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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
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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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比较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指标，测算教
育基尼系数，来考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分配差异，研究发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总量

增加，东西部“高原”与中部“塌陷”并存；教育基尼系数大多低于０．４警戒线，部分地区存在规模报
酬递减现象；过度扩大财政规模、单一供给模式加剧了区域间两极和多极分化特征。为发展公平而

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符合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和职业

教育资源禀赋条件的宏观政策体系；支持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创新具有优势互补的多元供给模式；

强化资源整合，持续激发高职院校内部改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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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

人力资源结构的重要职责。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高等职

业教育，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央全会文件中都

做出与之相呼应的全局性部署，不断提高其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推动高等职业教

育迈向新征程。２０１４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体系建设为抓

手，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１］。

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和财政

部提出“２０１７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

水平应当不低于１２０００元”，首次为高职院校

生均经费拨款提供了制度保障［２］。职业院校生

均经费标准和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投入已实现“一个不

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截至２０１９年，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比例已连续８年

超过４％。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新增教育经费向职

业教育倾斜”［３］，目的就是促进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２０２２年２月，教育部公布《关

于２０２２年职业教育重点工作》，聚焦“提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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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升形象”［４］这两大任务。目前，我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那么，在

“后４％时代”的今天，规模扩张的良好局面是

否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得到公平分配？高

等职业教育区域间经费拨付差异达到了何种程

度？我国３１个省份的经费分配有何特征，是否

能激励社会公众认同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

头、有奔头”？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聚焦“公

平而有质量”的新使命［５］，利用生均财政拨款

水平和教育基尼系数，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

费分配公平状况进行探析，以推动我国高等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方法选取

基尼系数是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

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根据国际有关组织规

定，基尼系数低于０．２表示绝对公平；０．２～０．３

表示比较公平；０．３～０．４表示相对合理；０．４～

０．５表明差距较大；０．５以上说明差距悬殊。通

常把０．４作为基尼系数评判的“警戒线”。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有国外学者将基尼系数引入教育

资源分配领域，用以研究教育公平问题［６］，Ｋ．

Ｓｙｌｗｅｓｔｅｒ等［７－８］则借助基尼系数对教育资源投

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展开研究。

国内学者也多采用基尼系数对教育公平进

行实证研究。戴平生［９］采用收入份额法计算基

尼系数，来分析我国教育经费配置区域与结构

公平性；王奕俊等［１０］以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

育经费、生师比、生均计算机拥有量等指标为

基础计算教育基尼系数，评价了我国中等职业

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胡德鑫［１１］以教育基尼系数

为工具，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

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等相关数据，对我国高

等教育经费配置公平程度进行研究；陈岳堂

等［１２］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

育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分析我国东、中、西部

区域间与区域内各省域的教育发展状况；万伟

平等［１３］采用基尼系数，对近５年广东省高等职

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

析，揭示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区域不均

衡性。

可见，以基尼系数为测算工具来衡量各项

指标公平程度的测算方法已较为成熟。教育基

尼系数越大，教育公平程度越低；教育基尼系数

越小则教育公平程度越高。为此，本研究聚焦

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问题，采用分组计算法

对教育基尼系数进行测算，以直观展示区域差

异。具体公式为：

Ｇ＝１－∑
ｎ

ｉ＝１
（Ｘｉ－Ｘｉ－１）（Ｙｉ＋Ｙｉ－１） ①

在式①中，Ｇ表示教育基尼系数；ｎ代表研

究划分的组数，ｉ表示划分组数中的第ｉ组；Ｘｉ表

示相应组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

占全部在校生比重的累计百分比；Ｙｉ表示相应

组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所占财

政拨款总额比重的累计百分比。

２．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要求，高等学校需建立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并面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自２０１２年发布《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被确立为国家、省、学校三级质量年报制

度，社会影响逐年扩大，成为社会各界了解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主要渠道。另外，考

虑到“年生均财政拨款”是教育投入中较为重

要的基础性指标之一，又因其是国家要求务必

体现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政策

落实表”的首要指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

查性。由此，本研究汇总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共 ３１

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高等职业教育质

量年度报告》“年生均财政拨款”指标数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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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依据。以经济发展情况为划分依据可将我

国３１个省（区、市）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

域。其中，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

１１个省（市）；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８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１２

个省（区、市）。

由于测量样本空间的限制，以高等职业教

育生均财政拨款为计算依据的基尼系数可能存

在测度不完全问题。在理想状态下，最好是能

计算出全国任意两所高职院校在生均拨款上的

差异性，但这明显是不可行的。为此，本文以我

国３１个省（区、市）为样本单元进行测算，但会部

分“遮蔽”区域内部不同高职院校之间生均经费

的显著差异，从而导致基尼系数被低估。

　　二、全国与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均

经费概况

　　依据财政中立原则和资源分配均等原

则［１４－１５］，教育资源分配应尽量满足两个“确

保”：其一，要确保区域内教育资源支出水平是

一致的。这是一种横向教育公平需要，要求在

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地区，确保每个学生

获得相同的教育资源。其二，通过转移支付等

手段向落后地区倾斜，确保区域间教育资源分

配一致性，减弱区域间不均衡性。这是一种纵

向教育公平体现，目的是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

地区之间的差距，尽量保障每个学生获得的教

育资源总体相当。综合上述原则，考虑到个人

禀赋和地区条件差异，我们认为绝对公平是一

种理想状态，生均教育经费的分配无法达到完

全均等，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差异才是现实选择。

因而，当教育基尼系数在０．３～０．４时，说明生

均教育经费分配相对合理；若超过０．４，说明区

域间差距较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故将０．４

的基尼系数作为“警戒线”。

根据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

告》在校生数和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的统计分

析，测算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

生均财政拨款与教育基尼系数（见表１）。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２０１４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完善

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要求，各地高等职

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

１２０００元。近年来，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低于

国家最低标准的省份数量呈递减趋势，２０１９年

实现了３１个省份“全员达标”。但到２０２０年，

却有１个省份（辽宁）未达标。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高等职业教育年生

均财政拨款水平均高于国家的最低水平，处于

１３０００元以上段位；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年生

均财政拨款水平部分年份未达标，其增幅也远

表１　全国和东、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年生均财政拨款额与教育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

国家最低生均

财政拨款／元
教育基

尼系数

东部

生均财政

拨款／元
教育基

尼系数

中部

生均财政

拨款／元
教育基

尼系数

西部

生均财政

拨款／元
教育基

尼系数

小于国家最低

生均财政拨款

值的省份个数

２０１６ — ０．０３３４０ １３３８３．５１ ０．１２０７７ １２００７．３５ ０．１２９３０ １２００３．４７ ０．１１８６４ —

２０１７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９２ １３６８６．５４ ０．１３９２９ １２０１０．０５ ０．１０７４３ １３５８６．３６ ０．１３２７２ ８

２０１８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９５ １５４３５．７２ ０．１１７６３ １３６５２．９４ ０．０６０７５ １４１０８．８０ ０．１５０４３ ５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７９ １６８９３．１２ ０．１１７８３ １３８４６．４８ ０．０５３３６ １５０５４．６９ ０．１１７０８ ０

２０２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５４ １７３０５．９１ ０．１４８７１ １３２９０．７４ ０．０３１５５ １４８９２．９７ ０．０９８２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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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东部地区，地区差距分层明显。据统计，东

部区域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高等职业教育生

均经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区域江西、

河南与西部区域重庆、贵州、陕西等地的高等职

业教育生均经费情况也不容乐观。

结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面板数

据，对东、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进行

测算发现：三大区域的基层系数值为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０，处于绝对公平阶段，我国高职生均经费

差异整体减小。这说明，由于东、中、西部的生

均教育经费整体都得到提升，三个区域的教育

基尼系数大幅下降，改善了总体教育资源分配

的公平性。需要注意的是，高等职业教育资源

分配地域差距较大，区域教育协调、充分发展还

存有弱项。东部与西部的教育公平差距虽小，

但依然呈现波动性上升态势。尤其是，中部与

东、西部之间教育基尼系数差异值较大，需要加

大扶持力度，避免“中部塌陷”。

　　三、东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

费现状与公平程度

　　“十三五”时期，东部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

生均经费均有大幅度上涨，财政拨款均值先后

超过１２０００元的最低门槛，涨幅稳中有进，其

中，广东、海南、河北、山东、福建等地最高涨幅

均达４３％以上，上涨趋势明显。当然，各省份

涨幅差距较为明显。北京同其他１０个省份相

比，呈现断层式领先。２０１８年，北京年生均财政

拨款值高达６８９０２．４９元，是同年山东１１８２０．５９

元的５．８３倍。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东部区域各省份高

等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均值见表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东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

数见表３，东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基尼

系数排名与变化趋势见图１。

由表３和图１可知，上海、广东和海南的高

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值较大（大于０．４），连续５

表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东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均值 元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北京 ５６１１０．０２ ５６９１４．１４ ６８９０２．４９ ６０１３９．３９６２２９２．９９
天津 １３０９０．３５ １５７８６．８９ １４３２２．００ １７２０２．７８１４１６５．０１
河北 ９６６８．００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４０．００ １４５４１．８９１４５４８．５３
辽宁 １１２５８．６２ １３１７０．９３ １４３０２．８９ １２８６９．６４１１５６３．４４
上海 １３４３１．２１ １２５０２．９１ １３４３８．０６ １６０４７．６０１４３５６．２０
江苏 １３９９６．３４ １５２９９．３０ １５７２４．７４ １７４１６．３３１８１６９．６８
浙江 １２４４０．００ １２９３０．００ １５６８５．９３ １６４３５．３９１６９８２．６８
福建 １１７３０．３０ １２１３１．５９ １３２８０．００ １６７８９．９５１５０２９．８６
山东 １０８８４．４６ ９０６２．５８ １１８２０．５９ １３００３．４６１２８６１．１５
广东 １３３７９．２７ １４２３５．２２ １７３９２．７８ １９１９０．２８２２１２３．００
海南 １５００１．００ １６４８４．２１ １９６９２．７９ ２３９５３．８１２１６３７．５７

表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东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北京 ０．３０９４３ ０．２８６６２ ０．２５０９６ ０．２５３４４０．２１５７０
天津 ０．２２０１６ ０．１８２４８ ０．２０３１４ ０．０９５８００．２５１９１
河北 ０．２６３７３ ０．２８５３３ ０．２５９４７ ０．２１８５２０．３３３７７
辽宁 ０．２２２３５ ０．１９３０６ ０．２７５６８ ０．１３５４７０．１８４１７
上海 ０．４３０１３ ０．４５９０８ ０．４６０７１ ０．５１２０５０．４７５１０
江苏 ０．１８３４３ ０．１９２９６ ０．１５１９３ ０．１４１６９０．１５６９１
浙江 ０．３２２４３ ０．２８６７６ ０．２８１９４ ０．２９６０００．３１４５０
福建 ０．２８６１５ ０．２４３７５ ０．２４５１５ ０．２１３１５０．２７５６４
山东 ０．２５７８６ ０．１７７９７ ０．１９８４０ ０．１９３９９０．１９０３２
广东 ０．４７９６０ ０．５０７０７ ０．４９４９９ ０．４８４７２０．４７４９１
海南 ０．５２２０６ ０．５５８０１ ０．５０４７４ ０．５７０４１０．４４５３４

图１　东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

基尼系数排名与变化趋势

注：图中线条节点中圈内数字代表排名

位次，“１”即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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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排名位于东部区域后三位，处于教育差距较

大和差距悬殊状态。２０１９年，海南省的教育基

尼系数竟高达０．５７０４１，约是同年天津市的系

数值０．０９５８０的５．９５倍。同样，天津市的排

位稳居东部区域前三，２０２０年其排名却后移４

位，后移现象明显，与排位前移突出的辽宁和北

京形成鲜明对比。有的省份的高等职业教育公

平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匹配，如广东作为教

育大省，其教育基尼系数值大，位次稳居第１０

位，反映出其教育不公平程度与其教育大省身

份不符。这表明，部分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的不协调、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高等职业教育公平程度并不能简单通过增

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改善，应按照在校生规模、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财政经费使用效率来合理分

配，寻求公共财政经费规模支出与使用效益之

间的均衡，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对于

生均财政拨款来说，支出总额不能无限扩大，应

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水平，盲目扩大支出可

能会加大区域不公平程度，甚至增加公共财政

负担和引发规模报酬递减问题。为此，上海、广

东和海南需科学测算教育财政经费总量，依据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适时调整生均

拨款结构和比例，适度控制冗余资源增长速度，

促进规模和效率双向提升，实现高等职业教育

高水平优质发展。

　　四、中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

费现状与公平程度

　　“十三五”时期，除吉林、山西外，中部区域

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整体较为均衡。２０１７

年，中部区域仍有山西、安徽、河南和湖北未达

到国家最低标准，占全国未达标省份的５０％。

之后，各省涨幅稳中有进，水平差距缩小（见表

４），黑龙江涨幅最为明显，其年生均财政拨款

最低值仅有９９８９．３７元，２０１９年增至 １８８００

元，增速明显。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见表５，中部区域各省

份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排名与变化趋势见

图２。

由表５和图２可知，中部区域基尼系数值

在０．１３～０．３４上下波动，各省份间差距不大，

这表明中部区域各省份间教育资源分配处于一

个较为公平和相对合理的状态。其中，黑龙江、

表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均值 元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山西 ９３５３．０８ ９８８０．１１ １００６９．２３ １３２７３．２３１２３４８．３４
吉林 １５６６１．８９ １９１９０．９４ １８５２４．２２ １６５８９．４６１２５２７．００
黑龙江 ９９８９．３７ １５４５３．７３ １７０１４．２３ １８８００．００１５９３２．１２
安徽 １０８３３．１１ ９５３２．６８ １３６０８．２２ １４４４２．４０１４１６６．６７
江西 １０５６９．６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
河南 １５６６１．８９ １１２３５．２８ １３６６３．３４ １２９１１．３７１２９８７．００
湖北 ８２６３．１２ ９９４２．９８ １３４４２．５７ １３７７３．９０１３８６３．９４
湖南 １０９０６．８０ １４３７２．００ １４１２７．００ １３９７３．００１３９９２．００

表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山西 ０．２３６６１ ０．２５９０９ ０．２２０３２ ０．２４１２３０．２３６５２
吉林 ０．２７２６０ ０．２９６００ ０．２７６６６ ０．２４１７９０．２５２６４
黑龙江 ０．２９９７８ ０．２６８２２ ０．２７８８３ ０．２６１３４０．２４３７９
安徽 ０．１９９３３ ０．１８８７５ ０．１９４２３ ０．１８６０５０．２２７１６
江西 ０．１８０２２ ０．１８６９４ ０．１９０５７ ０．３３９１５０．１５８４７
河南 ０．２３７４２ ０．１７０３１ ０．１３６２４ ０．１４５０８０．１５５５３
湖北 ０．２８０３１ ０．２９２７９ ０．２５８５６ ０．２８２０４０．２４９４９
湖南 ０．１７３８８ ０．１８８８４ ０．１８３９０ ０．１５９７５０．１３３８０

图２　中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
基尼系数排名与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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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和湖北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值排位靠

后，排位靠前的湖南、河南和江西位移幅度明

显。与之对比，山西、安徽排名位移变化较为稳

定。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山西、黑龙江、江西、湖北

和湖南五省份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涨幅波

动值为负，这表明中部区域大多数省份的教育

公平差距在逐渐缩小。同期，吉林、安徽和河南

的基尼系数值均稍有上浮，排位后移明显。

与东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相比，

“中部塌陷”问题突出。排名靠后省份均属于

中部区域，依次为江西、山西、吉林、河南等。除

湖北外，中部的安徽、山西、湖南、江西、河南这

五省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也存在较大差

异，“中部塌陷”问题与地区间经费供给模式差

异性密切相关。例如，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已初

步形成了政府供给、学校支持、家长分担、社会

捐赠多元供给类型，经济条件一般地区仍以政

府财政供给为单一来源。当然，经费供给模式

的差异性受到了政府对高职教育产品属性认

识、区域财政差异、城乡差异、学生家庭情况等

多因素影响。为此，政府应在经费供给上占据

主体地位，合理确定家长、社会和学校分担比

例，确保经费供给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五、西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

费现状与公平程度

　　“十三五”时期，西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生

均经费总体呈上涨态势，大部分省份差距不大。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西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生

均财政拨款均值见表６。例如，２０１６年贵州省排

名垫底，其年生均财政拨款值仅有８２４１．２５元，

但后期上升趋势明显。２０１８年，西部区域省份

间年生均财政拨款极差率是３．６３８，２０２０年降

到３．１４５，缩小趋势明显。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西部

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见表７，西

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排名与变

化趋势见图３。

表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西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均值 元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内蒙古１６２１６．２９１７５５５．７９２５１２０．３３２６１７８．６４２０４２１．３９
广西 １０５７８．５７１１１３９．６３１７５６６．６５１２１４８．３９１２９７８．２６
重庆 １０５００．００１２７３６．００ ８１２３．２８ １３７５６．５１１２０９０．９４
四川 １１２９４．１４１３６９１．３９１４１１１．５８１４１００．００１５４００．００
贵州 ８２４１．２５１２２２５．０９１３１９７．３９１３４０２．００１３２０９．７４
云南 １０４３１．４４１０９５２．７９１１７４８．５４１４９０５．４８１５３１７．８０
西藏 １４７７１．４２２６８３６．９７２６８７６．８１１７６３８．２３１８２３８．５８
陕西 ９３０５．００ ９４７５．５７１０４２２．２３１２６６０．９３１４３９４．６８
甘肃 １１５４６．５７１３８１４．３４１７４８２．７１１５７９２．５９１４００４．２１
青海 １６２８７．２３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３０．６４
宁夏 ２５２４９．５８１５５５６．１４２９５５５．００３８０８７．００１９４７７．０８
新疆 １７４３０．００２５８０４．４４１２９３０．７８２０３７７．８３２３９６６．４１

表７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西部区域各省份

高等职业教育基尼系数

省份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内蒙古 ０．２２１０１ ０．４２４５０ ０．３３４３３ ０．３０１４４ ０．２７６８８
广西 ０．１９６９０ ０．２０９６８ ０．２６５７６ ０．２８４３９ ０．２６７９５
重庆 ０．２８５７９ ０．２９０８２ ０．２７８３１ ０．３４７９９ ０．２８８５４
四川 ０．２５１５５ ０．３２１９６ ０．２７０７８ ０．２４４５８ ０．１７１４８
贵州 ０．３４１０９ ０．２９５７４ ０．２６３１５ ０．１９０４２ ０．１８１５０
云南 ０．１９８１７ ０．２１７１７ ０．２０６３８ ０．２７５１２ ０．３１３５２
西藏 ０．００８８２ ０．０７６７８ ０．１０２３８ ０．１３８２３ ０．１２３２８
陕西 ０．２９８７４ ０．２３８８０ ０．２３２５０ ０．２２３３０ ０．２３５３４
甘肃 ０．０７２８９ ０．１５４３６ ０．２４４６４ ０．１７２６１ ０．１９９６９
青海 ０．１６１５８ ０．１３６９２ ０．２６０９２ ０．２０８４４ ０．２５７９３
宁夏 ０．２９９６５ ０．１６０４１ ０．２０８９８ ０．２２６３５ ０．１４８１４
新疆 ０．２８１２１ ０．２３０２８ ０．１６７４８ ０．２６５７１ ０．２３０８４

图３　西部区域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

基尼系数排名与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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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７和图３可知，西部区域１２个省份的

教育基尼系数值大多小于０．４，省份间教育公

平差距较小。但是，内蒙古在２０１７年的高等职

业教育基尼系数高达０．４２４５０，远超西藏和其

余省份。另外，新疆的高等职业教育年生均财

政拨款水平虽处于较为领先位置，但其教育基

尼系数排位总体靠后，这说明其省份内教育资

源分配公平差距较大。同时，云南、广西排位后

移严重，陕西、贵州、四川和宁夏排位变化与东

部区域有类似之处，再次表明教育经费支出规

模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倒 Ｕ形”关系。当

生均拨款规模超过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时，拨款

效率会先提高再降低。鉴于此，内蒙古、新疆、

西藏应注重经费使用效益，抑制规模报酬递减

效应；其他省份可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充分释放

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积极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显

著成效。对比全国数据和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水平提

升明显，区域教育公平稳中有进。东、中、西部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呈上涨趋势，区域和省级

教育基尼系数大多未越警戒线，相对差距逐步

缩小，教育公平程度提高。当然，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依然面临一些问题。

其一，省域间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与教育公

平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部

分省份规模报酬递减问题凸显。生均财政拨款

水平较高的地方，其内部拨款分配不均问题依

然明显，经费总量的增加尚未达到区域内部均

衡，与教育基尼系数未能实现协同发展。比如，

东部区域的北京、上海、广东和海南，中部区域

的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区域的内蒙古与新疆，这

些省份往往是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排位靠前，

但教育基尼系数排位靠后。这说明，过度扩大

生均财政拨款规模并不一定能提升区域教育公

平程度，反而会引发财政赤字、规模不经济和供

需不对应等潜在风险，导致区域失衡、两极分化

甚至多极分化等诸多问题。

其二，全国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供给相对公

平，但“中部塌陷”问题亟待改善。与东、西部区

域相比，中部区域的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较低，

区域间教育经费分配不平衡仍是短板［１６－１８］。从

某种意义来说，中部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

东部区域，且与西部区域帮扶政策全方位供给

相比，其政策长期供给不足，加剧了资源分配不

均衡。特别是在资金政策方面，中部区域受限

于政府单一经费来源，缺乏多主体供给模式的

政策支持，限制了其对生均拨款、学费制定和分

担比例等政策执行力度。从长远来看，这必然

会影响中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抑制

校企合作、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剧区域教

育的同质化和形式化。

其三，个别省份的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和

教育基尼系数与同区域内其他省份间差距断

层，造成总体良好、个体不达标，引发高年生均

财政拨款水平与高教育基尼系数共存问题，呈

现出两极或多极分化特点。这也反映了我国经

济发展轨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同样对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１９］。

２．政策建议

其一，强化政府在教育经费公平分配方面

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十

四五”时期，应继续突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地

方政府对高职院校的直接投入作用，促进区域高

职教育协调发展，着力破除盲目扩张和规模报酬

递减问题。以区域均衡发展为目标，地方政府可

设定合理的区域差异系数值，建立高质量的职业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各类要素标准，科

学制定本校师资发展、招生规模和校园规划，研

·２６·



王世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

判各类资源数量、层次和结构，促进规模发展与

质量效益有机统一。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应形成合力，重视院校布局、专业调整、产业发

展、师资配置、区域均衡、职教帮扶等政策协同发

力，构建符合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资

源禀赋条件的宏观政策体系。

新增高职院校和国家“双高”计划可向职

业教育资源不足的中部地区和落后省份倾斜，

协助其打造高水平高职院校。地方政府应以高

水平院校为龙头，实施专业布局动态调整政策，

持续优化专业特色相同、区域位置相近、服务产

业交叉的教育资源，推动教育财政资源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分配。中央政府应本着“一地一

案、分区推进”原则，在高等职业院校学科设

置、重点专业建设等方面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

励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

支持中部区域和落后省份探索新时代区域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新模式［２０］。突出产业政策的战

略引导作用，以战略支持带动中部高等教育的

梯次发展［２１］。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强化落后地区高职教育对技术创

新和结构升级的作用，加强资金分配政策的公

平性和竞争性协同。增加对师资能力提升的投

入，加大优秀人才“引育用留”力度，优先加强

中部区域和落后省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释放“职教２０条”红利［２２］，增强优秀师资

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施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完善国家重大区域战

略推进实施机制，统筹区域分类指导和统一建

设，构建与区域重大战略共同发展的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新格局。深入开展经济发达地区与落

后地区职教帮扶活动，通过区域整体援建、职教

品牌输出、专业课程对接、教师轮岗培训和学生订

单培养，形成良性互动的区域职教帮扶新模式。

其二，支持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创新具有优

势互补作用的多元供给模式。发挥社会力量对

优化资金结构的重要作用，多措并举激发社会

投资、企业参与和公众活力，增加中部区域和落

后省份经费来源。

利用中部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落后省份地

缘优势，加强与相关行业企业的密切联系，鼓励

企业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

要素参与校企合作，打造实体化运行的示范性

职教集团（联盟）、技工教育集团（联盟），继续

推进合作式办学模式，打造产教融合型城

市［２３］。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放大、叠加、倍增

作用，健全完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职业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推动政、行、企、校、研“五

方携手”。加强企业与学校之间沟通，加强总

量性指标与结构性指标的有机衔接、约束性指

标与预期性指标的统筹，实现金融、财政、土地、

税收等手段优化组合。完善社会资本参与高等

职业教育办学渠道，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应充

分听取社会意见，了解其诉求并及时反馈。充

分发挥各级基金会作用，培养潜在大额捐赠

人［２４］，吸引社会捐赠。此外，从高等职业教育

消费者自身出发，各地政府还应加大对高等职

业教育的宣传力度，引导除普通考生以外的其

他招生对象报考［２５］，形成多渠道教育经费筹集

格局。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通过“职

教高考”招录学生比例，使“职教高考”成为高

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本科职业学校招生的

主渠道。推动建立与生均拨款、资助水平等相

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提升教育收

费监管能力。

其三，强化资源整合逻辑，持续激发高职院

校内部改革活力。高职院校资金使用效率不

高，主要是因为财政拨款模式激励效应不足和

教育成本意识不强。高职院校应按照“中央引

导、省级统筹，奖补结合、突出重点，规范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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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晰，注重绩效、强化监管”的要求［２６］，继

续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各类资

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从源头上为教育

公平发展提质增效。

压实各类主体责任，规范目标管理，通过定

量定性相结合指标，促使院校办出特色、办出质

量。结合地方实际与本校特色，建立符合院校层

面发展实际的核心绩效指标体系，平衡二级学院

在待遇、福利等方面的差异。通过“院办校”改

革，完善院校二级管理模式，保障二级学院自主

性。利用“奖补结合”促使更多学院主动承担社

会培训任务，力争被评为优质职业学校，并实现

年职业培训人次达到在校生规模的２倍以上，以
此争取政府的政策性倾斜［５］。健全教师职务发

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建立与激励相融的权属关

系和利益分配机制。把教师与企业合作的服务

劳动费用，包括各类课程开发成本、企业对接成

本和资源采购损耗等，主动纳入到教师基本工资

和津贴补助中。例如，天津就明确院校通过校企

合作、技术服务、社会培训等项目所得的净收入，

可在现行公务员可比收入１．５倍调控线基础上，
再按照不超过公务员可比收入的１倍增加相应
绩效工资总量，有效激发职业学校办学活力和人

才吸引力。当然，教育经费使用效益还应体现在

内部控制机制上。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进校内监

督合力，推进财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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