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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与激励并举  加强农村师资力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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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以 来，我国农村

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

学压力不断加大，特别是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城乡教育师资

力量失衡。因此，应当关注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加强农村师

资建设，进一步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 财政的角

度来说，就是要将财政保障和财政激励相结合，双重引导。

在财政保障机制方面，一是完善农村教育财政管理体

制，提高教师基本待遇。与城市教师待遇相比，农村教师

待遇普遍较低，拖欠工资现象尚未根除。为确保农村教师

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分担教师工资比例，

及时落实资金，优先用于教师工资发放；规范城乡农村教

师基本工资与津贴，保证农村教 师工资不低于国家规定标

准，基本待遇逐步与城市教师持平。二是建立各项社会保

险，提高社会保障统筹水平。目前，农村教师社会保障由

政府或学校统包，社会化程度低。部分地区教师在工资拖

欠的状况下，社会保障费形同虚设。为健全农村教师社会保

障体系，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制

度，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离退休教师、重病和

残疾教 师提供保障性福利。以 财政资金为主，吸纳社会资

金，共同搭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加大公用经费投

入力度。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与城市水平差距悬殊，这

既限制了本地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又阻碍了优质师资的

流入。另外，公 用经费的匮乏威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使教

师工资被挪用。因此，必须提高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对于中西部地区，应当充分考虑县级财政困难状况，除

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外，应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四 是尽快

研究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将其纳入师资范围统一管理。

在构建财政激励 机制方面，一是建立农村教育财政指

标体系，完善地方政绩考评体系。相对其他支出领域而言，

教育领域投入时间久，建设周期长，直接回 报率低，在现今

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中基本处于“隐形”状态。在地

方财政 支出决策过程中，缺乏 义务教育支出的制度约束和

激励，导致出现了一些义务教育工 程项目拨款被挪用，配套

资金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因此，可以 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规模、中小学条件改善状况、教 师工资发放状况等引入地

方政府领导政绩考核体系。具体来说，农村教育指标体系

应包括农村教育财政投入指标和农村教育财政绩效指标两

大部分。农村教育投入指标又 包括投入总量和投入结构两

部分，以引导地方构建农村教育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合理

比例，切实加大对农村师资的投入力度。在构建农村教育财

政绩效指标时，要涉及教育普及程度、教师队伍状况、教育

收益率和教育公 平性等方面，重点是构建教师队伍状况中

的农村教育工资水平和农村师资结构两项指标体系，引导

师资资源在城乡之间、教育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二

是分区分层分步推动城乡教师流动，建立城乡教师流动制

度。分区城是在城市、县镇划分学区，使学区内学校与农村

学校定向交流；分层次是将各区城老师按照不同职称水平、

教研水平，教龄以 及专业科目划分层次，根据各阶段农村现

实状况分层进行交流；分步骤是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从急

需交流的专业着手，最终形成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教研氛

围。通过分区域、分层次、分步骤的教师交流，使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资源打破学校从属界线，逐步向均衡配置发

展。特别要加强城乡教师流动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城市教师

到农村学校支教制度、农村教师到城市学习进修制度等。三

是创新农村优良师资补充机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启动了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解决了一些地方专

职教师缺编问题。但无论是聘任教师，还是通过交流制度

引进优质师资，关键在于激励制度的设计。除了工资、补贴、

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还应当设计其他激励政策做补充，如

将“特设岗位计划”与“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结

合实施，关注教师个人职业发展规 划等，还可以设立贫困地

区教 师基金、农村教师特殊岗位津贴、农村新教师国家奖

学金计划、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等激励机制，吸引更多

的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四 是引入政府采购制度，优化农

村义务教育投入方式。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规模庞大，在政府

提供服务的前提下，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保障财政资金的效

益。在师资建设方面同样可以引入政府采购制度，优化 义务

教育投入方式，即积极与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尤其是在

农村中小学紧缺科目上选送教 师参与培训或购买民营教育

服务，为优质民营教育资源进入农村铺设平台，这不仅 为农

村教育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社会资源流入教育

领域培植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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