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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 1 

魏 易 * 

一个国家在教育上投入了多少钱？谁为获得什么教育产品和服务支付了多

少费用？公共教育投入的最终受益者是谁？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发生在教育部门

的活动和教育资金的流动，推动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透明、公平和有效，需

要全面的数据支持。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 214 个国家和地区

2005—2013 年的教育数据的分析显示，超过 50%的国家缺少全面的公共教育投

入数据，超过 60%的国家缺少私人教育投入数据。由于缺乏政府以外的资金提供

者和非学校机构的教育提供者的信息，许多国家对全国教育投入总量和结构的估

计存在偏差。其中，家庭教育是公共财政投入之外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容易被

忽略和低估的部分。2 

 
1 本文为《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魏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 10 月出版）的第一

章内容。 
*
 魏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 UNESCO-UIS. A Roadmap to Better Data on Education Financing[R/OL]. [2022-05-10]. Canada: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Information Paper No. 27 , February 2016.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roadmap-to-better-data-on-education-financing-2016-
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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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一些国家建立起了较

为完善的教育信息系统，收集了丰富的教育数据。例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下

属的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投入大量研究经费，积累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

家庭、学校和教师数据，建立了公立学校数据库、教育财政统计数据库，还建立

起快速反应调查系统，目的是为了回答教育政策制定者关注而全国教育统计中心

现有数据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有一些国家为了全面了解教育领域发生的活动和资

金流，尝试将分散在不同部门和机构的教育相关数据整合到一起。例如，法国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着手建立国家教育账户，将分散在各个机构的与教育投

入和支出相关的数据，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数据、学校财务数据、

家庭调查数据、机构账户数据和企业纳税数据等按照统一的框架整合到一起。3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个国家在 UNESCO 的支持下全部或部分建立起国家教育

账户，将教育的投入者、提供者和受益者联系起来，回答谁投入、谁提供、谁受

益的问题，为评估教育政策的公平和效率提供数据支持。4  

自 2005 年以来，在促进公平这一主导性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公共财政

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在 2012 年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达到 4%的目标。2012 年至 2021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 2.22 万亿

元增长到 4.58 万亿元。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的同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

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有所下降。2005 年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

经费总投入的 38.7%，占 GDP 比重为 1.78%。2021 年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

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20.8%，占 GDP 比例为 1.05%。一方面，从教育机构端的统计

数据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呈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

格局。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

回报率的上升，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子女教育投入不断增加。

UNESCO 的数据也显示，家庭教育投入实际上构成了教育总投入的很大部分，

只有同时考虑政府公共投入、其他机构投入以及家庭私人投入之后，才能够对教

 
3 JELJOUL M, DALOUS J, BRIÈRE L. The French education account: Principal and methods [R/OL]. 
[2022-05-10]. Franc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Youth and Associations Evaluation, 
Prospective and Performance Directorate, 2011. 
https://www.education.gouv.fr/media/10727/download. 
4 20 世纪 90 年代，贝宁、多米尼加、马达加斯加和毛里塔尼亚等国开始参与建设国家教育账户，2000 年

之后，萨尔瓦多、肯尼亚、摩洛哥、泰国、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开始参与。最新一批的国家包括科特迪

瓦、几内亚、尼泊尔、老挝、塞内加尔、乌干达、越南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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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投入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而家庭调查是目前了解家庭私人教育投入同时又具

有足够信息厚度的最佳选择。 

本章在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CIEFR-HS）数据的基础上，对家庭和全社会的教育

投入情况进行估计：CIEFR-HS 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定义主要参考的是《UOE 教育

数据收集手册》（UOE Data Collection Manual）对教育支出的分析框架，将家庭

的教育支出定义为在学校发生的核心和外围教育产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在校外

发生的与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支出。首先，基于以上定义，本章估计了以

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和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生均家庭

教育支出）。其次，本章基于三个指数来衡量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情况：家庭教

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家庭教育

相对支出比。最后，本章基于三个指数来衡量全社会教育投入的情况：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全社会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 

一、2019 年调查和样本分布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旨在收集家庭子女教育选择和教育投入相关的信

息，推动教育财政问题的跨学科研究。2017 年第一轮调查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

澳台地区外的 29 个省份、355 个区县、1428 个村（居）委会、40011 户家庭，调

查内容包括 0—3 岁幼儿早教情况、3—6 岁幼儿入园情况、6—16 岁及 16 岁以上

在读生情况，以及中小学阶段入学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情况。2019 年

第二轮调查覆盖全国 29 个省份、345 个区县、1360 个村（居）委会、34643 户家

庭、107008 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 12336 户，占比为 35.6%；城镇 22307 户，

占比为 64.4%。访问社区样本共计 1365 个，其中农村社区 605 个，占比为 44.3%；

城镇社区 760 个，占比为 55.7%。表 1-1 为 2019 年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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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9年调查样本地区分布 

省份 
家庭样本 

样本数 百分比（%） 

广东省 1907 5.50 

四川省 1662 4.80 

湖南省 1528 4.41 

浙江省 1447 4.18 

河北省 1431 4.13 

辽宁省 1401 4.04 

河南省 1377 3.97 

江苏省 1374 3.97 

黑龙江省 1362 3.93 

重庆市 1291 3.73 

湖北省 1287 3.72 

海南省 1265 3.65 

安徽省 1250 3.61 

山东省 1209 3.49 

上海市 1200 3.46 

山西省 1162 3.35 

云南省 1124 3.24 

北京市 1112 3.21 

陕西省 1111 3.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07 3.20 

福建省 1053 3.04 

吉林省 947 2.73 

天津市 932 2.69 

江西省 928 2.68 

内蒙古自治区 900 2.60 

贵州省 893 2.58 

甘肃省 881 2.54 

青海省 815 2.35 

宁夏回族自治区 687 1.98 

总计 34643 100 

表 1-2 为 2019 年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0—5 岁的样本占比为 4.6%，6—11

岁的样本占比为 5.9%，12—17 岁的样本占比为 6%。 

表 1-2 2019年调查样本年龄分布 
 

样本量 未加权样本百分比 加权后样本百分比 

0-2 岁 2155 2.0% 1.9% 

3-5 岁 3014 2.8% 2.7% 

6-8 岁 3234 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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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岁 3266 3.1% 3.0% 

12-14岁 3379 3.2% 3.2% 

15-17岁 2971 2.8% 2.8% 

18岁以上 88939 83.2% 83.5% 

总计 106958 100.0% 100.0% 

表 1-3 为 2019 年调查样本中在校学生分布情况。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在校生

样本总数为 18418 人。其中，学前阶段在校生数为 3415 人，占比为 19.8%；小

学阶段在校生数为 6495 人，占比为 33.7%；初中阶段在校生数为 3175 人，占比

为 15.3%；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为 1969 人，占比为 11.4%；中职在校生数为 639

人，占比为 3.4%；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为 2725 人，占比为 16.4%。 

表 1-3 2019 年调查各学段在校学生样本分布 
 

样本量 未加权样本百分比 加权后样本百分比 2019年教育部统计数据
*
 

幼儿园 3415 18.5% 19.8% 17.3% 

小学 6495 35.3% 33.7% 38.7% 

初中 3175 17.2% 15.3% 17.7% 

普通高中 1969 10.7% 11.4% 8.8% 

中职 639 3.5% 3.4% 5.4% 

高等教育 2725 14.8% 16.4% 12.2% 

总计 18418 100.0% 100.0% 100.0% 
*
资料来源：《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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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教育支出的定义 

CIEFR-HS 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定义主要参考的是《UOE 教育数据收集手册》。

UOE 手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UIS）、经合组织（OECD）

和欧洲统计局（EUROSTAT）三个机构联合开发的采集教育财政数据的联合工具。

6 UOE 手册从教育、教育机构、教育产品及服务三个方面的界定范围和分类标准

来界定教育财政统计覆盖范围。首先，教育的界定范围是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ISCED 2011）确定的。7ISCED 2011 标准按照纵向的教育层级和横向的教育导

向两个维度对教育体系进行了界定和划分。其次，教育机构包括教学型教育机构

 
5 根据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教育事业数据的统计时期为上年 9 月 1 日至本年 8 月 31 日。 
6 UNESCO-UIS, OECD, EUROSTAT. Data collection on formal education: Manual on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R/OL]. [2022-05-10]. Montreal, Paris, Luxembourg, 2020.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oe-data-collection-manual-2020-en.pdf 
7 UNESCO-U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 2011 [R/OL]. [2022-05-10].  Montreal, 
Canada, 2012. 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
education-isced-201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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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教学型教育机构，前者指的是那些为学生提供纳入 ISCED 2011 标准的教育

项目的机构，后者指的是那些为个人或其他教育机构提供与教育有关的行政、咨

询和职业方面服务的教育机构。最后，教育产品和服务包括核心和外围教育产品

和服务。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支出指的是与教育教学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

对教师、学校建筑、教学材料、书本、学校管理和校外教育费等方面的支出。外

围教育产品和服务支出主要包括研究和开发（R&D）支出和“非教学性”产品和

服务支出，前者主要包括所有教育机构中进行的研究和开发的支出，后者包括一

般意义上与学生生活费用相关的所有支出或教育机构为一般公众提供的社会服

务支出。 

UOE 手册将公共教育支出定义为政府对所有层级和各类型学校以及教育行

政管理机构的投入（包括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贴），将私人教育支出定义为个

人和家庭以及其他私人机构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包括学费、课本和材料费、

生活费等支出。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传统的教育支出指数的计算一般只

包括教育系统内部发生的支出，而不包括教育系统外部的支出。又因为私立学校

数据可得性的问题，一些研究仅计算了公立教育系统内部发生的公共和私人支出。

然而，随着家庭教育需求和投入多样化，全球范围内非学校教育系统不断扩张，

仅包括公立教育系统支出将低估家庭隐藏的教育成本，同时也会低估不同收入的

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 

国内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内容和涵盖范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一部分研究将家

庭教育支出分为基本的、非选择性的教育支出和扩展性、选择性的教育支出。前

者指的是为了接受学校教育需要支付的最基本的教育支出，包括学费、杂费、书

本文具资料费，也包括在学校发生的食宿费和交通费。后者指的是基本教育支出

之外家庭额外为子女付出的教育支出，包括择校费、课外辅导和兴趣班、课外书

籍文具资料等。8·9·10·11有研究将择校费单独归为一类，与基本教育支出和扩展

性教育支出并列为三类。12也有研究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教育类、生活类和机会

 
8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组. 2004 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报告[J].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05): 75-82. 
9 雷万鹏、钟宇平. 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实证研究:1985～1999[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07): 38-42. 
10 孙彩虹.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差异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 2003(01): 37-
40. 
11王崇举,陈新力,刘幼昕. 重庆市学生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05): 
34-37. 
12 丁小浩.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支出差异性研究[J].教育与经济, 2005(04):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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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类支出，其中教育类支出包括学校收取的各类教育费用和发生在学校之外的

各类教育费用。13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倾向于根据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将家庭

教育支出分为两大类。 

综上所述，根据《UOE 教育数据收集手册》，教育支出的分析框架可分为三

个维度（见表 1-4）：第一个是机构维度，包括在教育机构内部发生的支出和在教

育机构外部发生的支出，其中教育机构指的是正规学校系统（包括公办和民办学

校）以及与提供学校教育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二个是产品和服务类型维

度，分为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外围教育产品和服务两类，其中外围教育产品和

服务包括研发活动和非教学性的产品和服务两类；第三个是资金来源维度，包括

公共资金、私人资金以及给私人部门的公共补贴。表 1-4 中私人资金示例为来自

中小学生家庭维度的支出。 

表 1-4  教育支出的分析框架 14 

产品和服务类型 位置 

在教育机构内部 在教育机构外部 

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 公共资金 对私人实体的公共补贴 

对私人实体的公共补贴 私人资金（家庭购买的与核

心教育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如校外补习、学习资料等） 

私人资金（如家庭向学校支

付的学杂费等） 

外围教育产

品和服务 

 

研 发 活 动

（R&D） 

公共资金  

私人资金 

非教学性 公共资金 对私人实体的公共补贴（生

活费用、交通等） 

对私人实体的公共补贴 私人资金 

私人资金（如家庭向学校支

付的食宿、交通费等） 

图例： 

 公共资金  私人资金  给私人实

体的公共

补贴 

 数据采集

范围外的

支出 

 

 
13 楚红丽. 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内容与结构的研究述评[J]. 教育科学, 2007(02): 1-4. 
14 UNESCO-UIS, OECD, EUROSTAT. Data collection on formal education: Manual on concepts,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R/OL]. [2022-05-10].  Montreal, Paris, Luxembourg, 2020: p14.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oe-data-collection-manual-202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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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FR-HS 调查遵循表 1-4 的分类方法，将家庭的教育支出分为在学校发生

的核心和外围教育产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在校外发生的与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相

关的支出。具体来说，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家庭学龄儿童的教育机会、家庭

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情况。 

第一，教育机会包括孩子当前和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学校类型，在入学过程

中遇到的阻碍以及家庭为得到入学机会而投入的金钱和其他资源。 

第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调查关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的支出，

其中既包括在正规学校系统的教育支出，也包括在非学校机构等其他校外的教育

支出。支出的内容既包括与核心教学服务相关的费用，也包括与教学没有直接关

系的外围教育产品和服务。根据问卷对教育支出问题的分类，首先，我们将子女

教育支出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其次，将校内支出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

其他校内支出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学校提供的服务性收费，例如伙食、住

宿、交通；（2）学校代收费用，例如教材教辅、校服、医保体检、考试等费用；

（3）学校增值性收费，也有研究称之为发展性收费，例如校内的补习班、兴趣

班、校外活动。最后，将校外支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校外培训支出，包括

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培训；（2）其他学习资料和用品。 

第三，政府补贴方面，调查询问了获得的包括减免学费、助学金、奖学金在

内的学生资助情况。 

2019 年 CIEFR-HS 还覆盖了全日制高等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由于高

等教育在校生经费来源的多元化，调查聚焦高等教育在校生家庭每年为子女上大

学所支付的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在内的总费用。 

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之外，CIEFR-HS 调查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

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

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等。 

三、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 

本章在 CIEFR-HS 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包括三个维

度：一是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

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生均家庭教育支出）、全学段家庭教育投入；二是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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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负担水平，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

总支出的比例、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三是全社会教育投入水平，包括财政性教

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全社会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表 1-5）。 

表 1-5 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 

维度 具体指标 

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家庭教育支出 

生均家庭教育支出 

全学段家庭教育投入 

家庭教育负担水平 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 

全社会教育投入水平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例 

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的比例 

全社会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例 

（一）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基于 CIEFR-HS 调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定义，表 1-6 估计了以家庭为单位的

子女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和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生均家庭教育支出）。

2018—2019 学年，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 11297 元，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 8139

元。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 14197 元，是农村家庭的 1.7 倍。城镇生均家庭教

育支出平均为 11038 元，是农村的 2 倍。分地区来看，东部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平

均最高（12999 元），而生均支出则低于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家庭教育支出和生

均支出均低于其他地区，分别为 9224 元和 6443 元。 

表 1-6 2018—2019学年全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平均每户

在读人数 

家庭教育 

支出（元） 样本量 

生均家庭 

教育支出（元） 样本量 

全国 1.4 11297 12944 8139 17745 

城乡 
农村 1.5 8205 4511 5482 6755 

城镇 1.3 14197 8433 11038 10990 

地区 

东部 1.4 12999 4499 9547 6120 

东北部 1.2 12338 1069 10753 1217 

中部 1.5 10701 2910 7389 4104 

西部 1.4 9224 4466 6443 6304 

注：平均每户在读人数、家庭教育支出均进行了加权处理。 

分学段来看家庭生均教育支出水平（表 1-7），2018—2019 学年义务教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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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平均支出要低于其他非义务教育学段，小学和初中的全国平均支出分别为

4014 元和 6103 元。非义务教育学段中，大学阶段最高，全国平均为 2.24 万元

（根据表中相关数据取整，下同，不再另注）。其次是普通高中，平均为 1.02 万

元。而中职阶段全国平均为 6873 元，不仅低于普高，也略低于幼儿园（7402 元）。 

从城乡差异上来看，各学段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最大的是小学阶段，城镇

为 6578 元，是农村的 3.5 倍。其次是学前和初中阶段，学前阶段城镇为 1.05 万

元，是农村的 2.5 倍，初中阶段城镇为 9199 元，是农村的 2.4 倍。高中阶段差异

逐渐缩小，普通高中阶段农村为 7771 元，城镇为 1.23 万元。中职甚至还出现了

城乡倒挂，农村为 7517 元，城镇为 6038 元。而大学阶段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

甚至要小于高中阶段，农村为 2.04 万元，城镇为 2.39 万元。 

从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校外教育支出占比来看，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教育

支出比例较高，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平均占家庭生均教育支出的 26.2%和

18.4%。其中城镇地区远高于农村地区，小学和初中阶段农村地区校外支出占比

分别为 13.5%和 9.6%，而城镇地区分别为 41.2%和 30.1%，为农村的 3 倍。高中

阶段校外支出占比大幅下降，普通高中平均占比为 11.7%，中职为 2.6%。普通高

中仍旧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校外支出占比为 5.5%，城镇占比为农村的 3 倍。 

表 1-7 2018—2019 学年各学段家庭生均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普高 中职 大学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校 外

支 出

占比 

家庭生

均教育

支 出

（元） 

校外支

出占比 

家庭生

均教育

支 出

（元） 

校外支

出占比 

家庭生

均教育

支 出

（元） 

校外支

出占比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校外

支出

占比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校 外

支 出

占比 

全国 7402 5.7% 4014 26.2% 6103 18.4% 10156 11.7% 6873 2.6% 22370 - 

农村 4195 2.0% 1905 13.5% 3820 9.6% 7771 5.5% 7517 2.4% 20397 - 

城镇 10511 9.2% 6578 41.2% 9199 30.1% 12347 17.3% 6038 2.9% 23918 - 

注：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均进行了加权处理。 

基于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图 1-1），本节进一步估计了全学段家庭教育

投入。需要说明的是，学前阶段按照学前三年计算。此外，根据 2009—2019 年

十年平均通胀率（2.38%），以 2019 年为学前的最后一年计算一个孩子从学前入

学到大学毕业的支出。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一个家庭

23.3 万元左右，其中家庭支出水平最低的 20%家庭花费约 18 万元，家庭支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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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等的 20%家庭花费约 22.4 万元，而家庭支出水平最高的 20%家庭花费约 42.4

万元。 

 

图 1-1 2018—2019 学年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二）家庭教育负担水平 

1. 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表 1-8 为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根据表 1-8，全国 201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228 元，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40%，

而家庭在每个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28.8%。分城乡来看，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617 元，家庭教育支出的占比为 56.1%，在每个子女教

育上的支出占比为 37.5%。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251 元，家庭教育支出的占

比为 36.2%，在每个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比为 28.1%。尽管城镇家庭教育支出是

农村的 1.7 倍，但其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低于农村地区。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教育支出最高，其次是东北、中部和西部。而从家庭教育

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最高的是东北地区，分别为 48.3%和 30.1%，

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占比要低于其他地区。按收入五等份

分五组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收入最低的 20%家庭教育支出和生均教育支

出分别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80.9%和 52.7%。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教育支

出的占比下降，收入最高的 20%家庭教育支出和生均教育支出分别占 31.2%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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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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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表 1-8 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家庭教育支

出（元） 

家庭生均教

育支出

（元） 

家庭教育支

出/人均可支

配收入 

家庭生均教

育支出/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全国 28228 11297 8139 40.0% 28.8% 

农村 14617 8205 5482 56.1% 37.5% 

城镇 39251 14197 11038 36.2% 28.1% 

东部地区 36298 12999 5983 35.8% 16.5% 

东北地区 25543 12339 7686 48.3% 30.1% 

中部地区 23798 10701 5261 45.0% 22.1% 

西部地区 21936 9224 4787 42.1% 21.8% 

第 1五分位 6441 5211 3392 80.9% 52.7% 

第 2五分位 14361 8263 5592 57.5% 38.9% 

第 3五分位 23189 10659 8005 46.0% 34.5% 

第 4五分位 36471 13996 10866 38.4% 29.8% 

第 5五分位 70640 22024 17962 31.2% 25.4% 

数据来源：2018 年的全国和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 

注：2019 年调查询问的是 2018—2019 学年的支出情况，因此采用 2018 年的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 

图 1-2 为按地区分组的农村和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根据图 1-2，首先，整体上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教育支出都高于农

村家庭，而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则低于农村地区。其次，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东部

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要高于东北和中西部家庭，而其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例则低于其他三个地区的家庭。最后，东北地区家庭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与中西部接近，但其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都高于中

西部地区的家庭。 

图 1-3 为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农村和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例。根据图 1-3，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农村各分

组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均高于城镇家庭，除了收入最高的 20%与城镇接近（38.2%），

其余收入组占比均超过了 50%。尤其是收入最低的 20%组，其家庭教育支出和生

均教育支出占比分别为 115.9%和 73.9%。而城镇收入最低的 20%组的家庭教育

支出和生均教育支出占比也没有超过 50%，分别为 47.4%和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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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按地区分组的农村和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图 1-3 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农村和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图1-4为分省份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均经过了加权处理。

最高的是陕西省（52.7%），最低的是青海省（29.6%）。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教

育支出较高的省份，例如上海、北京和浙江，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比例在中等偏下，分别为 39.3%、38.6%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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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8 年的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 

图 1-4 分省份家庭教育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2. 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表 1-9 初步估计了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

比为 14.9%，农村为 15.8%，城镇为 14.1%。分地区来看，东北部家庭教育支出

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18.8%），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15.7%和

14.4%，而东部地区最低，为 14%。 

表 1-9 全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占家庭总支出比例 

 

家庭教育 

支出（元） 

占家庭总 

支出比例 

生均家庭教 

育支出（元） 

占家庭总 

支出比例 

全国 11297 14.9% 8139 10.8% 

城乡 

农村 8205 15.8% 5482 10.6% 

城镇 14197 14.1% 11038 11.0% 

地区 

东部 12999 14.0% 9547 10.3% 

东北部 12338 18.8% 10753 16.4% 

中部 10701 15.7% 7389 10.8% 

西部 9224 14.4% 6443 10.1% 

注：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均进行了加权处理。研究表明，由于普遍的非正规经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的家庭调查往往低估了家庭收入，因此本书在计算教育支出占比的时候使用家庭支出作为计算的分母。
15
  

 
15 Xu, K., Evans, D. B., Kawabata, K., Zeramdini, R., Klavus, J., & Murray, C. J. (2003). Household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a multicountry analysis. The lancet, 362(9378), 11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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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为不同消费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第 1—

2 列将样本按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由低到高排序并划分为十个等分组，分别计

算各组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和占总支出的比例（本文对表中数据的描述以数据第 1

列为起始列，下同，不再另注）。第 3—4 列和 5—6 列分别将农村和城镇家庭样

本按照人均消费支出划分为十组进行计算。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

支出明显增加，而教育支出负担率则随之降低。从全国范围来看，最富裕的（消

费水平最高）10%组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 2.73 万元/年，是最贫困的（消费水

平最低）10%组（4122 元/年）的 6.6 倍。农村家庭中，最富裕的 10%组的家庭教

育支出水平为 1.4 万元/年，是最贫困的 10%组（3732 元/年）的 3.7 倍。而城镇

家庭中，最富裕 10%组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 3.1 万元/年，是最贫困 10%组（5008

元/年）的 6.2 倍左右。可见，城镇内部不同群组的家庭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农村内

部的差异。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来看，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上升，城

乡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较高（21.2%），

尤其是农村地区，最贫困 10%组的家庭教育负担率达 24.6%。而最富裕的 10%组

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为 8.4%，农村家庭则更低，为 7.3%。 

表 1-10 不同消费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占家庭总支出比例 

 全国 农村 城镇 

 

家庭人

均支出

水 平

（元） 

家 庭 教

育 支 出

（元） 

占 家 庭

总 支 出

比例 

家庭人

均支出

水 平

（元） 

家 庭

教 育

支 出

（元） 

占 家

庭 总

支 出

比例 

家 庭 人

均 支 出

水 平

（元） 

家庭教

育支出

（元） 

占 家 庭

总 支 出

比例 

第 1十分位 4333 4122 21.2% 3240 3732 24.6% 6029 5008 18.1% 

第 2十分位 7686 6331 18.2% 5539 4809 19.1% 10712 8499 19.0% 

第 3十分位 10441 7574 16.4% 7164 5471 16.5% 14393 9098 16.0% 

第 4十分位 13373 8976 16.0% 8810 7366 19.1% 18153 11131 15.8% 

第 5十分位 16830 9846 14.8% 10584 6709 14.1% 22260 11734 14.5% 

第 6十分位 20996 11557 14.5% 12709 8922 15.9% 27037 14464 14.4% 

第 7十分位 26310 13455 13.3% 15337 9093 14.3% 33270 14856 12.3% 

第 8十分位 34105 14591 11.6% 19176 10802 14.2% 41783 16610 11.4% 

第 9十分位 47733 16671 10.0% 25743 12105 11.7% 57761 20840 10.3% 

第 10十分位 115996 27304 8.4% 55483 13966 7.3% 141701 31031 8.4% 

注：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占比均进行了加权处理。 

表 1-11 呈现了分学段的占比。由于需要进行分学段的计算，因此采用的是

家庭生均教育支出，而非家庭全部在校子女的教育支出。从生均家庭教育支出占



16 

总支出的比例来看，各学段占比最低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城乡分别为 5.1%

和 3.7%，初中阶段城乡分别为 8.1%和 7.9%。其次是幼儿园阶段，城乡分别为

9.3%和 8.5%。而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学段，占比开始上升，普高阶段城乡分别为

13%和 15.2%，中职城乡分别为 10%和 18.5%。到大学阶段，占比达到 30%左右，

城乡分别为 28.3%和 35.9%。可见高等教育收费受到了较为统一的管制，因而城

乡家庭之间的差距没有拉大。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

高等教育支出的家庭负担率的城乡和地区差异明显高于其他教育阶段。 

表 1-11 各学段家庭生均教育支出水平和占总支出的比例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普高 中职 大学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占总支

出比例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占总支

出比例 

家庭生

均教育

支 出

（元） 

占总

支出

比例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占 总

支 出

比例 

家 庭

生 均

教 育

支 出

（元） 

占总支

出比例 

家庭生

均教育

支 出

（元） 

占总支

出比例 

全国 7402 8.9% 4014 4.3% 6103 8.0% 10156 14.1% 6873 14.8% 22370 31.6% 

农村 4195 8.5% 1905 3.7% 3820 7.9% 7771 15.2% 7517 18.5% 20397 35.9% 

城镇 10511 9.3% 6578 5.1% 9199 8.1% 12347 13.0% 6038 10.0% 23918 28.3% 

注：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占比均进行了加权处理，包括公办和民办学校。 

3. 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 

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的定义为两个比率之比：一个是某一类家庭在教育上的

支出与全国平均的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一个是某一类家庭年消费支出与全国平

均的消费支出的比率： 

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家庭组 i 的家庭教育支出/全国平均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组 i 的家庭总支出/全国平均家庭总支出） 

如果比率为 1，那么家庭组 i 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在全国的相对水平与其总

消费支出在全国的相对水平一致。如果高于 1，则说明家庭组 i 的教育支出高于

其总消费支出在全国的相对水平。而如果低于 1，则说明家庭组 i 的教育支出低

于其总消费支出在全国的相对水平。 

表 1-12 计算了不同消费支出水平的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第 1—3 列采用的

是家庭人均支出，第 4—6 列采用的是家庭总支出。第 2 列和第 5 列为农村样本

的估计结果，第 3 列和第 6 列是城镇样本的估计结果。根据这一标准，家庭消费

支出偏低的群体（0-39%）、中等群体（40%-59%）和中高群体（60%-79%）在子



17 

女教育上的支出都高于其家庭的相对消费水平。尤其是最低的 10%家庭，其家庭

的教育支出是其相对消费水平的 1.98 倍。仅支出水平最高的 20%家庭的教育支

出低于其相对消费水平，尤其是最高的 10%家庭，其教育支出是其相对消费水平

的 55%。可见，中国大部分中等收入及以下家庭将家庭支出更多的部分用于子女

教育。 
表 1-12 不同消费支出水平的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  
家庭教育支出相对水平/人均消费

支出相对水平 

家庭教育支出相对水平/总消费支出

相对水平 

全国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第 1十分位 2.24 2.23 2.18 1.98 2.01 1.87 

第 2十分位 1.94 1.68 2.08 1.78 1.58 1.87 

第 3十分位 1.70 1.48 1.66 1.59 1.42 1.52 

第 4十分位 1.58 1.62 1.61 1.48 1.59 1.55 

第 5十分位 1.38 1.23 1.38 1.33 1.19 1.42 

第 6十分位 1.29 1.36 1.41 1.29 1.34 1.47 

第 7十分位 1.20 1.15 1.17 1.23 1.13 1.25 

第 8十分位 1.01 1.09 1.04 1.06 1.09 1.11 

第 9十分位 0.82 0.91 0.95 0.89 0.90 1.04 

第 10十分位 0.55 0.49 0.58 0.55 0.51 0.55 

（三）全社会教育投入水平 

根据教育部官方的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的同时，

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有所下降。2005 年为 1.78%，占全国教育经费总

投入的 38.7%；2012 年为 1.05%，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9.7%；2021 年为

1.05%，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20.8%。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家

庭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不断增加，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为了对教育

投入有全面的了解，不仅需要收集政府和学校教育机构的数据，还需要收集政府

和学校之外的私人教育投入数据。如果缺乏对私人教育投入的统计，则无法对后

4%时代教育领域的新变化有全面的把握。本节基于三个指数来衡量全社会教育

投入的情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

例、全社会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 

表 1-13 为各学段家庭教育总投入的估计。第 1 列为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家

庭生均教育支出，全国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平均为 8139 元/生。其中，幼儿园平均



18 

为 7402 元/生，小学平均为 4014 元/生，初中平均为 6103 元/生，普高平均为 10156

元/生，中职平均为 6873 元/生，大学本科及以上平均为 22370 元/生。第 2 列根

据《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各学段的学生规模数据 16，估计了各学

段家庭教育投入规模和总体投入规模。根据《2018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

计公告》17，2018 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36995.77 亿元，占 GDP 的比例为

4.11%。估算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为 21632.1 亿

元，占 GDP 的比例为 2.40%。 

表 1-13 各学段家庭教育总投入的估计 

 

各学段家庭生均教育支出 

（元/生） 

各学段家庭教育总投入 

（亿元） 

幼儿园 7402 3447 

小学 4014 4150 

初中 6103 2839 

普通高中 10156 2413 

中职 6873 1069 

大学及以上 22370 6944 

 

全国家庭生均教育支出 

（元/生） 

家庭教育总投入 

（亿元） 

 8139 21632.10 

注：需注意的是各学段家庭教育总投入的估计是基于 CIEFR-HS 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定义进行的估计，包

括在正规学校系统的支出，也包括非学校机构以及其他校外教育支出（并不包括例如购买学区房的成本、

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2018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46143.00 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

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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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6995.77 亿元，非财政性教育

经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捐赠投入、事业收入及其他教育经费）为 9147.23

亿元。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事业收入（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依法

取得的、经财政部门核准留用的资金和从财政专户核拨回的资金）为 7738.25 亿

元，占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 84.6%。事业收入中的学费收入为 5895.83 亿元，占

事业收入的 76.19%。将事业收入中来自家庭的学费收入去掉，与各学段家庭教

育总投入以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合并，初步估计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的

 
16 根据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教育事业数据的统计时期为上年 9 月 1 日至本年 8 月 31 日。 
17 根据全国教育经费统计调查制度，教育经费统计时间从本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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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教育投入为 61879.26 亿元，占 GDP 的比例为 6.87%。 

四、本章小结 

本章在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家庭教育

投入指数体系，对家庭和全社会的教育投入情况进行估计。首先，本章估计了以

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和单个子女的教育支出（生均家庭

教育支出）。2018—2019 学年，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

11297 元，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 8139 元。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 14197 元，

农村家庭为 8205 元。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全国平均为 7402 元，高于小学和初

中的平均支出（分别为 4014 元和 6103 元），普通高中全国平均为 1.02 万元，中

职阶段为 6873 元，高等教育阶段全国平均为 2.24 万元。各学段城乡家庭教育支

出差异最大的是小学阶段，其次是学前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差异逐渐缩小，中

职甚至还出现了城乡倒挂，而大学阶段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甚至要小于高中阶

段。基于此，本章进一步估计，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

一个家庭 23.3 万元，其中家庭支出水平最低的 20%家庭花费约 18 万元，家庭支

出水平中等的 20%家庭花费约 22.4 万元，而家庭支出水平最高的 20%家庭花费

约 42.4 万元。 

其次，本章基于三个指数来衡量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情况：家庭教育支出占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家庭教育相对支出

比。从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全国 2018 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28228 元，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40%，农村为 56.1%，

城镇为 36.2%；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占比为 28.8%，农村为 37.5%，城镇为 28.1%。

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高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家庭收入

水平来看，农村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占比较高，家庭教育支出和生均教育支出占

比分别达到 115.9%和 73.9%；城镇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和生均教育支出占比分

别为 47.4%和 33.1%。从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来看，全国家庭教育

支出占比为 14.9%，农村为 15.8%，城镇为 14.1%。此外，为了衡量不同经济条

件家庭的教育支出的相对水平，本文还估计了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结果显示，

家庭支出水平偏低的群体（0-39%）、中等群体（40%-59%）和中高群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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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在子女教育上的相对支出比都大于 1。尤其是最低的 10%家庭，其家庭的

教育支出是其相对消费水平的 1.98 倍。可见，大部分家庭支出水平在中等及以

下家庭将家庭支出更多的部分用于子女教育。 

最后，本章基于三个指数来衡量全社会教育投入的情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 GDP 的比例、家庭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全社会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

例。结合《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根据本次调查数据估算，2018—2019

学年全国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为 21632.1 亿元，占 2018

年 GDP 的比重达 2.4%，总量上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 58.47%。在此基础上，

初步估计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的全社会教育投入为 61879.26 亿元，占

GDP 的比例为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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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魏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10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基于 2019 年 CIEFR-HS 第二轮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学前

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学生入学机会和学生资

助分配，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等

主题。此外，本身还结合公共教育部门的事业经费统计数据，分析了基础教育阶

段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情况。 

作者简介：魏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毕业于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财政、教育经济与教育政策

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教育阶段。2017 年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

组织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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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7 期（总第 243 期） 

 “十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财政保障与公平分析 

摘要：本报告首先回顾了“十三五”期间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随后

从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三个角度出发，基于教育经费统计数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等多类型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与保障情况以及出现的新态势进行了讨论：

（1）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城乡差异有所扩大，具体表现为城镇地区，特别是东部城

镇地区生均经费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公用部分和基建部分差异最大。（2）2019

年我国省份间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工资水平均存在“中部塌陷”，同时省内县域间经费投入

水平、教师工资存在差异，且各省内部差异程度不同。（3）高收入家庭子女所在学校主要分

布在东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子女所在学校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同时高收入家庭子女主

要在城镇学校就读，低收入家庭子女在乡、村学校就读比例较其他四组更高。中等收入家庭

子女所在学校的生均经费支出不仅低于最高收入组，同时也低于最低收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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