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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教育事业发展，采取诸多

措施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先后实施了“西部地区

‘两基’攻坚计划”“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示范学校建设计划”“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等项目。2006 年春季开始，我国更是投入

巨额资金，逐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新机制。然而，此前的政府投入过多关注提

升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硬件水平，而对教师队伍建

设投入重视不足。师资问题是制约教育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教师数量是否充足、结构是否合

理、素质是否较高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高中阶段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承上启

下的位置，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重要的衔接阶

段。高中阶段教育质量的高低，制约着个体获得

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能否最终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

流动。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2010- 2020 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

要》也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

出来，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 《教育规划

纲要》 目标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 《教育规划

纲要》 规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 4％。”[1]提交

全国人大的预算报告显示，2012 年中央财政教育

支出计划 3781 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 17800

亿元，总支出将超过 2 万亿元。[2]当前，我国教

育发展的主题也转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的新

阶段。只有用好教育投入，将更多的公用经费

投入到教师队伍建设中，着力提高教师供给的

数量和质量，才能真正使我国教育走上内涵发

展之路。
本文将以高中阶段教育为例，在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4%目标实现的背景下，对

我国“十二五”期间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公

共经费需求进行预测，预测内容包括教师工资福

利经费需求和教师培训经费需求两部分。如无特

殊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

鉴》 和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基于实现教育投入占 GDP4%目标的背景

孙百才 /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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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11 年，第 236 页.

一、2011- 2015年高中阶段专任教师数预测

高中阶段教育包括“高中教育”（普通高中

和成人高中） 和“中等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

校、成人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在

“高中教育”中，成人高中专任教师占高中教育

专 任 教 师 的 比 例 较 低 ， 2006- 2010 年 分 别 为

0.37%、0.33%、0.31%、0.29%、0.23%，笔者在

分析时将成人高中列入普通高中进行计算。
2010 年，我国共有专任教师 1400 余万人，

其中高中阶段专任教师为 239 万人，占 16.98%。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师缺编。
以普通高中为例，2010 年生师比为 16∶1，2000

年以来一直在 15%~19%间徘徊，与国家规定的

编制标准有很大差距。此外，高中阶段生师比在

区域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仍以普通高中为例，

2010 年重庆市的生师比最高，为 19.45，上海市

最低，为 10.10。①“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对

中等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中职在校生人数

增 加 较 快 ， 从 2006 年 的 1809.89 万 人 提 高 到

2010 年的 2238.50 万人；而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

出现了负增长，从 2006 年的 2531.97 万人降低到

2010 年的 2438.83 万人。普通高中与中职在校生

人数差距逐年缩小，到 2010 年中职在校生已经

接近普通高中。从普通高中与中职的专任教师来

看，专任教师数量差距却逐年拉大，差距从 2006

年的 59 万人扩大到 2010 年的 65 万人。中职教

育的生师比从 2006 年的 22.65∶1 扩大到 2010 年

的 25.69∶1，远高于《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中规定的 20∶1。可以看出，在整个高中阶段，

不仅普通高中教师缺编，中职教师缺编问题也非

常突出。
（一） 预测依据

第一，《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 2015 年高

中阶段在校生数发展目标。《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2015 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数达到

4500 万人，毛入学率为 87%，其中高中教育和中

职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各占 50%，为 2250 万人。[1]

第二，2010 年以后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步伐

会相对平稳。我国在“十五”后期高中阶段的

适龄人口出现高峰，2004 年达到最高峰值 7700

万人左右，2005 年以后开始递减，2010 年进入

5000 万左右的低谷阶段，也就是 2010 年以后扩

大高中阶段教育的步伐会相对地平稳。[3]

第三，《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

意见》规定的普通高中生师比。2001 年中央编

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标准的意见》 规定，普通高中生师比城市为

12.5∶1、县镇为 13∶1、农村为 13.5∶1。[4]

第四，《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规定的

中职生师比。教育部 2010 年颁布的《中等职业

学校设置标准》 规定，中职学校生师比应达到

20∶1。[5]

（二） 预测结果
由于 2010 年以后我国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

步伐会相对平稳，假设每年在校生人数匀速增长

（即以平均速度增长），根据《教育规划纲要》制

定的高中阶段发展目标，则可以预测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在校生数；根据各年度在校生人数，

可以预测专任教师人数；根据《关于制定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规定，以普通高中教师

配备的生师比 13∶1 计算，得到 2011- 2015 年普

通高中的专任教师数。2010 年普通高中的生师比

为 16∶1，考虑在三年内完成这一目标。为了预

测“十二五”期间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数，笔者

设定 2011 年普通高中的生师比为 15∶1、2012

年为 14∶1、2013 年为 13∶1。虽然以后年份生

源会有所减少，但从提高教育质量需求出发，保

持专任教师数量不变。
按照《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规定，可

以测算各年度中职的专任教师数。2010 年中等职

业教育的生师比为 25.69∶1，距离 20∶1 还有很

大差距。同样假定在三年内逐步达到这一标准，

设定 2011 年生师比为 24∶1、2012 年为 22∶1、
2013 年达到 20∶1，2014- 2015 年的生师比维持

20∶1 不变。
根据以上测算方法可以得出 2011- 2015 年各

年份高中阶段专任教师人数和新增专任教师需求

人数 （见表 1）。从表 1 可知，2015 年我国高中

阶段专任教师人数将达到 291 万余人，其中普通

高中专任教师近 179 万人、中职专任教师约为

112 万人。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经费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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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包含成人高中(表 2、表 3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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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数预测 （人）

二、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

公共经费需求预测

（一） 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公共经费需求
目前的财政支出项目中，教育事业费包括人

员支出和公用支出。其中，人员支出分为“工资

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工

资福利支出反映学校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

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

险费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离退

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及其他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人员支出扣除学生助学

金后的数额即可视为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包

括在职教师和离退休教师）。前面已经预测出

2012- 2015 年高中阶段的专任教师数，为了测

算 2012-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

需要计算教师的人均工资福利待遇。现有的教

育经费统计中，没有公共经费“人员支出”等

相关数据，笔者使用预算内 经 费 支出数据代

替，然后根据预算内经费占公共经费的比例来推

算。另外，2007 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关于普

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经费支出统计。
因此，笔者根据 2007- 2009 年的经费统计数据

进行预测。
根据 2007- 2009 年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预

算内人员经费数据，扣除学生助学金即可得到相

应的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支出。假定“十二五”期

间，国家预算内投入用于教师人均工资福利待

遇 的支出按照 2007- 2009 年的平均速度增长，

那么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人均支出增长

率分别为 12.95%、10.19%，由此可测算出“十

二五”期间高中阶段教师人均工资福利待遇支

出。2011- 2015 年，普通高中教师预算内工资

福利待遇人均支出分别为 54904 元、62020 元、
70051 元、79123 元 和 89370 元 ； 中 职 专任教

师预算内工资福利待遇人均支出分别为 42722

元、47076 元、51873 元、57158 元和 62983 元。
将预测的人均支出乘以 2011- 2015 年专任教师

人数，就可得到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预

算内工资福利支出数额。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经费需求预测

从 2005- 2009 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公

共经费的比例变化来看，这一比例处于逐年增长

的态势，已经从 2005 年的 90.4%增加到 2009 年

的 93.4%。随着国家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步伐的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公共支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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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预算内经费会越来越接近国家财政性经费数

额。据此，笔者将“十二五”期间预算内经费占

公共经费的比例设定为 95%，以此来推算高中

阶段公共经费投入。2011- 2015 年，公共经费

投入用于高中阶段教师工资待遇的支出达到了

9474 亿元，由于扩大专任教师编制则需要增加

投入 304 亿元 （见表 2）。
（二） 教师培训的公共经费需求

2011 年教育部《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

估标准》中要求，每年当地政府财政拨付的中

小学教师培训经费不低于本地教职工工资总额

的 1.5%。 [6]计算教师培训经费投入，需要测算

教师工资总额。如前所述，人员经费中的“工

资福利支出”反映学校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

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

社会保险费等，可以作为教师工资总额的替代

数据。笔者仍以 2007- 2009 年的历史数据为预

测基础，并假定“十二五”期间按照平均速度

增长，由此测算出 2011- 2015 年普通高中教师

工资福利人均支出分别为 63712 元、70670 元、
78387 元、86947 元和 96441 元；中职教师的工

资福利人均支出分别为 55587 元、61852 元、
68822 元、76579 元和 85209 元。将 2011- 2015

年人均支出乘以相应的专任教师数，可得到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工资总额。从各年教

师工资总额中提取 1.5%，可测算出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培训经费需求。从表 3 可以看

出，2011- 2015 年公共教育经费用于高中阶段教

师培训的总支出为 159 亿元，扩大编制新增专任

教师的培训经费为 5 亿元。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经费需求预测

表 3 2011- 2015 年高中阶段教师培训的公共支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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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照 GDP 每年 7%的增速，物价指数 102.96 计算，为当年价格数。

表 4 2011- 2015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支出占 4%总投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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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经费占 4%总投
入的比例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 2012 年公共教育

经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 4%的目标。2010 年全国

公共教育经费为 14670.07 亿元，GDP 为 401202

亿元，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为 3.66%。《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规定了 GDP 年均增长 7%的发展目

标。在测算“十二五”期间的 GDP 时，由于

GDP 平减指数无法在统计资料中获得，这里以消

费物价指数 （CPI） 作近似平减。假设“十二五”
期间的物价指数与“十一五”期间相同，笔者取

“十一五”期间的 CPI 平均数 102.96 进行平减，

测算“十二五”期间的 GDP。2011 年初步核算的

GDP 为 471564 亿元，但 2011 年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尚未公布，笔者取 2010 年和 2012 年的

中间值，即 3.83%，2012- 2015 年按照 4%的目标

估算，可以得到“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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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从表 4 可以看出，2011- 2015 年公共

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 114740.1 亿元，其中用于高

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支出约 9634 亿元，占公

共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8.40%。为了逐步提高高中

阶段教育质量，我国必须增加高中阶段的教师

编制数量。在编制数量逐步提高的 2011- 2013

年，新增教育经费投入的压力较大，新增经费

占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支出的比例相对较高，

分别为 5.44%、6.18%、6.76%。因此，从保证

质量和促进公平的角度出发，在“十二五”的

前三年，公共教育经费应该向高中阶段教育适

当倾斜，并将重点转到扩大教师队伍编制和教

师培训上，以保证高中阶段拥有数量充足且优

质的教师。

三、结论与建议

在保证教育质量和教师数量充足的前提下，

实现《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高中阶段在校生数

达到 4500 人的发展目标，2015 年我国高中阶段

专任教师将达到 291 万人，教师队伍建设公共经

费需求为 2468 亿元。2011- 2015 年在高中阶段教

师队伍建设 （包括教师工资待遇和教师培训） 方

面的总投入达到 9634 亿元，占公共教育总投入

的 8.40%。由于扩大了专任教师编制，在补充新

教师和新教师培训方面的公共投入约 310 亿元，

占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公共投入的 3.21%。
“十二五”期间，高中阶段教育兼具数量普

及与质量提高的双重任务。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的前提之一是政府必须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

必须强调政府的财政责任，努力提高政府投入在

高中教育经费中的比例。[6]根据本文的测算，高

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公共教育支出仅占公共教

育总投入的 8.40%，远低于高中阶段专任教师占

全国专任教师 16.98%的比例。高中阶段教育是一

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的同

时，又具有较高的社会收益，但总体来看，其社

会收益要大于个人收益，按照“谁受益，谁承

担”的教育成本分担原则，政府对高中阶段教育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7]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更应当把

更多的资源投入高中阶段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入全面提高教育

质量、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新阶段，由外延发展

转向内涵发展、由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成为教

育鲜明的时代特征。“十二五”期间，我国教师

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

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

业。为了提高高中阶段教育质量，走教育内涵式

发展道路，国家应加大高中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

经费投入力度，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扩大教师

的编制数量，重视普通高中教师培训和中职“双

师型”教师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测算只包括工资福利

待遇和教师培训经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还需要

加强教师管理，如教师资格制度建设、教师信息

数据库建设等，这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另

外，测算也仅仅是一个总量概念，考虑到我国高

中教师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明显，测算是比较保

守的。从“增量改革”和“促进公平”的角度出

发，我国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民

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在这方面，笔者建议中央财

政单独设立专项资金，建立高中教师特殊地区工

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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