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教育财政 
 

怀仁怀朴  唯真唯实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2023 年第 10-2 期（总第 236 期）             2023 年 6 月 29 日 

学前教育家庭支出负担与幼儿资助的实证研究 

——“幼有所育：托育及学前事业发展与财政投入”专题研讨会综述之二 

梁 净 宋映泉 * 

在政府大力发展“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宏观政策目标下，对两个问题的实

证研究意义重大：一是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支出负担性问题，二是幼儿资助问题。

比如，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支出的可负担性现状如何？可负担性如何测量？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幼儿园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之间，可负担性差异如何？我

国幼儿资助在覆盖率、资助水平、瞄准情况方面的现状、问题和挑战如何？ 

为此，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 2023 年 2 月 9 日举办了“学前

教育家庭支出负担与幼儿资助的实证研究”专题会议，作为“幼有所育：托育及

学前事业发展与财政投入”研讨会的第二个专题。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院长、

博雅特聘教授刘承芳，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北京师

范大学博士生赵嘉茵，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依次分

 
*
 梁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宋映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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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四个实证研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黄斌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

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田志磊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曾晓

东教授作为评议人，依次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点评。本文就本专题会议内容进行综

述。 

本次会议至少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回答。首

先，研究者对如何测量学前教育阶段的家庭负担进行了初步尝试，提出了至少三

种不同的学前家庭支出负担的测度方式。其次，无论使用何种测度方式，现有实

证研究都显示，对于特定人群，学前教育家庭支出负担依然较重。近年来，尽管

我国学前教育阶段普惠性资源供给得以快速增长，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结构

性的家庭负担过重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对农村家庭、就读民办园家庭和城市低

收入家庭而言。第三，我国幼儿资助虽有一定的覆盖面，但学前教育资助标准和

瞄准性还有待提高。 

一、关于学前教育家庭负担的测量方法 

研究者提出了测量学前教育阶段家庭负担的不同尝试。在刘承芳的研究中，

使用幼儿园相关的支出占本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测度农村家庭学前教育

支出负担。在魏易等团队的研究中，不仅使用家庭负担率概念，而且也提出了测

量学前教育阶段家庭负担的新方法。他们把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在家庭总支出

中的占比定义为家庭负担率，把家庭负担率超过某一个百分比（比如 7%、10%

或 20%）定义为“学前支出负担过重”，并且刻画出学前教育支出负担过重在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幼儿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发生率和分布情况。在赵

嘉茵等人的研究中，用省际生均保教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描述了省际学前教

育的家庭负担水平。 

在三个研究中，研究者一方面尝试了测量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支出负担的不同

方式，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衡量家庭负担率过重的概念及测量方式。尽管都是测

量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支出负担，但三种测量指标有一定差异。比如，对象不同，

支出口径（分子）不同，衡量负担率的比较基础（分母）不同，分析单位不同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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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学前教育家庭支出负担 

刘承芳使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平台数据分享了农村 3～6 岁儿童家庭学

前教育支出调查结果，该数据在我国不同农业生产带的八个省份 48 个县/区的

233 个村开展了三轮入户调查。通过 2022 年调查的 3388 个农户，发现农村家庭

的学前教育阶段支出负担仍然较大，农村家庭平均一个儿童学前教育阶段支出为

6984 元/年，占当年本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2.4%。具体来看，在家庭支出结构

中，保教费占 54%，伙食费占 36%，校车费占 4%，其它占 6%。在幼儿园供给

方面，在 329 个调研村中，超过 2/3 的村没有幼儿园，仍存在 49%的家庭因为本

村无园而离村入园，因此带来 6%的家庭需在幼儿园附近租房因而增加了支出负

担。调研地 95%的孩子在本省入园，其中本村占 30%，本乡非本村占 31%，本县

非本乡占 22%，本省非本县占 12%。在幼儿资助方面，平均 11%的入园儿童得到

资助。 

黄斌老师对此做了回应。由于我国是多层级政府管理，地方差异较大，刻画

中国教育财政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把基本事实描述清楚。目前学前教育财政的问题

类似于 2000 年前的义务教育，体现在整体供给不足但入园需求旺盛、省际差异

较大、不同类别幼儿园的财政保障差异较大等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学前教育的制

度保障严重不足，但在政府财政吃紧的背景下，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以高层级政府

为主推动体制化的转变，如何保障民办园的发展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魏易等人使用 2019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3111 个正在就读

幼儿园的家庭数据分享了中国家庭学前教育经济负担估计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问

题，该研究提出测量学前教育阶段家庭负担的新方法，即将每个家庭校内外学前

教育总支出占家庭年度总支出超过 7%定义为“负担过重”。基于此定义，调查数

据显示，平均家庭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为 8907 元/年，有 49.5%的家庭负担过

重。具体来看，中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负担过重”的比例较高，民办园“负担

过重”的占比为 55%，公办园为 41%。城市家庭“负担过重”的占比为 52%，农

村家庭“负担过重”的占比为 46%。每个家庭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在东部地区

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平均每个家庭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占家庭年度总支出

的比例为 9.4%，民办园比公办园平均高 30%。该调查覆盖了 29 个省 345 个市/

区/县的 34643 户家庭。为解决低收入家庭支出负担较重的现实，魏易建议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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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对低收入家庭的资助体系。 

杨钋对此做了回应。第一，将每个家庭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占家庭年度总

支出超过 7%定义为“负担过重”，其合理性还需进一步论证，并需要结合不同国

家体制差异、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论述。第二，将家庭年度总支出作为计算

分母还需论证其合理性，可以替换不同分母进行验证。第三，每个家庭与儿童发

展相关的总支出还包含养育支出，还可以计算与儿童发展相关的总支出，将其作

为减贫、农村发展政策的一个部分。最后，对于家庭负担和学前教育质量的关系、

需求方的地区间差异还可以做更多研究。 

赵嘉茵使用 2010—2019 年各省份生均保教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描述了

历年学前教育家庭负担水平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0—2019 年间，全国

家庭学前教育负担水平有所上升；多数省份的家庭负担水平提升，近三分之一省

份的家庭负担水平提高幅度超过 50%；只有部分西部省份的家庭负担水平呈现

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各省份之间的学前教育负担水平差异明显。赵嘉茵认为，供

给结构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省份之间家庭学前教育负担水平呈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田志磊回应到，还需对不同指标的家庭负担的测度做横向比较，以及对家庭

负担一直升高的原因进行探索，尤其是普惠性政策出台之后的家庭负担问题。 

三、我国幼儿资助的现状、问题和挑战 

宋映泉通过梳理全国各省学前教育资助政策和多个区县实地调研发现，我国

不同地区学前资助对象、覆盖率、资助标准和操作程序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北

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7、2019 和 2021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CIEFR-HS）三年的家庭入户调查数据，以及 2022 年七省 2814 所幼儿园近 30

万家长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幼儿资助覆盖率为 7%～

11%，近年略有波动；（2）学前资助覆盖率有一定地区倾斜性，主要向西部倾斜，

似乎存在“中部和东北部塌陷”现象；（3）学前资助有一定瞄准性，向农村和经

济困难家庭瞄准，但似乎存在“逆向资助”问题；（4）资助水平整体不高，似乎

并没有根本缓解部分经济困难家庭入园经济负担。宋映泉认为，学前教育资助政

策落实还存在资助政策目标不够清晰，资助范围、覆盖率和标准地区间差异较大，

资助标准和瞄准性还需提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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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东回应到，教育部门主导的“幼儿园”和社会福利体系中“儿童中心”

的供给形式和功能定位是有差异的，从幼儿园到儿童中心的转型，意味着学前教

育的功能和定位从单一的教育目的转向多样化社会治理的目的。“儿童中心”需

要考虑对父母就业的影响、被资助者的主观感受、资助的标准和资助阈值问题，

幼儿资助不仅是为了解决儿童入学问题，因此对于资助的定位、概念和制度问题

还需要更多讨论。 

四、简要总结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四个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可以看到，虽然近年来我国普惠性幼儿园在

园幼儿比例得到提升，但我国结构性的家庭负担过重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农村家

庭的学前教育阶段支出负担仍然较大，家庭校内外学前教育总支出“负担过重”

比例仍然较高，用省级数据来看，2010—2019 年家庭负担没有呈现下降趋势，目

前幼儿资助政策的瞄准性、资助标准还有待提高。 

与会者分享了多种测量学前教育家庭负担的方式，然而，精确衡量学前教育

家庭支出负担仍是一项挑战。如何从家庭支出负担的视角，建立幼儿资助、幼儿

园收费与家庭负担通盘考虑的政策体系，有效降低农村地区、民办幼儿园和城市

低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支出负担，建立切实解决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入园贵”问

题的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会议还讨论

了目前仍存在入园机会不断增加与结构性供给不足、公共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与弱

势群体家庭学前教育负担逐渐增加、城乡儿童发展差距可能不断扩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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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0-1 期（总第 236 期） 

托育事业发展与财政投入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现状、经验和挑战 

——“幼有所育：托育及学前事业发展与财政投入”专题研讨会综述之一 

摘要：我国托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托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仍存在托育覆盖率低、地区和人群之间覆盖不平衡、供给主体单一、总体供给不足、行业

发展落后、家庭负担较重及质量亟待提升等问题。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托幼一体化成为托

育发展的趋势，同时普惠性和瞄准性托育服务并存，各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模式根据国家治

理模式和政府间责任分担不同而差异较大，但整体上我国托育财政投入水平和入托率均远低

于 OECD 国家平均值。与会者提出，应进一步加大投入，为托育事业发展提供切实保障，建

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加强瞄准性投入，并通过转向需求方供给和盘活现有资源等方式创

新财政投入方式。与会嘉宾对于托育概念的内涵、托育目标、托育需求的预测、普惠性托育

概念以及托育模式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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