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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清晰指出要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并

且从促进更高质量就业的角度提出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

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水平，提高就业稳定性”。 所以，探

究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的效率， 对促进我们国

家经济以及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都拥有积极

作用。 本文就近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的

相关研究展开梳理，总体上是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问题

与建议四个方面对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进行研

究，并提出后续研究的方向。

一、 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的因素研

究

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供给效率受到诸多影响因素

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

马树超（2003）认为，中国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教育拨

款对于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投入存在一定差别， 公用经费

不充分并且区域差别显著； 中等职业教育经费预算内投入

上升趋缓并且大大落后于国内预算内教育拨款上升比例，

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体预算内教育拨款中占据比重降低〔1〕。

（二）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

王宇波（2006）指出，政府公开招标的市场运行模式，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不符合当前体制改革以及市场需求的

职业教育的拨款模式，进而提升财政资源运用的效益〔2〕。 雷

世平（2005）等指出，当前中国整体上已步入“以工业推动农

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时期，大力推动农村职业教育

的发展拥有重要价值， 而如果仅仅依托县乡财政会寸步难

行， 因此需要我国深入加强对于农村职业教育转移性支付

的力度〔3〕。

（三）政府管理体制与能力

龙兴海（2007）指出，县、乡政府的管理方式仍然为行政

控制类型的， 并非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群众的生活

提供各种高效服务的服务型政府， 导致公共产品的投入力

度大为降低，进而对于服务供给效率造成负面作用〔4〕。 张开

云（2009）认为，因为缺少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

政府内部会出现效率损失。 尤其是政府的垄断性促使政府

内部缺少提升供给效率的动力， 且农村供给管理人员的专

业能力较低以及不具备较强的效率意识〔5〕。

（四）地区间财政水平

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组（2009）认为在经济繁

荣、市场发达、地方财政充裕亦或是乡镇集体企业多、效益

良好的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 财政具备供应较多的公共产

品的条件。 反之，财政不足以承担对于公共产品的供应。 从

而深入拉开农村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潜力的差距〔6〕。

（五）个人自身需求

汤生玲、曹哗（2006）指出，职业教育在社会中得不到普

遍认可、且投入成本大、收益低，尤其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在学费方面的巨大差异，促进愈多的人拒绝职业教育，因

此极大地阻碍了职业教育的进步〔7〕。 庄西真(2005)认为学习

者难以经由职业教育改变自身在社会架构以及社会阶层里

的位置，农村学生持有职业教育文凭资格，尽管能够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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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流动，然而其身份地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因此

影响了学习者对职业教育的选择〔8〕。

二、 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的方法研究

评价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的方法大部分为

定量的数据模型，模型分析方法有

以下几种：

周作杰，赵喜 仓（2011）利 用 层 次 分 析 法（AHP）来 评 价

农民的职业效率。 依据农村职业教育的基础性特点并联系

农村职业学校的真实状况，筑建了以师资力量指标、人才培

养水平、 国家支持力度、 科学研究水平指标的评价指标体

系。 并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与建立目标层、准则层以及方案

层来对以上四个评价体系进行分析〔9〕。

王凤羽，温涛（2014）基 于 DEA 的 Malmquist 指 数 模 型

生产率指数法测量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产出。 并将 TFP（全

要素生产率）当作计量模型对辽宁省进行研究。 根据该省各

个区域的代表性中等职业学校的有关信息， 选取二个典型

产出性指标： 毕业生就业比例和毕业生人数与三个典型投

入性指标：教职工人数、财政经费、和教育用房面积来进行

分析评价〔10〕。

景 琴 玲 ，贾 金 荣 （2012）以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法 DEA 为 基

础，采用 Malmquist 指数法对于 2003-2007 年中国大陆三十

个 省 份 的 农 业 职 业 教 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状 况 展 开 归 纳 和 分

析。 根据相关数据选取投入指标主要是基于人力、物力以及

财力三个层面加以考虑，选取了专任教师人数、行政教辅工

作人员数、师生比、生均教育经费、固定资产和在校学生作

为投入指标；选择毕业生人数当作产出指标进行评价〔11〕。

三、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存在的问题研究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三类：

（一）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顾微微（2011）认为职业教育培养成本为相同等级普通

教育的 2.6 倍， 且重点用在实训基地建设以及学生技能训

练里。 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对于中等专业学校的经费

投入自二零零一年开始不断降低， 对其的投入长期以来均

难以和普通高中相比，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制约。

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在资金上无法获得保证， 因此对于其自

身的质量造成极大负面作用〔12〕。

（二）农村职业教育财政供给不均衡

雷世平、姜群英（2015）认为基于宏观角度而言，经济繁

荣区域和萧条区域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实施许多优惠政策， 使其经济

得以迅速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亦由此受益。 基于微

观角度而言， 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直接造成了农村重点

职业学校和非重点职业学校差异显著， 重点院校获得的资

源也大于非重点职业院校〔13〕。

（三）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失衡

王欢（2012）认为在农村职业学校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结

构不平衡， 人力资源与基础建设投入比重不科学是造成此

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我国在“十一五”阶段对于中等职

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展开规划， 让部分农村职业学校的基

建设施获得极大改进， 然而师资条件等关键要素改善较为

缓慢。 虽然此阶段我国亦针对教师素质的提高展开规划，然

而因为人力资源投资相较物力资源投资而言不会迅速产生

成效，所以还需要深入扩大投入力度〔14〕。

四、 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存在的问题

的对策研究

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存在的问题是一

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多方努力才能实现，从以下四个方面进

行阐述：

(一) 加大农村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财政投入的力度

贺民（2011）认为财政投入不充分已经变成阻碍农村职业教

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定要创建将公共财政当作主要路径

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通过多种路径提高对其的

经费投入。 应该健全以及规范将政府投入作为主体、多元化

方式筹集经费的职业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保障其办学经费

不断上升〔15〕。

(二) 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结构和职业教育形式

戴国强（2007）认为职业教育架构应该多元化发展，达

到多路径、多层次办学，推动多种职业教育模式的发展。 应

该加速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的脚步，加强发展中、高等职业教

育的力度, 为全方位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不但

应该重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 更应该重视结构的优化以

及质量效益的提升；不但应该运用市场机制提升办学效益，

而且要最大程度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公共财政作用

发挥出来〔16〕。

(三)强化对农村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财政投入的监

督

汤善芳（2011）认为加强监督机制的实施，保障农村 职

业教育机制以及政策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监督机制在农村

职业教育制度系统里就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其在某种程度

上对于规范、扶持、激励制度等其他制度的执行力度具有决

定性作用，而且监督机制还能够起到反馈作用，为深入调节

以及规范其他制度提供信息〔17〕。

王凤羽、杨小容（2012）认为强化农村职业技术人才 培

养中的投入的监督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应。 可以

建立农村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指标的

监督标准， 强化农村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财政经费使用

和分配的全过程的审计， 通过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是

其下设的拨款委员会， 对农村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经费

预算的标准、项目等进行监督和审查。 借鉴上市企业独立董

事机制，建立独立财政拨款监督员机制〔18〕。

(四)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雷世平 （2007） 指出应该依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

则，创建省级财政统一筹划，市、县、乡财政依据自身责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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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担的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机制。 省级政府亦应当增加自

身担当农村职业教育公用经费支出的职责。 此外，市、县、乡

政府应该从真正意义上贯彻实施相关优惠政策。 一般地区

应该贯彻实施农村科技研发、 技术推广的经费适度用于农

村职业培训的政策〔19〕。

五、结语

农村职业教育基于新农村创建的大环境下不断发展，

国内学界对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研究也在理论

研究、研究方法、问题、对策领域上不断深入。 但是纵观上述

研究，国内研究开始覆盖农村职教的各个方面，对于农村职

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研究给出了很多建议， 但是整体

来看，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全面性不够。 国内目前的研究往往只着眼于

农村职业教育供给效率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 或单一的

某一个或几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从而对于公共财政供给

效率的其他方面，缺乏一个全而彻底的认知，无法给现实操

作带来有利的参考。

第二， 研究的可操作性较弱。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

中， 还多以理论研究为主， 并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测评体

系，因而导致实证研究的模型、变量选择都带有一定的主观

色彩，存在需要考量的空间，同时受到现实条件、技术水平

的限制，因而不可能获得大量而翔实的数据。

这些问题的存在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用更全面的视角认

知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 并且更深层次的挖掘

当下农村职业教育公共财政供给效率问题的成因， 才能更

好的从理论层面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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