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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问题研究

王经绫  贾政翔

出总额、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中

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当年财政

总支出的比例。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

包括各级财政教育拨款、教育费附

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

减免税等。

由 表 一 可 以 看 出，2004年 到

2009年，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经费

的投入整体呈上升趋势，六年来平均

年增长速度达到24.22%，高于同期

GDP的增长，增长速度在2007年达

到顶峰38.58%，随后两年有所下降。

2005年10月，国务院作出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决定，促进了职业教育经

费的增长。但是，中等职业教育财政

性经费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总体

比例仍较低，六年平均仅为1%，每年

的波动幅度不明显。需要强调的是，

近几年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

展期，而经费投入比例应当与规模的

扩张相协调，否则会出现经费不足的

状况，进而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健康

发展。

再从我国教育支出结构来看（见

图1），高等教育投入占19.74%，中

学教育投入占30.76%，小学教育投

入占31.56%，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占

6.53%。很明显，中等职业教育的投

入远远低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更低

于普通中学的投入。诚然，该统计资

料中，由于中学包括普通高中和普

通初中，而中等职业教育主要集中

在高中阶段，因此该数据尚不足说

明全貌。

用生均经费来看中等职业教育

的投入情况。2008年，根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我国在校高

中生生均经费为2021.15元，而同期

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为3269.01

元，为普通高中生均经费的1.62倍，

而一般来说，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是

普通高中教育的2—3倍（数据来源

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由此可

见，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不

够的。

中等职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数以

亿计的技能人才，为国家增强了普及高

中教育的能力，更是我国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的关键一环。但现阶段，中等职业

教育的基础仍较为薄弱，经费保障不

足等问题制约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

入现状

为了较为全面地剖析中等职业

教育的财政投入情况，本文选取了两

个绝对量指标和一个相对量指标，分

别是 ：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支

2009 814.1848 19.33% 

2008 682.2714 33.21% 

2007 512.1957 38.58% 

2006 369.6125 19.69% 

2005 308.8186 10.30% 

2004 279.9734 24.21% 

494.5094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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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

经费不足的原因

（一）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快速增

长而经费增长缓慢。长期以来，适龄

学生及家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

较低，且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就业率及

深造前景不容乐观，学校为了增加教

育供给、提高办学质量，不得不加大

招生宣传、人才引进、教师队伍建设、

教学设备仪器购置及更新、实训基地

建设、教材改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历来较少且增长

缓慢，难以弥补资金缺口。

（二）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经费投

入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未能

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执行。1996年

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县以上政府要

研究职业教育生均经费问题，2002年

我国提出要提取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1.5—2.5%作为教育培训经费，2005

年提出要将已“普九”地区的城市教

育费附加中至少30%用于职业教育。

但是上述政策的落实情况都不理想。

生均经费标准多数省份都没有制定，

企业提取的职工培训经费只有江苏省

和宁波市进行了政府统筹。

（三）现行的中等职业教育的财

政性经费标准过低。我国现阶段中等

职业教育实行“定员定额”标准。在人

员经费上，由于工资的刚性，这部分

经费一般不会降低，但地方政府在拨

款时很少会考虑到物价、通货膨胀等

因素，有些省份的拨款仍在沿用上个

世纪制定的标准，这使得中等职业教

育的经费标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

脱节。在公用经费上，其划拨没有十

分明确且严格的标准，基本上决策权

在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往往在完成

人员经费任务后，对公用经费置之不

理，致使经费过低。中等职业教育的

原有经费标准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影响了建立内涵丰富、层

次多样的人力资源大国的步伐。

三、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经

费保障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完善教育财政投入的立法

及政策。一是要尽快制定并颁布《财

政教育投入法》。新的法律政策在确

保原有的“三个增长”的基础上，提高

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经费支出中的比

例，应当根据新的经济发展水平重新

确定经费标准，包括人员经费、公用

经费和基建费的标准。地方各级政府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制定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在

规定的时间内上报给中央审核。二是

建立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的经费保障机制。根据地方的实际财

力，重新划分各级政府中等职业教育

的财政责任，尽量使得各级政府的财

力与事务责任相对称，通过转移支付

等手段，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

平。三是适当统筹企业依法提取的企

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用于职业教育。

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加强中等职

业教育财政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建

立相应的追踪问责和奖励机制，把提

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作为政绩考核的一

项指标。

（二）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重点

项目的支持力度，夯实基础，突破瓶

颈。一是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

展。各级财政增加对农村、农业中等

职业教育投入，在研究制定农村、农

业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的基础

上，确保农村、农业职业学校生均预

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较大幅度

增长。各地在安排中等职业教育基础

能力建设项目时，要重点支持农村、

农业职业学校。二是加强中等职业教

图 1 ：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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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示范性学校的建设。2010年，教育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决

定，2010—2013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

建设1000所中等职业示范学校。在财

政资金的投入上，应重点支持示范学

校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

习的教育模式改革，在资金安排上向

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重点

领域的学校和专业倾斜。三是落实实

训基地的建设。实训基地是中等职业

教育的基础设施，在中等职业教育支

出中占比较重，是关系职业教育学生

素质提高的重要环节。在扩大职业教

育实训基地建设专项资金规模的基础

上，细化实施细则，地方要配合中央

财政部门具体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建设模式，创新资金使用方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健全中等职

业教育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我国现有

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包括国家助学金

制度、优秀学生奖学金制度、学费减

免制度、助学贷款或延期支付学费制

度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制度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如国家助学金制度对就读中等职业学

校的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资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国家资助

两年。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资

金额度仍然十分有限，资助力度仍需

进一步加大。

（三）改革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

和支持方式。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有

着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活动市场化

的特征，这就要求有效发挥财政“四

两拨千斤”的功能，建立多元化的投

资机制与保障机制。一是将现有的

“基数+发展”的传统拨款模式改革

为绩效拨款。绩效拨款指的是根据学

校的业绩，如学生的就业率、就业收

入水平、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比

率等绩效指标，确定办学主体下一年

度的财政预算额，允许增加或减少对

办学主体的拨款。二是通过财政补

贴、补助、奖励、贷款贴息、税收减

免、实物（如土地）划拨、设立专项的

职业教育发展基金等来吸引更多的社

会力量对职业教育予以投入。完善落

实优惠政策，明晰产权，尤其是民办

中等职业学校的产权，鼓励外资、民

间资本等资源进入职业教育市场。三

是搭建融资平台，财政作为信用担保

体系的“稳心石”，帮助中等职业教育

实体融资。试点性地允许一些知名度

高、发展良好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发

行职业教育债券以及实行商业汇票贴

现、股权抵押等。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韩  璐

[图片新闻]

江苏宿迁：
支持平价蔬菜店建设

江苏省宿迁市财政部门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推进“菜

篮子”工程建设。今年计划建设30家平价蔬菜商店，稳定

市民菜篮子价格，平抑市场价格水平。其中，每个县、区至

少建成6家平价蔬菜店，经营的蔬菜不少于15种，蔬菜销

售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15%以上。目前，首批210万元

财政补贴资金已经发放到位。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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