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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中国近几十年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差异也在不断扩大。 教育对社会及个人财富增长来

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用国家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发现中国教育资源存在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等问题,
它加剧了区域收入差异、城乡收入差异和群体收入差异扩大的趋势。 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大投入;进
一步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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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问题的提出

1949 年至 1978 年,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经济发展

缓慢,但收入差距较少。 1978 年,世界银行一个考

察团到中国,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

数是 0. 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
1978 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

生产力,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

并存的经济制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管理体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6 年国内生产总

值已达 209 407 亿元,税收收入 37 636 亿元(不包括

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年均经济增长率在 8%
以上。 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引起各

界广泛关注。 王小鲁、樊纲(2005),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

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了。 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中外

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1980 年为 0.
320,到 1984 年一度下降到 0. 257 ,到 1990 年上升

到 0. 355,2001 年进一步达到了 0. 447 (世界银行,
2004;WIDER,2000) 。 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平等

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 根据世界

银行 2005 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
国的基尼系数在 120 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 85
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

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5 年

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02 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 45。
学者从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

因,有些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有些运用统计数据或调

研数据进行实证的方法,这对理解中国收入差距的

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然而,这些研究中,对教育

资源因素重视不够,缺乏从教育资源角度系统分析

教育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可是,教育对社会及个人

财富增长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和《爱尔

兰的政治解剖》等著作中,提出复杂劳动者比简单

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的思想,他视“技艺冶
为土地、资本、劳动之外的第四生产要素。 19 世纪

庸俗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

原理》中,看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他认为“一个伟

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

育费用。冶人力资本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舒尔茨

对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土地

本身并不是贫穷的重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才

是决定贫穷的关键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没受过

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获得恰当的经济信息,这种优

势所造成的收益可能就会属于受过教育的人。冶本

文拟从教育资源分布及教育均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

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
文献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增长具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拥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和教育机会的不等,是
造成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但相关研究

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主要是

研究教育对收入的贡献程度,并没有揭示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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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情况;二是在收入差异研究

中,只把教育因素作为整个研究的一个部分来分析

教育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没有全面系统分析教育资

源差异对收入的影响程度。 本文将对这些研究空白

点进行补充,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全面系统分析教

育资源差异与教育机会不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程

度。

2摇 中国教育资源不均等加剧收入差异扩大

趋势

2. 1 摇 中国概况

2. 1. 1摇 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情况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健康的

发展,无论 GDP、财政收入还是预算内财政性教育

经费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GDP 增长速度最高

年份为 1992 年的 14. 2% ,最低年份为 1981 年的 5.
2% ,28 年中,在 9%以上增长速度年份有 18 个。 财

政收入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 1978 年的 29. 5% ,最
低年份为 1980 年的 1. 2% ,尤其是 1992 年后,14 年

中,在 15%以上增长速度的年份有 12 个。 预算内

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为 1994 年的

37. 2% ,最低年份为 1992 年的 1. 2% ,26 年中,在
15%以上增长速度的年份有 17 个。 总的来看,预算

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

超过 GDP 增长速度,但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

速度时常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如图 1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统计年鉴计算和制图。

图 1摇 1978 年以来中国 GDP、财政收入、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

2. 1. 2摇 教育发展情况

2005 年,全国教育经费为 8 418. 84 亿元,其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

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

免税等项)为 5 161. 08 亿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预算内教育拨款 ( 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 ) 为

4 665. 69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为 2. 82% 。 中国教育部 2007 年 3 月 7 日发

布了 2006 年教育统计公报。 2006 年全国幼儿园达

13. 05 万所,在园幼儿 2 263. 9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达到 42. 5% ;小学招生 1 729. 36 万人,在校生

规模为 10 711. 53 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99. 27% ;初中(含职业初中)招生人数为 929. 56 万

人,在校生为 5 957. 95 万人,毛入学率达 97% ,升学

率 74. 88%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 1 602. 6 万人,其中

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比例为 54. 3:45. 6,在校

生规模达到 4 296. 3 万人;普通、成人本专科(高职)
招生 724. 44 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 2
500 万人,在学研究生首次超过百万,达到 110. 47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2% 。
2. 2摇 省际教育资源不均与省际收入差异的扩大

2. 2. 1 摇 省际教育资源不均

2. 2. 1. 1摇 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

截止到 2007 年 5 月 18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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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拥有普通高校数量见表 1,高校数量超过 100 所

的省份有江苏、山东、广东,低于 20 所的有海南、青
海、宁夏、内蒙古。 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仅表现

在数量上,更主要表现在质量上。 中国政府为推进

高等教育发展,实施“211 工程冶,即面向 21 世纪,重
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这

是中国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而实施的一项跨世纪的

战略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

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项目。 “211 工程冶学校都

是质量较高的重点高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

有数量极不平衡,比较多的省份有北京 23 所,江苏

11 所,上海 9 所,而有 4 个省级行政区一所都没有,
11 个省级行政区中都只有 1 所,具体情况见表 1。
高考录取率是体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

资源状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2006 年高考录取情

况如表 1 所示,最高的海南达 88% ,最低的贵州只

有 38. 67% 。
2. 2. 1. 2摇 教育投入不平衡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超过 5%的省级行

政区有西藏 10. 53% 、北京 6. 97%和贵州 5. 13% ,低
于 2 . 5% 的省级行政区有7个,最低为山东,只有

1. 65% ,具体情况见表 1。 当然,由于各省级行政区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总量上相差很大,因此,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高低只是反映教育投

入的相对量,并不是绝对量,实际低于 2. 5%的 7 个

省级行政区,它们财政性教育投入绝对量远高于贵

州和西藏,如山东省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达

2 561587 . 9万元,江苏2004年财政性教育投入达

3 099 409. 2 万元,而贵州 2004 年财政性教育投入

只有 816 926. 9 万元,西藏 2004 年财政性教育投入

只有 222 773. 7 万元。 2005 年生均公用经费,普通

小学最高是上海为 1 865. 7 元,最低为广西 59. 22
元,均值 280. 33 元;普通初中最高是上海 2 114. 13
元,最低为安徽 76. 98 元,均值 371. 38 元;普通高校

最高是北京 10 688. 17 元,最低为安徽 548. 77 元,
均值 1 995. 10 元,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摇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教育资源差异表

省级

行政区

人口

(万)
普通高

校数量

“211 工程冶
学校数量

高考

录取率

财政性教育

经费占 GDP
比例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元)

普通

小学

普通

初中

普通

高校

北摇 京 1 538 80 23 72. 56 6. 97 1 235. 38 1 794. 44 10 688. 17

天摇 津 1 043 46 3 71. 78 2. 67 411. 62 469. 08 4 021. 63

河摇 北 6 851 88 1 49 2. 00 140. 54 169. 34 635. 49

山摇 西 3 355 59 1 46. 86 3. 33 177. 70 237. 41 1 100. 27

内蒙古 2 386 37 1 59. 5 3. 15 227. 57 385. 13 709. 46

辽摇 宁 4 221 79 4 74. 1 2. 58 355. 88 487. 16 1 596. 77

吉摇 林 2 716 44 3 61. 98 3. 33 253. 59 333. 19 1 994. 67

黑龙江 3 820 68 4 73 2. 58 277. 42 285. 07 1131. 22

上摇 海 1 778 60 9 80. 04 3. 07 1 865. 70 2 114. 13 6 865. 05

江摇 苏 7 475 118 11 70. 71 2. 01 95. 09 114. 25 2 189. 23

浙摇 江 4 898 73 1 70. 57 2. 54 295. 29 460. 24 2 273. 32

安摇 徽 6 120 89 3 56. 96 2. 88 63. 50 76. 98 548. 77

福摇 建 3 535 72 2 60. 56 2. 30 170. 02 232. 93 1 885. 04

江摇 西 4 311 66 1 57. 14 2. 38 103. 96 129. 73 625. 15

山摇 东 9 248 110 3 62. 5 1. 65 95. 88 130. 48 787. 01

河摇 南 9 380 82 1 53. 85 2. 23 100. 07 154. 19 1 28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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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摇 北 5 710 86 7 59. 44 2. 43 96. 58 124. 56 1 009. 59

湖摇 南 6 326 99 3 47. 92 2. 51 137. 64 173. 04 970. 47

广摇 东 9 194 109 5 69. 58 2. 63 233. 68 373. 55 3 399. 36

广摇 西 4 660 56 1 51. 68 3. 19 59. 22 96. 96 1 408. 09

海摇 南 828 15 0 88 3. 23 239. 85 358. 36 1011. 47

重摇 庆 2 798 38 2 58. 42 3. 10 222. 99 334. 98 2 095. 82

四摇 川 8 212 76 5 57. 76 2. 79 132. 76 137. 53 940. 53

贵摇 州 3 730 37 1 38. 67 5. 13 70. 90 170. 15 939. 30

云摇 南 4 450 51 1 49. 62 4. 70 158. 46 230. 80 1 873. 91

西摇 藏 277 6 0 73. 1 10. 53 394. 45 344. 01 4 596. 24

陕摇 西 3 720 76 6 58. 96 3. 97 104. 98 162. 33 1 266. 14

甘摇 肃 2 594 34 1 38. 99 4. 67 121. 03 184. 65 980. 48

青摇 海 543 13 0 70 4. 10 377. 29 491. 75 1 216. 21

宁摇 夏 596 11 0 64 4. 86 182. 88 319. 07 883. 17

新 摇 疆 2 010 31 1 62. 31 4. 20 288. 26 437. 19 925. 6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资源来源摇 :1. 人口数为 2005 年底数据,来源于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2. 普通高校数为 2007 年 5 月 18 日数据,来源于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教育部网站. http: / / www. moe. gov. cn / edoas / website18 / level2. jsp? tablename=322;3. “211 工程冶学校数量截止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05 年 9 月 8 日,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 http: / / eol. cn / article / 20030911 / 3090736. shtml;4. 高考录取率为 2006 年高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考录取情况,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 http: / / eol. cn / lqzc_2916 / 20070212 / t20070212_219249. shtml;5. 财政性教育经费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占 GDP 比例为 2004 年数据,来源于 2005 和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6. 教育经费为 2005 年数据来源于 2005 年全国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http: / / www. moe. edu. cn / edoas / website18 / info24383. htm.

2. 2. 2 省际收入差异的扩大

表 2摇 1998 年和 2004 年各省教育发展与收入差异摇 摇 单位:元、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人均教育经费总额
每 10 万人中在校

大学生数

人均 GDP 人均财政收入

1998 年 2004 年 1998 年 2004 年 1998 年 2004 年 1998 年 2004 年

北摇 京 1 210 3 009 1 709 3 009 16 142 28 689 1 841 5 977

天摇 津 534 1 211 822 1 211 13 964 28 632 1 060 3 182

河摇 北 191 397 220 397 6 479 12 878 315 753

山摇 西 193 464 240 464 5 048 9 123 328 1 098

内蒙古 201 468 181 468 5 084 11 376 331 1 163

辽摇 宁 272 640 479 640 9 338 16 297 637 1 600

吉摇 林 280 537 446 537 5 892 10 920 354 763

黑龙江 230 555 332 555 7 508 13 893 417 833

上摇 海 1 027 2 200 1 128 2 200 25 193 42 768 2 600 7 972

江摇 苏 320 749 370 749 10 025 20 723 413 1 769

浙摇 江 343 1 060 255 1 060 11 193 23 820 445 2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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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摇 徽 148 343 170 343 4 537 7 449 257 546

福摇 建 274 634 258 634 10 095 17 241 570 1 224

江摇 西 134 366 225 366 4 419 8 160 232 587

山摇 东 207 465 205 465 8 104 16 874 399 1 160

河摇 南 155 309 157 309 4 677 9 072 224 573

湖摇 北 241 496 356 496 6 271 10 489 286 658

湖摇 南 188 407 241 407 4 939 8 379 241 625

广摇 东 413 853 259 853 11 087 19 315 897 1 966

广摇 西 164 328 166 328 4 086 6 791 257 607

海摇 南 247 476 180 476 5 829 9 405 447 829

重摇 庆 174 459 272 459 4 671 8 537 232 918

四摇 川 143 354 179 354 4 216 7 514 232 584

贵摇 州 99 293 116 293 2 301 4 078 179 489

云摇 南 197 397 151 397 4 329 6 703 406 703

西摇 藏 243 856 137 856 3 618 7 720 144 434

陕摇 西 204 553 414 553 3 842 7 783 260 740

甘摇 肃 155 394 214 394 3 453 5 952 214 476

青摇 海 190 418 173 418 4 377 8 641 254 623

宁摇 夏 202 504 210 504 4 228 7 829 330 801

新摇 疆 309 678 267 678 6 392 11 208 374 89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资料来源:1. 表中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1999 年和 2005 年统计年鉴,各列数据由相应计算得出;2. 大学生包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

摇 摇 为了进一步分析省际间教育资源与其收入关系,
选择了相关指标。 省际间教育资源差异选用了两个

指标,一是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二是每 10 万人中在校

大学生数;省际间收入差异选用了 GDP 和财政收入

两个指标,统计的指标都换算为人均数据,具体情况

如表 2 所示。
省际间的教育资源与其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

关关系。 以 2004 年为例,省际间人均教育经费总额

与 GDP 相关系数为 0. 817,达到非常显著程度,与财

政收入相关系数为 0. 919,达到非常显著程度;省际

间每 10 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与 GDP 相关系数为 0.
817,达到非常显著程度,与财政收入相关系数为 0.
919,达到非常显著程度。

由于教育资源不均等,各省人均 GDP 和人均财

政收入差异都呈扩大趋势。 教育资源较多的省份,如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则人均 GDP 和人均财政收

入也较多;教育资源较少的省份,如贵州、青海、云南、

甘肃等,则人均 GDP 和人均财政收入也比较低。 省

际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以 1998 年为例,人均教育经费

最高的北京有 1 210 元,最低的贵州只有 99 元,北京

人均教育经费是贵州人均教育经费的 12 倍;每 10 万

人中在校大学生数最高的北京有 1 709 人,最低的贵

州只有 116 人,北京每 10 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是贵

州每 10 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的 16 倍;相应地,人均

GDP 北京是贵州的 8 倍,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

的 11 倍;人均财政收入北京是贵州的 10 倍。 从

1998 年到 2004 年,省际间教育资源严重不均等现象

没有改变,省际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2004 年,人均

教育经费北京是贵州的 11 倍,每 10 万人中在校大学

生数北京是贵州的 8 倍,人均 GDP 北京是贵州的 7
倍,人均财政收入北京是贵州的 12 倍,与 1998 年的

指标相比,除了每 10 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这一指标

大幅度下降外,其它三个指标几乎没变化。 这都是从

相对量考虑,如果从绝对量分析,看相关指标省际间

04



陈赟:教育资源不均衡对收入差异影响研究

的绝对差值,那么省际间的差异趋势在加剧扩大趋

势。

2. 3 摇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扩

大

2. 3. 1 摇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

2. 3. 1. 1摇 教育投入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地区,教育部门

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配备等资源配置上,实行

城乡不同标准。 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集中于城市,原
本更需要扶持的农村教育得到的资源远远少于城市。
无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还是公用经费,从 1993 年到

2005 年的 13 年间,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经费都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更低于城市水平,具体情况见下

表 3。 2004 年,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村 167
元,城乡之比为 2. 9 颐 1;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农

村为 269 元,城乡之比为 1. 4 颐 1。
2. 3. 1. 2摇 教师队伍

全国农村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为 35. 9% ,农村

初中一级及以上职务教师的比例为 32. 3% ,分别比

城市低 8. 9 和 14. 5 个百分点。 2003 年北京市海淀

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调查资料表明,农村小学本科

毕业教师比例 8. 8% ,城镇小学则为 17. 1% ;农村

初中本科毕业教师比例47 . 7% ,城镇初中则为

81. 9% (具体情况见表 4)。 山东省教育厅 2004 年的

一份教育督导评估报告指出,有 45 个县(市、区)的

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尚达不到国家必保

工资标准,成武县 2003 年全县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平

均月工资仅 390 元,其中平均月工资最低的乡(镇)
只有 308 元。 同一个县,城乡相同性质教师的收入可

以相差 5 倍左右。 山东一些地方的辍学率居高不下,
甚至是两位数以上。
2. 3. 1. 3摇 升学机会

以 2000 年为例,当年全国小学生升入初中的比

率为94 . 9% ,但农村小学生升入初中的比率为

80. 8% ,城市小学生进入初中的比例比农村学生高

25 . 7个百分点。全国初中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

51. 2% ,但农村初中生的这一比例仅为 7. 1% ,城市

学生进入高中的比例是农村学生的 9. 4 倍。 上海财

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 2001 年进行过一次大型

抽样调查,涉及 31 个省市区约 10 000 余名在校大学

生,有效问卷共 8 270 份(其中上海样本 3 060 个),
结果大学生有 76. 2% 来自城市,23. 8% 来自农村。
杨东平(2006),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点大学招收的

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 1998 年低

3 个百分点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则下降了 8 个百分

点。 以北京大学为例,1985 年新生中农民学生的比

例为 27. 3% ,1992 年为 22. 3% ,1996 年为 19. 6% ,
1999 年为 16. 3% 。

表 3摇 1994-2005 年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情况摇 摇 摇 单位:元

年份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全国 农村

1993 162. 80 144. 79 316. 42 267. 26 17. 09 11. 82 49. 62 32. 60

1994 236. 06 198. 69 450. 37 367. 38 17. 73 10. 98 50. 86 29. 67

1995 265. 78 219. 31 492. 04 392. 59 22. 79 13. 67 65. 96 38. 85

1996 302. 54 248. 75 549. 24 435. 36 28. 46 17. 98 81. 93 47. 98

1997 333. 81 275. 06 591. 38 468. 06 33. 97 22. 07 93. 05 58. 50

1998 370. 79 305. 62 610. 65 478. 25 34. 35 23. 02 79. 82 47. 00

1999 414. 78 345. 77 639. 63 508. 58 35. 72 24. 01 76. 97 44. 15

2000 491. 58 412. 97 679. 81 533. 54 37. 18 24. 11 74. 08 38. 67

2001 645. 28 550. 96 817. 02 656. 18 45. 18 28. 12 83. 40 44. 95

14



陈赟:教育资源不均衡对收入差异影响研究

2002 813. 13 708. 39 960. 51 795. 84 60. 21 42. 73 104. 21 66. 58

2003 931. 54 810. 07 1 052. 00 871. 79 83. 49 60. 91 127. 31 85. 01

2004 1 129. 11 1 013. 80 1 246. 07 1 073. 68 116. 51 95. 13 164. 55 125. 52

2005 1 327. 24 1 204. 88 1 498. 25 1 314. 64 166. 52 142. 25 232. 88 192. 75

资料来源:1994-2004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 / / www. edu. cn / HomePage / zhong_guo_jiao_yu / jiao_yu_zi_xun / shu_zi / jiao_yu_jing_fei / index. shtml.

表 4摇 北京海淀区城乡学校的师资与经费差别

学校类别
专任教师(% )

本科毕业 大专毕业 初级 中级 副高级 正高级

经费

(万元 /校)

农村小学 8. 8 66. 2 49. 6 52. 0 0. 4 0. 0 144. 0

城镇小学 17. 1 66. 3 40. 4 59. 4 0. 8 0. 0 451. 7

农村初中 47. 7 45. 3 31. 2 54. 4 13. 4 0. 0 537. 7

城镇初中 81. 9 16. 8 36. 6 43. 5 17. 3 2. 7 644. 7

资料来源:转引自储朝晖. 义务教育公平的矛盾分析[J] . 江苏教育·教育管理,2007(2-3).

2. 3. 2 摇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

为了分析城乡收入差异,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作为城市市民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具体情况如下表 5 所示。 1985
年到 2005 年的 21 年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

都逐年提高,城镇居民 2005 年收入是 1985 年收入

的 14 倍,农村居民 2005 年收入是 1985 年收入的 8
倍,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来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

较缓慢。 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

扩大,1985 年,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值

为 341 元,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1. 86
倍,到 2005 年,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值

已经达到 7 238 元,城市居民收入已经是农村居民

收入的 3. 22 倍;从 1985 到 2005 年,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以年均 15. 66%的速度增长。

表 5摇 1978-2005 年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异变化摇 摇 摇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城乡人均

收入差异

城乡人均

收入倍数

城乡差异

增速

1985 739 398 341 1. 86 /

1986 823 424 399 1. 94 17

1987 916 463 453 1. 98 14

1988 1 119 545 575 2. 05 27

1989 1 374 602 772 2. 28 34

1990 1 510 686 824 2. 20 7

1991 1 701 709 992 2. 40 20

1992 2 027 784 1243 2. 59 25

1993 2 583 922 1 662 2. 80 34

1994 3 502 1 221 2 281 2. 87 37

1995 4 283 1 578 2 705 2. 7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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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4 839 1 926 2 913 2. 51 8

1997 5 160 2 090 3 070 2. 47 5

1998 5 425 2 162 3 263 2. 51 6

1999 5 854 2 210 3 644 2. 65 12

2000 6 280 2 253 4 027 2. 79 11

2001 6 860 2 366 4 494 2. 90 12

2002 7 703 2 476 5 227 3. 11 16

2003 8 472 2 622 5 850 3. 23 12

2004 9 422 2 936 6 486 3. 21 11

2005 10 493 3 255 7 238 3. 22 1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1996-2006 年历年统计年鉴,第 4、5、6 列数据由相应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计算得出。

2. 4 摇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等与不同群体收入差异的

扩大

2. 4. 1摇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均

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地区

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外,还有校际不平衡和

入学机会不均等诸多方面。
2. 4. 1. 1摇 重点校与薄弱校

在中国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各校之间资源也差

异较大,存在重点校和薄弱校。 重点校有着设计别具

将心的各类建筑、宽敞明亮的教室、充足的教学设施

(电脑、实验设备、体音美设备等)、较为充裕的学校

运营经费、一流的师资;而薄弱校建筑陈旧失修、教学

设施缺乏。 廖文辉(2006)指出 “重点学校冶和薄弱

学校的差距,除了教学设施等硬件之外,最主要的在

于师资力量。 改变好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悬殊的状

况,不仅需要加大投入,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关键

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薄弱学校的教师队伍,大大强化师

资力量,缩小师资上与重点学校的差距。 然而,由于

“重点校冶经过多年的积淀,资源丰富,待遇优厚,且
深受一些地方的政府以及广大家长的偏爱,形成了吸

纳和培养高素质教师的良性机制,而对于那些非重点

校和薄弱校来说,往往政府部门不重视,也不受社会

看好,待遇不高,工作压力大,不仅难以延揽优秀人

才,连现有的优秀教师也人心思去。 非重点校、薄弱

校为数不多的优秀教师跳槽到重点校在不少地区成

为难以阻挡的潮流,也成为有关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

的心头之痛。 一些地区“重点校冶和薄弱校的差距还

在进一步扩大。
2. 4. 1. 2摇 “择校风冶

在中国,由于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择校

风冶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 目前,在经济发达地

区,小学择校一般要 1. 5 万元,初中需要 2. 5 万元,高
中需要 5 万元,即或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择校也需要

上万元。 高价择校公开化,择校正在蔓延成风 。 由

于中国义务教育有“就近入学冶的政策空子,一些家

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攀亲戚,把孩子的户口甚至全家

的户口转到离名校近的地区。 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两

种:一是“倒挂四老家冶,即家长自己有住房,将户口

挂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这是因为老人家附近的

学校是名校;二是“挂入亲朋家冶,有些家长将孩子的

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 实在没门路的,只
能狠下心来,顶着一路飙升的价格在名校附近买房。
特别是,中国不少城市进行“城中村冶改造,原住在市

区老房子的市民,由于经济能力无法承受新房子价

格,不得不到郊区购房。 这种“择校冶和“城中村冶改
造存在的“挤出效应冶,使贫困人群和弱势人群享受

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恶化,加大了教育的不公平。
2. 4. 1. 3摇 留守儿童与外来工子弟

在中国,由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批农

村富裕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然而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

孩子留在了农村,形成了父母和孩子分开的情况,出
现了大批“留守儿童冶,目前约有 2 000 万。 这些农民

工一旦外出以后,整日忙于打工,大多没有时间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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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对孩子内心的困惑、需求、兴趣更

无法关注。 有的即使想关心,限于经济等条件,他们

也无法更多地给孩子打电话或者经常返家看孩子。
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有力、有效的监管,在安全

上,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他人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自
己行为也容易失控;在学习上,很多留守儿童表现为

持续性的学习成绩不能上升,有的甚至难以维持正常

的学习状况;在行为上,一些留守儿童因失去父母监

管而放任自流、不服管教、违反学校纪律,少数少年甚

至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在心理上,留守儿童更容易产

生情绪问题、交往问题、自卑心理、逆反心理等。 还有

一大批农民工是拖儿带女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就把

孩子带到哪里,产生外来工子弟入学问题。 国家统计

局有关资料显示,2003 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

达 1. 14 亿人,随父母进入城市的 6 至 14 岁儿童约有

643 万人。 由于外来工的收入水平较低,无法进入高

档的民办学校,而因为他们是外地户口,又难以进入

本地的公办学校,导致一些外来工子弟不得不到一些

条件并不完全符合规定的民办学校就读。 而因为不

符合办学条件,这些学校随时有被取缔的危险。 违规

办学的存在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处在城市边缘地带的

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只有在这些违规的学堂才能享

受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 4. 2 摇 群体间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群体间教育资源不均等,升学机会和就业机会明

显不同,对收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重点校升学率

高,一些重点高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例高达 30% 以

上,而一些薄弱学校不但升学率低,而且很少有考进

重点大学的。 重点高校毕业的学生在就业机会方面

有明显优势,容易进入收入较高的部门工作。 通过择

校把孩子送进优质学校,为孩子未来收入的增长提供

源泉;而这同时把弱势群体的孩子挤出优质学校。 尤

其是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依靠自己体力劳动获得

微薄的收入,还要为子女入学付出赞助费、借读费以

及托管费, 使他们实质收入不断下降。 马晓河

(2003)研究,从 1990 年到 2001 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

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收入在明显向

“富者冶阶层集中。 1990 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

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 1 颐 3. 22,而到 2001 年两

个阶层间的收入比扩大到 1 颐 5. 39。 就是说,在 11
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

扩大了两倍以上。 1990 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

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 17. 2% ,他们获得的

收入占去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 26. 8% 。 相

反,占去人口 22. 8% 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

重只有 14. 3% 。 到 2001 年,这种贫富状况进一步向

两极分化,低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低,高收入户所

占收入比重更高。

3摇 结论与建议

3. 1 摇 研究结论

从教育资源不均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角度,全
面系统分析在中国近二十多年发展中教育对收入的

影响情况发现,几十年来,各省际之间教育资源不平

衡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还有加剧的趋势,使各省之

间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城乡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也没

有改变,城乡收入差异越来越大。 此外,一些特殊群

体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无论升学还是就业都有

明显优势,促使收入不断增长,而另外的弱势群体不

但不退出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一些外来工,为享受基

本的教育资源还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加剧他们的贫困

状况。
3. 2 摇 原因分析

3. 2. 1摇 体制

中国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体制。 1985
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

确指出: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把发展基

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冶,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冶等设想。 1986 年 4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

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冶的原则。 1993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再一次重申了在教育领域逐步推行简政放权的

基本方针。 1995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国务院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

管理教育工作冶,“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

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冶,“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冶的原则。
教育经费多元化的来源体制。 1988 年开始实施

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1995 年通过的《教育

法》进一步明确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

教育经费为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体制。 1994 年后,
又逐步形成了“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非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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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按培养成本收取一定比例费用冶的学费政策。
到 2005 年,中国学费和杂费占教育投入总额比例已

经上升到 20% 左右,学费和杂费在 12 年 (1992 -
2003)中的增长率,除 1998 年较低为 13. 39% 外,其
它都在 20%以上,较高年份 1993 年和 1994 年分别达

到 98. 37%和 68. 59%的增长速度。 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教育投入总额降到 60% 左右,在财政性教育经费

中,中央政府只有 12%左右,地方政府占到 88%左右

(陈赟,2007)。
此外,由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冶,导致

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师资等义务教育资源

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隔绝,不能共享,农村户口的适

龄儿童即便在城市居住,也不能或难以享受城市的教

育资源,即便是在城市教育资源富余的情况下,这种

享用也存在重重障碍,由此强化了城乡之间义务教育

机会的不平等。
3. 2. 2摇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 88%左右教育经费来源于地方政府,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教育资源差异会十分明

显。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人民教

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冶的口号,农村办学条件

的改善主要靠村民的集资。 随着学费的不断上涨,许
多农民没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完义务教育,更不要说

供孩子上大学。 安徽调查结果,小学生组每位年均培

养费用(含生活费,下同)约为 4 580 元,占户均年收

入比重的 22. 1% ;其中:年人均学杂费和书本费需

692 元,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 71. 0% 。 初中学生组

每位年均培养费用为 5 100 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

重的 28. 7% ;其中:年均学杂费和书本费需 829 元,
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 55. 2% 。 高中学生组每位年

均培养费用为 8 380 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重的

36. 7% ;其中:学杂费和书本费年均需 2 730 元,约占

在校年教育费用的 57. 1% 。 而大学生每位年均培养

费用则达到13690元,占该组户均年收入比重的

62. 5% ;其中:学杂费、书本费加住宿费需 6 880 元,
约占在校年教育费用的 52. 6% 。 若按 2004 年该县

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 384 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 2 668 元分别计算,县城居民需要 8. 6 年的收

入,农村居民则需 18 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名大学毕

业 生 。2 0 0 2 年中国社会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

1. 94% ,据调查,中国父母目前在子女教育费用方面

的支出已超过养老和住房,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

位。 因此,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能否

接受教育及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3. 2. 3摇 历史原因

如中国重点中学的形成与发展。 1952 年 6 月教

育部发布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

校的意见》,1962 年 12 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有重点

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重点校冶政策

初步形成。 1978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

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 1980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分期分批

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 1983 年,教育部在《关于进

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

办好重点中学的必要性。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

教育委员会作出在全国建立 1 000 所示范高中的决

定,可视为“重点校冶政策的延续。 至此,基础教育阶

段“重点校冶政策最终形成,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

县都先后形成了一大批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重点中

小学分布集中于县及县以上的大中城市。 “重点校冶
政策的初衷可以概括为“快出人才冶、“出好人才冶,是
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将公共教育资源集中向重

点学校倾斜,推动重点学校办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和教

育质量的提高,形成一批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

校冶、“名牌校冶、“示范校冶。 因此,在有关建立重点中

小学的政策文件中,都对重点学校的人员配置、教育

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作出了十分明

确的“倾斜冶性规定。 “重点校冶政策在推动部分学校

教育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城乡间、
校际间在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导致了教育

公平的缺失。
再如高等教育区域上的不平衡,也与历史有极大

关系。 历史上,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尤
其中国近代,政治中心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地,
经济中心在上海、杭州等地,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

大学的创办时期,许多重点高校就在这些地方产生,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3. 2. 4摇 文化因素

个别地方政府官员不重视教育。 中国文化中有

“官本位冶思想,而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看到的是

“消费冶,而不是“经济效益冶,所以个别地方政府官员

不重视教育投入,甚至挪用教育经费。 此外,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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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也加剧了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这种腐败

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上,通
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 其中一

类是所谓的“条子生冶,通过某种特权进入学校(重点

中小学、大学和成为研究生)。 第二类是“缴费生冶,
不符合入学标准,但通过花钱买分数取得入学资格。
在“缴费生冶中,更有一部分是利用公款上学的。 第

三类是“学校利益集团冶,在各级教育中,本校教师子

弟在入学时享有某种优惠的现象时有发生。
3. 3 摇 建议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统
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些政策正在发挥积极作

用,如义务教育免费,但是,要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3. 3. 1摇 进一步提高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在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中

的作用。 教育对社会还是个人财富增长来说,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高低恰恰

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人的职业选择。 实现了教

育的公平,教育就会充分发挥出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

作用。 因此,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不能仅站在教育

的角度来看,应当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
对广大人民来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是从贫困走向

富裕的重要方式,时常是唯一方式。 给广大人民提供

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最

重要、最有效的方式。
3. 3. 2摇 进一步提高投入

中央政府不断提高财政支付力度,加大对教育投

入,但是,数额仍然需要提高。 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 GDP 的比例仍然在 3% 左右,达不到 4% 的水平。
一定要加大教育投入,降低学费,使广大人民群众子

女不因贫困失学。
3. 3. 3 摇 进一步完善制度

虽然,国家已经在解决教育不均衡方面制定了许

多法律或相关制度,为推进教育均衡做了大量努力,
但实施效果不容乐观。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

原因与制度不完善有关,如缺乏制度的实施细则以及

责任追究制度。 要完善相关的制度,通过各种资助制

度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对违反教育公平的做法要

有惩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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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sparity i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on Income Discrepancy

Chen Yun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PCC, Hangzhou, Zhejiang312000,China)

Abstract: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 in recent years while seeing an increasingly
widened income discrepancy.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wealth accumulation either socially or individuall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f state statistics, reveals the findings that the existing regional disparity and urban-
rural disparity i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acerbate the trend which leads to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income discrepancy, urban-rural income discrepancy as well as strata income discrepancy. The paper also offers
relevant suggestions listed as follows:further raise the awareness;increase more input; better the current system.

Key words: income discrepancy;educational resources;disparity;impact;cau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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