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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投入是指各级政府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和完成学业成就而进行人财物等各类资源

的分配、管理和使用，成为影响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

政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我国民族地区于2020年底已经基本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目标，但从国家督导和监测结果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较低，还面临着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资源配置均衡度欠佳、教学设备设施配备不足、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不高、投入产出绩效较低等现实境遇。

以此来看，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需要从三方面入手寻求破解之策：一是完善财政投入

机制，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保障；二是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民族地区区域间和城乡

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三是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绩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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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allocation, management and use of human, fi-
nancial and other resources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provide educational services and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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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te academic achievements for student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af-
fec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y the end of 
2020,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China have basically achieved the goal of a basic balance of com-
pulsory educ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ate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rela-
tively low.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shortage of financial input,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the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the 
low input-output performanc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e in-
vestmen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needs to seek solu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improve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mechanism to provide sufficie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econd, balanc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narrow the development gap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r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level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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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在阻断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推进乡村振兴、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正所谓“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1]。”义务教

育投入是指各级政府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和完成学业成就而进行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的分配、

管理和使用，是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民族地区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目标已基本实现。截止到 2020 年底，全国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数占比

为 96.8%，其中中西部县数占比 95.3%，基本实现了“有学上”目标[2]。但从国家监测和督导结果来看，

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程度较低，很多学校的综合差异系数指标达到了国家标准上限，还面临着法

定的“三个增长”无法足额保证、公用经费投入结构和使用不合理、教学设备设施配备不足、大班额还

比较突出、教师队伍能力素质不高、投入产出绩效较低等现实境遇。加之我国民族地区位于中西部，大

多处于内陆边陲或高原山区，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等原因，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内生性、可持续发展

态势还未完全巩固，返贫风险较大，有得而复失的隐忧。随着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胜利，我国已

经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相对贫困问题仍较为突出，巩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成果、防止义务教育返贫之路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政策保障，

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各项投入，不断破解义务教育发展的内部约束，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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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财政投入机制，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公共物品，是民族地区最兜底的民生工程之一，保障其公共性和充足性是各级政

府最基本的职责。因此，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有利于科学界定央地之间、府际之间和职能部门

之间财权分配责任和关系，确保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总量的充足性和增量的可持续性。 

2.1. 提高财政性投入总量 

从国际惯例上看，衡量一国对于教育投入的重要指标，主要看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要想实现教

育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例要高于 4%。自 2012 年开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

连续 9 年高于 4%，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义务教育发展的资金需求。然而，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老少边穷地

区，自然环境差，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较少，绝大部分属于“吃饭财政”，义务教育支出明显不足，

所以公共教育支出 4%投入目标远远不能满足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资金要求。以凉山州为例，自 2012
年开始，除了个别县没有达到 4%的投入目标，绝大多数县市远高于这个目标，2019 年部分贫困县如普

格县、布拖县、昭觉县和美姑县投入甚至高于 10%，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并没有随财政投入力度的

加大而得到足额解决。其原因在于这些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基数低，尽管投入比例较高，但这不意味着只

要达到 4%就保证了资金的充足。整体来看，到 2020 年底，尽管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民族地

区经济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人们期盼有更好的义务教育，“上好学”的愿望愈发迫切，这也就对

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各级政府要加大对

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确保《义务教育法》规

定的“三个增长”逐年稳步提升。同时，要完善民族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和方向，提高义务教

育投入在三级教育财政投入中的比重，进而实现义务教育事业发展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完善结对帮扶

制度，从中央层面组织开展省际协作帮扶、地域对口帮扶、校际结对帮扶，多措并举为民族地区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3]，不断全面缩小民族地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的义务

教育发展差距，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高效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对于民族地区来讲，扩大义务教育转移规模，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足、

教育投入结构失衡及投入绩效不高等突出问题。一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4]。在后扶贫时代，要优

化和完善现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不断提高其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使其成为转移支付的

主要形式。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权责，完善省级以下义务教育一般性转移支付办

法，不断提高省级财政的协调功能，不断缓解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为民族地

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二是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各级政府在一

般性转移支付为前提基础上，由中央与省级资金相互配套的专项资金投入来解决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

面临的基础设施条件差、教学设施设备缺乏、学生资助投入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所需要的资金缺口。此外，

要加大中央专项支付力度，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分布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跟东部相比较弱，加

之民族地区县域之间发展差异较大，需要均衡的开支较大，省级政府无力负担过多的转移资金，需要进

一步加大中央专项扶持力度来弥补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困境。三是合理分担公用经费比例。

在坚持公用经费省级分担为主、中央合理分担原则的前提下，针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充足性欠佳的

情况下，中央可以适当加大财政投入倾斜力度，有必要对现行的“两免一补”及公用经费分担比例进行

上调，即从现在中央负担的 80%上调至 90%，同时省级政府再承担剩下的 10%，各县市政府不需再进行

配套投入，从而缓解民族地区基级政府义务教育投入的资金压力，确保义务教育投入总量和增量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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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持续性。 

2.3. 科学测算投入规模 

科学测算是决定投入数量和结构的依据。民族地区地域广，经济发展水平迥异，不同简单采取以人

头、平均式的这种粗放型的投入方式，这样尽管从面上解决投入的数量问题，但往往会出现义务教育财

政投入规模冗余、投入低效，影响义务教育投入的效率性和效益性[5]。所以，科学、精细测算义务教育

投入标准和金额，是保证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充足性、公平性、效率性和效益性的根本前提。具体而

言，除了要相对准确的预测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指数等教育经费需求外，还要根据民族地区实际，综合考

虑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师生数量、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义务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结合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规划预算义务教育投入金额，并以此作为拨付标准，这样不仅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了可

靠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也确保了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享有均等化的受教育机会。具体而言，

由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是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方向

和重点，有必要通过调整和提高教育经费预算科目级次来实现[6]。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在财政预算

中专门设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类科目，并把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并于该项目，对于其他项目可以归

入其它款项目。这样就提升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分配等级，由原来的二次分配提升到一次分

配的行列，从而提高各级政府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同时有利于提高财政性义务教育投

入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使义务教育投入投到真正需要用钱的地方，进而降低浪费率，提高教育投入

的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益。 

3. 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民族地区区域间和城乡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 

按照诺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原则，衡量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是否真正公平，不仅要从机会公平上保证

所有适龄儿童“有学上”，同时还要过单独的补偿措施使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进

而实现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7]。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巩固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成果、实现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目标，必须加大对经济发展薄弱、返贫风险较高的相对贫困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

不断提高教学办学水平和质量，进而为所有民族地区适龄儿童提供高质量、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3.1. 优化经费投入结构 

目前，制约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症结之一在于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均衡，

城乡之间生均教育资源差距过大。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在解决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总量的同时，重

点要均衡和优化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8]。一方面可以采取差异化的经费投入方式。

各级政府要根据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针对区域之间财政支持现状和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大小，特别是对于

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困难家庭要加大投入力度，在投入的标准上要高于其他地区，对困难学生的

帮扶上要进一步提资助标准。此外，要修订完善经费拨付制度，采取可采取综合定额与专项补助相结合

的拨付方式。其中，“综合定额”是指在向民族地区的各级中小学校拨款时，应结合学生数量、学校规模、

校舍面积、教学设施设备和教职工数量等方面综合测算教育投入金额；“专项补助”则是专门针对民族

地区寄宿制学校、教学点、完小以及初小等薄弱学校设立的专项资金[9]，以此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

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拥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10]。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经费投入结构，重点向民族地区的农村义务阶段学校倾斜。在后扶贫时代，有必

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办公条件的改善等方面，确保专项资金受众的特定性。

进一步修订完善城乡中小学生均公共经费定额标准，并明确公共经费的使用范围，提高义务教育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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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益。同时，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探索建立一套分级独立的税收体制，确保基层政府拥有自己的税收

权限，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预留一部分财政专项经费用于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补充和扶持，

以便在对贫困学生学杂费和生活费减免、奖助学金提供等方面给予足够帮扶，减轻贫困家庭接受教育负

担，降低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辍学率，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真正起到缩小城乡投入差距的作用。 

3.2. 均衡师资队伍配置 

教师不仅是保证教学活动高质量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提高学校内涵发展、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当前，民族地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最主要就体现在师资水平的差

距上。在后扶贫时代，统筹推进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统筹城乡教师

资源，重点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配齐培强管理服务团队。一是调整教师编制。首先，优化编制结构。

在后扶贫时代，要进一步创新教师配备机制，建立省域内“机动编制”、“预借编制”、“专项编制”

和跨县域调整机制，探索购买工勤服务模式，有效缓解教师编制不足，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缺员的问题[11]。
其次，壮大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大对特岗计划、公费师范生、民族地区教师专项计划等政策的倾斜支持

力度，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等特殊招生方式，加强对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双语教师、艺体类薄弱紧缺

教师和全科教师的培养力度和规模。第三，强化教师双向交流机制。深入推进“县管校聘”改革，逐步完

善民族地区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支持民族地区学校校长、教

师开展省、市、县内挂职，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培养和引进优秀校长、名师到民族地区教学或者支教，

进一步优化教师岗位设置结构，适当提高中级、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二是提高教师福利待遇。首先，深

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促进县域内教师合理流动。实行教师待遇一校一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推

动教师队伍城乡一体化建设[12]。建立省级统筹管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机制，针对民族地区

要建立差异化的岗位工资绩效标准，确保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标准高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其次，实施特殊津贴制度。各级政府要根据所辖范围内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

类管理，精准施策，建立合理的梯度补贴制度，不断提高财政保障实力较弱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教师待

遇。最后，探索建立教师激励制度，提升教师工作获得感。在后扶贫时代，要进一步在民族地区推行教

师弹性退休制度、教师礼仪制度、荣誉制度，努力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教

师引不进，留不住的问题。 

3.3. 缩小基础设施设备差距 

基础设施设备是影响义务教育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在后扶贫时代，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地

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缩小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办学条件差距。一是实施寄宿制集

中规模办学。根据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建设标准，修订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标准，加快民族地区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强城镇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建设，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大力实

施国家和省重点教育项目，集中力量打造一批规模寄宿制学校，提高寄宿制学校管理和生活设施配置水

平。二是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是制约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要借助

信息化手段，引进、消化、吸收优质教育资源到偏远地区，不断提高民族地区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各

级政府要加强学校信息化运行和保障机制，加强网络基础设施与多媒体终端配置力度，确保“优质资源

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使用效果。同时，要构建“互联网+教育”远程教育平台，把发达地

区的优质课程资源、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管理理念传送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是提升学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资源向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倾斜力度。根据民族

地区实际，坚持农村适当高于城镇的建设标准，不断改善学校住宿条件，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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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家庭适龄学生乘车、寄宿等方面的补助力度。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继续高标准推进全面改薄计

划，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行政办公用房、教学及辅助用房、教学设施设备的配备标准，不断

缩小城乡学校间的硬件设施差距，使之能更好的服务于教育教学活动。 

4. 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绩效管理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和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义务教育是提高民族地区民众知识水平、抬升社会整体文明

程度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各级政府必须提供的纯公共产品。政府作用发挥如何、职能定

位和履职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义务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是促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重要保障。 

4.1. 优化投入绩效评价机制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 2018 年颁布的《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对财政

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和提升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因此，在

后扶贫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变现在单一化、简单化、静态化的评级

机制，要构建体现义务教育投入充足性、公平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全过程、动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应包括投入类指标，这类指标主要检验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是否实现了“三个增长”，从投入总

量上判定是否达到了法定标准，从增量上评价投入增长速度和增长率是否稳定。其次要包括过程类指标，

该类指标主要评价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城乡投入是否均衡，资金管理和使用上是否合理及有没有浪费现象，

是否做到了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进一步强化对义务教育投入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评价。最后还应该包

括产出类，主要评价义务教育投入带来的内部效益如何，如万元财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人数、辍学率、

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合格毕业生人数等。通过投入、过程、产出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每年开展义务教育投

入绩效综合评估。为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投入评价的客观性，各级政府有必要主导成立专门的评价机构，

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编制预算的主要依据，以此确保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在区域间、城乡间的

均衡，进而助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目标的实现。 

4.2. 加强内控监督和审计力度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各中小学可

支配的资金量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必须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加大审计力度，以此提高义务教育资金投

入绩效。首先，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财政和教育等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校财局管”的运行机制，

在财务核算和日常经营开展上要严格规范管理，要加强对所辖范围学校监管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开学校

对于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使用情况，确立资金合理高效利用，不断提升义务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其次，

强化义务教育财政投入预算的约束力。根据民族地区不同区域，科学编制预算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进

一步规范中小学财务管理。同时要针对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预算重视程度不够、预算内容不

合理、预算执行存在偏差等突出问题，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对学校校级管理干部和具体财务经办人

员的培训，以此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率性和效益性。最后，要加强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审计监督。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要坚持政府审计为主，社会审计、国家审计与学校内部审计相结合的审计体系，对义

务教育投入资金进行不定期审计，使整个投入过程都在监督机制中规范运行，进而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

度和高效性。此外，在监督审计过程中，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通过举行政府报告会、张贴宣传栏、政

府官网等渠道公布各级义务教育经费从投入到使用的所有信息，供全体公众了解，接受公众监督，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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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约束和规范各级政府的投入行为[13]。 

4.3. 强化法治建设和问责机制 

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看，建立完整的法治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机制是提高义务教育投入

绩效水平的保障。目前，《义务教育法》对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和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的

主体地位、各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与相应责任都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但该规定仍然属于原则的条款，各

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依然过于模糊，各级政府仍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不规范使用、浪费义务教育经费与

专项补助的现象依旧存在。因此，要加紧出台有关义务教育投人与使用的专项法律，制定与各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经费投入标准、依法追究克扣、挤占、挪用、拖欠义务教育经费行为的法律

责任，从而确保各项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投入。此外，各级政府要加大对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履职

情况进行监督考评，对失职渎职的行为要严格问责。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各项投入标准

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对公用经费滞留、截留等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监督问责。具体而言，可以尝试建立义

务教育专门的账户管理体系，即在中央、省、市、县设立独立的义务教育资金账户并进行独立核算管理。

同时，在资金拨付过程中，进一步减少中间环节，确保资金分配的透明和高效，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

资金投入的运行效率。除了这些显性问题以外，还要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隐性问题的监督，如教育投入

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效率、城乡投入均衡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考评，并将其工作业绩作为干部表彰、问责、

职务晋升的主要依据，以此调动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履行义务教育投入职责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义

务教育投入绩效管理水平，实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优质、高效供给。 

5. 结语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收官，标志我国已经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在此盛世背景下，民族地区

“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已经实现，但由于历史、地域以及人群思想意识、文化素质等原因的影响，民

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各项指标还较低，其发展速度、质量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各级政府在巩固义务教育扶贫成果的基础上，必须

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和规模，重点向经济发展

薄弱地区、相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倾斜。此外，要加强义务教育投入充足性、公平性、效

率性和效益性评价，不断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绩效水平，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推

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目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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