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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财政性教育支出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一些问题，如支出结构不合理、地区间差异大等，这
些问题制约了教育的均衡发展，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研究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于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促进教育公
平和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财政性教育支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支出规

模、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率等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存

在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他们主要从

公共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角度出发，探讨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定位、财政性教育支

出的规模与结构以及支出效率等问题。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确保财政性

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和合理分配，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发展。

国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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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教育支出概述



定义
财政性教育支出是指主要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支出，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及其他教育经费等。

分类
根据经费来源和使用范围，财政性教育支出可分为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

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

教育的经费等。

定义与分类



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

规模

从结构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基建支出等。其中，人员经费占比最大，主要

用于支付教职工工资、津贴补贴等；公用经费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基建支出则用于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

结构

规模与结构



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未来财政
性教育支出将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

加大投入力度 优化支出结构 加强绩效管理

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
将更多资金投向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等领域，促进教
育公平和优质发展。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
评价体系，对财政性教育
支出进行绩效评估和监督，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030201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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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不断增长，但相对于GDP的

增长速度，教育投入占比仍然偏低，难以满足教育事业发展

的需求。

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偏低

生均经费是反映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我国

部分地区生均经费仍然不足，制约了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

教育质量的提高。

生均经费不足

支出总量不足



城乡、区域间投入不均衡
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农村学校和

薄弱学校投入不足，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不同教育阶段投入比例失调

当前，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在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够合理，高等教育

投入相对较多，而基础教育投入相对较少。

支出结构不合理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部分地区和学校存在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如部分学校设施设备陈旧落后，难以满足教学需求。

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不断增长，但教育产出效益并不理想，部分地区和学校存在“高投入、低产

出”的现象。

支出效益不高



部分地区和学校在教育支出预算

管理方面存在漏洞，预算编制不

够科学、精细，预算执行不够规

范、透明。

预算管理不严格

部分地区和学校在教育资金使用

方面存在不规范现象，如挪用、

挤占、截留教育资金等，影响了

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金使用不规范

支出管理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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