1289份,问卷有效率达90%。

(二)样本特征

如表1所示,本次抽取的样本教师中,由于学前教师既有的性别比例失

衡及样本量的限制,所获取的男性样本12人,女性样本1276人。20岁以下

教师占比3.3%,21-25岁教师占比22.4%,26-30岁教师占比24.5%,

31-35岁教师占比20.9%,36-40岁及40岁以上教师分别占比11.6%与

17.3%,教师年龄分布较为均衡。在教师专业分布上,80.3%的教师为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19.7%的教师为其他专业,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占较大部分。
在教师学历的分布上,初中、中专(职高、技校)及高中学历教师分别占比

3.5%、11.9%与4%,大专及本科教师占比最多,分别为43.1%与37.2%,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0.4%。在教师身份上,在编教师占比33.6%,
合同教师占比48.4%,代课教师及其他教师分别占比11.8%与6.2%。在教



108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21年

师职称上,未评职称教师占比66.6%,小学1-3级职称教师占比26.1%,
小学高级与中学高级教师共占比7.3%。

表1 样本教师基本特征

变量 类别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12 0.9

女 1276 99.1

年龄

20岁以下 42 3.3

21-25岁 287 22.4

26-30岁 314 24.5

31-35岁 268 20.9

36-40岁 149 11.6

40岁以上 223 17.3

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1033 80.3

其他专业 253 19.7

最高学历

初中 45 3.5

中专/职高/技校 153 11.9

高中/中师 51 4

大专 555 43.1

本科 480 37.2

研究生及以上 5 0.4

教师身份

在编教师 429 33.6

合同教师 618 48.4

代课教师 151 11.8

其他 80 6.2

教师职称

未评职称 800 66.6

小学1-3级 313 26.1

小学高级/中学高级 88 7.3

(三)变量界定

问卷中设置有教师月均工资及年均工资,考虑到教师对月均工资记忆较

为清晰,数据更为真实可靠,且可用样本量更大,本文即以教师自我报告的

月工资为基数转化为年工资(不包含奖励性工资及福利等),并对其做取对数

处理后设置为模型因变量。按现有学制将教师受教育水平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将其看做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控制变量分为教师个体特征,幼儿园特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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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属性。已有研究表明,编制对教师工资影响极为显著,非编教师不仅专

业发展受阻,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王默、杨冬梅、董洋,
 

2016)。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因素,本文纳入了教师个体

特征,如教师编制、是否拥有相关证书、是否为学前教育专业、是否有其他

行政职务等。另一方面,“公益普惠优质”是现今幼儿园发展的重要趋势,不

同属性幼儿园教学水平、教师工资存在一定差异。普惠园包括公办园及民办

普惠园,大多在政府的扶持及监管下开展办园活动,而示范园是办学质量较

高、在区域内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优质园,因此本文将幼儿园属性进一步纳入

控制,添加普惠园及示范园两个变量。并将城乡属性纳入控制。
表2 变量界定及描述统计

变量名 变量界定 均值 标准差 n

lnwage 年工资对数 10.32 0.51 1092

edu 受教育年限 14.15 1.91 1289

exp 教师教龄 9.16 7.98 1254

auth 有编制 0.34 0.47 1278

cer1 保育员证书 0.19 0.39 1289

cer2 学前教师资格证 0.69 0.46 1288

cer3 小学及以上资格证 0.18 0.38 1289

pro 学前教育专业 0.80 0.40 1286

manage 行政职务 0.15 0.36 1284

state 普惠园 0.83 0.38 1289

exa 示范园 0.62 0.49 1286

city 城市 0.57 0.50 1289

(四)研究方法

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和效益一直是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以来最核心的研究

内容,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

含量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可以分为现金和非现金,但非现金收

益很难加以测量。1974年,明瑟使用补偿性工资去解释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人

工资为何不同,即高学历劳动者为何工资更高,随即提出明瑟方程,成为计

量教育收益的重要工具
 

(Mincer,
 

1974)。明瑟收益率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常被

用来估计教育的回报率,本文参照明瑟教育收益率模型,对全国6省(区)16
县(区)教师教育收益率进行计算,如式(1)所示,明瑟收入方程的基本形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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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age=β0+β1edu+β2exp+β3exp2+ε (1)

在该模型中,lnwag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教师工资对数;β0 为常数项,

edu表示教师受教育程度,由教师当前最高学历按学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计

算而来;β1为其系数,将该系数近似地解释为教育回报率,即教师受教育年

限每增加一年,教师工资增加β1的百分数;exp为教师工作经验,近似地看

做教师教龄;β2为其系数;exp2为教师工作经验的平方;β3 为其系数;ɛ
 

为

随机误差项。但明瑟方程设定过于简化,无法准确估计教育带来的非市场收

益,遗漏能力变量问题依然需要谨慎对待。为缩小遗漏变量的影响,随后在

模型中对教师个人特征有关变量,如教师身份、编制、专业等进行控制,并

将幼儿园自身属性如是否普惠园,是否示范园纳入控制,并进一步控制了幼

儿园的城乡属性,设立模型如式(2)所示。

lnwage=β0+β1edu+β2exp+β3exp2+β4cer*edu+β5con+ε
 

(2)
公式(2)中,加入了教师资格证书及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以探究幼儿教

师相关证书对其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添加控制变量con,该变量包括教师

教师个体特征,所在幼儿园特征及城乡属性,以进一步探究我国学前教师教

育回报率及影响教师工资的相关因素,β5为其系数。

三、研究结果

(一)逐步OLS回归

为探究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具体情况,本文分别将教师受教育

年限、教师个体特征、幼儿园属性、地区属性逐步纳入模型,分别得到模

型1-4。此外,为探究不同类型的资格证书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作用

机制,本文将受教育年限进行中心化后生成了受教育年限及三种资格证书

的交互项,得出模型5。将因变量替换为教师自我报告的年均工资,取对

数后转化为变量lnwage2,将其作为因变量对模型作稳定性检验,得出结果

如模型6所示,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及系数与模型5相差不大,模型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
表3 逐步OLS回归结果

(1)
Inwage1

(2)
Inwage1

(3)
Inwage1

(4)
Inwage1

(5)
Inwage1

(6)
lnwage2

edu 0.112*** 0.045*** 0.046*** 0.035*** 0.032** 0.048**

(0.008) (0.009) (0.009) (0.009) (0.01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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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Inwage1

(2)
Inwage1

(3)
Inwage1

(4)
Inwage1

(5)
Inwage1

(6)
lnwage2

auth 0.394*** 0.405*** 0.426*** 0.412*** 0.467***

(0.030) (0.031) (0.030) (0.031) (0.052)

exp 0.005 0.005 0.006* 0.006* 0.009
(0.003) (0.003) (0.003) (0.003) (0.005)

exp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er1 -0.145*** -0.146*** -0.124*** -0.140*** -0.111*

(0.035) (0.079) (0.034) (0.036) (0.059)

cer2 0.085* 0.080* 0.044 0.051 0.111
(0.036) (0.037) (0.036) (0.036) (0.057)

cer3 0.076 0.080* 0.074* 0.122** 0.102*

(0.037) (0.037) (0.036) (0.047) (0.081)

pro -0.020 -0.021 -0.016 -0.012 -0.123*

(0.065) (0.037) (0.036) (0.036) (0.062)

manage 0.108** 0.107** 0.141*** 0.142*** 0.082
(0.035) (0.035) (0.034) (0.034) (0.055)

state -0.087* -0.121*** -0.119*** -0.006*

(0.035) (0.034) (0.028) (0.055)

exa 0.006 -0.033 -0.033 -0.136**

(0.028) (0.028) (0.028) (0.046)

city 0.211** 0.210*** 0.388***

(0.027) (0.027) (0.047)

edu*cer1 -0.017 -0.042
(0.016) (0.026)

edu*cer2 0.021* 0.050*

(0.027) (0.047)

edu*cer3 -0.035 -0.045
(0.027) (0.047)

cons 8.729*** 9.428*** 9.486*** 9.574*** 9.599*** 9.174***

(0.108) (0.114) (0.116) (0.114) (0.182) (0.290)

控制变量 ×     
n 1092 1060 1059 1059 1059 700

Adjusted
 

R2 0.169 0.361 0.365 0.399 0.402 0.393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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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仅纳入教师受教育年限时,教师教育收益率为11.2%,即

学前教师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工资收益增加11.2%。将教师个体特

征、园区特征以及城乡属性分步纳入控制后,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总体呈下

降趋势,模型解释力度也逐步增强。将所有控制变量及交互项都纳入控制后,
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降低为3.2%,在模型6中为4.8%,因此本文认为,学

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在4%左右。此外,在模型5中的交互项上,拥有保育员

证书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呈负向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而拥有学前教师

资格证书的教师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比无证教师显著高2.1%。

(二)分地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区域差异,为探究不同地区

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按照经济意义上的划分标准,将6
省划分为东、中、西三个不同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山东省、广东省,中部地

区包括湖南省、湖北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自治区、四川省,分别对其进行

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东、中、西部地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估计

(1)
EAST

(2)
MID

(3)
WEST

edu 0.049* 0.071* 0.016
(0.020) (0.028) (0.017)

auth 0.655*** 0.335*** 0.306***

(0.052) (0.046) (0.044)

exp 0.010* 0.008 0.006
(0.005) (0.004) (0.003)

exp2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cer1 -0.166** -0.055 -0.114*

(0.059) (0.055) (0.045)

cer2 0.004 0.013 0.015
(0.053) (0.057) (0.050)

cer3 0.188** -0.097 -0.110
(0.068) (0.067) (0.075)

pro -0.067 -0.120* -0.069
(0.059) (0.054) (0.045)

manage 0.080 0.158* 0.058
(0.054) (0.072) (0.039)



第3期 学前教师薪酬受资格证书的影响吗? 113  

续表

(1)
EAST

(2)
MID

(3)
WEST

state -0.141 -0.350*** -0.160***

(0.072) (0.075) (0.034)

exa 0.055 -0.137* -0.017
(0.042) (0.055) (0.036)

city 0.409*** 0.151 0.159***

(0.043) (0.081) (0.031)

edu*cer1 0.049*** 0.151 0.159*

(0.043) (0.081) (0.031)

edu*cer2 0.029 -0.058* -0.013
(0.024) (0.029) (0.020)

edu*cer3 -0.070 0.002 0.039
(0.038) (0.039) (0.046)

Cons 9.335*** 9.319*** 9.859***

(0.269) (0.379) (0.215)

控制变量   

n 468 197 394

Adjusted
 

R2 0.596 0.490 0.435

  *
 

p<0.05,
 

**
 

p<0.01,
 

***
 

p<0.001

如表4所示,东中西部地区学前教师教育回报率存在一定差异,中部地

区学前教师教育回报率最高,达7.1%,东部4.9%,而西部地区学前教师教

育回报率不显著。此外,部分证书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且呈现

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拥有保育员证书的学前教师比没有证书的教师

教育收益率显著高4.9%,西部地区拥有保育员证书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

则能够显著提升15.9%。而中部地区拥有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比没有

证书的教师教育收益率显著低5.8%。

(三)不同收入层次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估计

为进一步分析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异质性,随即对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学

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对学前教师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分

位数回归。如表5所示,模型1-5分别表示在5%、25%、50%、75%以及

95%上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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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收入水平上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估计

(1)
0.05

(2)
0.25

(3)
0.50

(4)
0.75

(5)
0.95

Edu 0.007 0.043* 0.042* 0.034* 0.029**

(0.0356) (0.024) (0.028) (0.017) (0.015)

Auth 0.325*** 0.387*** 0.444*** 0.392*** 0.255***

(0.081) (0.039) (0.033) (0.036) (0.058)

Exp 0.010 0.005 0.004 0.009** 0.013*

(0.007) (0.003) (0.003) (0.003) (0.005)

Exp2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er1 -0.025 -0.119** -0.084* -0.143*** -0.182**

(0.094) (0.045) (0.038) (0.041) (0.067)

Cer2 0.090 0.036 0.047 0.110** 0.075
(0.093) (0.045) (0.038) (0.041) (0.043)

Cer3 -0.009 0.043 -0.051 0.153** 0.330***

(0.122) (0.059) (0.050) (0.057) (0.087)

Pro -0.187* -0.040 -0.012 0.081 0.008
(0.094) (0.046) (0.038) (0.042) (0.067)

Manage 0.167 0.143*** 0.141*** 0.146*** 0.126*

(0.089) (0.043) (0.036) (0.039) (0.064)

State -0.291** -0.178*** -0.131*** -0.029 0.094
(0.089) (0.043) (0.036) (0.039) (0.064)

exa 0.012 -0.018 -0.060* -0.030 -0.071*

(0.072) (0.035) (0.029) (0.032) (0.037)

City 0.306*** 0.222*** 0.194*** 0.165*** 0.214***

(0.070) (0.034) (0.029) (0.031) (0.051)

Edu*cer1 -0.010 -0.010 -0.014 -0.039* -0.021
(0.042) (0.021) (0.017) (0.019) (0.030)

Edu*cer2 0.059 -0.000 -0.010 -0.023 0.010
(0.041) (0.020) (0.017) (0.018) (0.029)

Edu*cer3 -0.025 -0.026 -0.008 0.008 -0.128*

(0.070) (0.034) (0.029) (0.031) (0.050)

Cons 9.562*** 9.316*** 9.475*** 9.593*** 9.508***

(0.470) 0.228 0.191 0.208 (0.337)
控制变量     

n 1059 1059 1059 1059 1059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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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在工资最低的5%人群内系数极低且

不显著,在25%分位上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为4.3%,50%分位上为4.2%,

75%分位上为3.4%,95%分位上则为2.9%。总体上看,随着学前教师收入

水平的提升,其教育收益率逐渐降低,且在4%左右波动,这也印证了上文

提到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在4%附近这一观点。此外,在75%分位上,拥

有保育员证书的学前教师比无证书教师工资显著低3.9%,在95%分位上,
拥有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教育收益率比无证教师显著低12.8%。

四、讨论及建议

(一)讨论

1.本文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在4%左右,
有学者对我国教育收益率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对372个回归方程得出的教

育收益率进行算数平均,其值为0.0782,即我国劳动力教育收益率均值为

7.82%
 

(刘泽云、刘佳璇
 

2020),比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高出95.5%,即当

前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很大程度上低于我国其他类型劳动力。在影响教师工

资收入的因素上,是否有编制对其影响最为显著,有编教师工资比无编学前

教师工资高41.2%,兼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教龄更长的教师工资更高。在幼

儿园的属性上,普惠园教师工资比非普惠园显著低11.9%,这可能是由于普

惠园教师工作更有保障,一方面教师会“出让”部分工资作为进入普惠园的机

会成本,另一方面普惠园中存在一部分非工资的福利或实物奖励,此类“隐形

收入”并未纳入因变量度量之中,进而使得普惠园教师工资显著更低。此外,
城乡属性对学前教师工资影响极为显著,城市地区学前教师工资比农村地区

学前教师工资显著高21%。在教师资格证书与其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上,拥有

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教育收益率比无证教师显著高2.1%,而保育

员证书及小学及以上资格证书对其无显著影响。

2.在地域差异的分析上,东部地区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约为4.9%,
而中部地区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约为7.1%,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学前教

师师资较为缺乏,因此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教师工资待遇更高,而东部地区人

才密集,学前教师数量较为充足,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相对更低。西部地区

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扶持

力度较大,用于发展西部地区学前教育事业的专项转移支付更多,因而西部

学前教师得到的工资补贴更高,进而导致其教育收益率不显著的现象。在其

他影响学前教师工资的因素上,编制影响最大,且其影响在西中东部地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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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扩大,东部地区编制对教师工资的影响达65.5%,且东部地区教师教龄能

够显著提升其工资水平。在中部地区,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工资比非学前教育

专业教师显著低12%,而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工资较无行政职务教师工资显

著高15.8%,这反映出了当前中部地区学前教师队伍的专业性不足,学前专

业教师工资更低,而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工资更高。在有关资格证书对教师

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拥有保育员证书的教师教育收益

率分别比无证教师显著高4.9%及15.9%,而中部地区拥有学前教师资格证

书的教师教育收益率比无证教师显著低5.8%,进一步暴露了中部地区学前

教师队伍建设的不足。

3.在分位数回归上,不同收入分位上的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不一致,且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相关证书的影响。在5%的分位数上,学前教师教育收益

率极低且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工资较低的学前教师所在幼儿园对教师学历要

求不高,仅要求教师能够“看孩子”即可,进而导致学历与教师工资之间的关

系不显著。在25%-95%分位数上,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逐渐降低,表明工

资水平越高,学前教师获取的教育收益率越低。在任一分位数上教师编制始

终保持显著,在较高水平的分位数上,学前教师教龄与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向关系,即较高工资水平上,教学经验能够显著提升教师工资。除5%分

位数外,保育员证书均与学前教师工资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拥有保育

员证书的教师比无证书教师工资更低,兼有行政职务能够为教师带来更多的

工资收益。在任一分位上,城市学前教师工资均显著高于农村学前教师。在

证书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75%分位上拥有保育员证书的学前教

师工资比无证书教师显著低3.9%,95%分位上拥有小学及以上资格证书的

教师教育收益率较无证教师显著低12.8%。

(二)对策建议

1.提高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学前教师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重要的

动力来源,是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不可或缺的主体,提高学

前教师教育收益率是鼓励优秀生源从事学前教育、学前教师积极提升自我学

历的重要因素,亦是保障学前教师队伍数量充足,质量有序提升的关键一环。
当前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不到4%,低于我国劳动力平均水平,提升学

前教师工资待遇迫在眉睫,提高学前教师待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方

面要提高学前教师收入,切实保障各项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完善学前教师各

项津补贴制度,根据学前教师所在园区特征、地域特征发放相应的补助,对

于乡村地区、偏远地区的学前教师应根据偏远程度发放津补贴。有条件的地

区应当有序推进“区管校聘”制度,切实保障编制内外教师同工同酬,打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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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师队伍中“唯编制论”,按照教师专业能力及水平发放薪酬。适当提升公

益普惠园及示范园教师工资,确保优质师资能够集中于公益普惠园之内,确

保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优质”方向得以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应当充分提升高

学历学前教师工资水平,确保教师薪酬与其学历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有所提升,
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达教师平均水平,以不断优化学前教师队伍学历,提升

教师保教水平。

2.加强学前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承认并切实增强学前教师专业地位是

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应有之意,专业资格证书作为学前教师从业门槛及其人

力资本含量的重要表征,是学前教师队伍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应当充分发挥

有关资格证书对于学前教师队伍的重要作用,将其看做教师人力资本含量的

“信号”及“标志”,切实提升有证教师的教育收益率。保育员是切实实施保教

结合原则和保障幼儿园质量的关键因素,当前持有保育员证书的教师教育收

益率大多低于无证教师。加强保育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应当适当增加针对保

育员队伍的培训工作,加强保育员队伍的专业性,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另一

方面应当引导社会各界正视保育员的专业性,提升保育员教育收益率,鼓励

教师考取相关资格证书,不断推进保育员队伍的专业化。学前教育拥有区别

于其他学段的特殊属性,对教师专业水平有一定要求,在教师的招聘上应进

一步扩大拥有学前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比例,切实保障学前教师队伍的专业

性,以教育收益率为“指挥棒”,引导学前教师专业化水平有序提升。

3.推进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相对均衡化。本研究发现,学前教师教育收

益率存在地域差异,中部地区学前教师缺口相对较大,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

更高,推进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应当促进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相对

均衡化”,区别于“均等化”等概念,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学前教师的

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东部地区学前教师数量较为充足,
教师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当切实提升教师队伍专业

化程度,发挥各类资格证书的“筛选”及“信号”功能,有序提升教师教育收益

率,提升教师质量。中部地区学前教师数量相对更为稀缺,应当进一步提升

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逐步发挥相关证书的“门槛”作用,以保障学前教师队

伍数量的充足性,确保教师具备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而西部地区地理位置

相对较差,应当优化相关转移支付的使用,吸引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前

教师从教,加强本土学前教师的培育,切实提升本土教师的教育收益率。此

外,在整体提升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同时,应当注意其内部差异性,切实

保障高学历教师教育收益率,提高高收入分位上教师的教育收益率,另一方

面也要注重低收入分位上教师的教育收益率,确保不同收入分位上学前教师

教育收益率的相对均衡,全面提高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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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6省(区)16县(区)学前教师的实地调查,利用回归分析对我

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低于我国劳

动力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学前教师队伍建设中的不足。但本

文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并未将不同类别学前教师分类研究,考虑到学前

教师队伍中既有的性别失衡,未将性别因素纳入考量,且受有关因素的影响,
在抽样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本研究可能无法代表全国实际水平。但是,
本文样本分布相对均衡,弥补了以往对研究中样本采集分布不均的问题,对

教师教育收益率以及证书对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进行一定的探究。在

后续的研究中,应当将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进一步纳入考量,多

维度探究影响不同类别学前教师教育收益率的因素,切实提升学前教师教育

收益率,保障我国学前教师事业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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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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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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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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