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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贵州农村各类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承担的教育成本情况。 结果表明,初

中阶段的教育成本明显高于小学阶段,家庭越贫困其教育成本所占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比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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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是用于培养学生所消耗的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全部费用「1]。 教育

成本可分为机构成本和私人成本。 本研究所指的教育成本是教育的直接私人成本， 即与孩子教

育有关的家庭的教育支出。 按照项目来看包括学费和非学费的支出。 2009 年贵州全面实现城乡

免费义务教育，2012 年贵州全省农村中小学生开始吃上免费营养餐「2]，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比较

落后的地区，贵州农村中小学教育成本构成如何?教育成本占农村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比重如何

， 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成本对于家庭的负担如何? 这是一个巫待我们去调查

了解的问题。因此，笔者对贵州省关岭县农村家中有小孩就读小学和初中的家庭进行人户调查， 并

按照参与式贫富排队的方法， 对调查家庭的贫困程度进行了贫富排序，根据我们实地调查结果，

关岭县农村富裕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 5 000 元以上， 中等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 2 700-5 000 元

之间， 贫困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低于 2 700 元。 具体到我们调查的 118 户家庭,贫困家庭 54 户

,占样本比例 46%; 中等收入家庭 39 户, 占比 33%; 富裕户家庭 31 户,占比 26%。 

 

1 贵州农村各类型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总体情况分析 

近十多年贵州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的投人, 已经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

育,教育发展取得了跨越式的成就。 根据调查,贵州关岭县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的保障实

施比较到位,具体补助情况如表 1。 

 

由上表可见, 关岭县政府已经免除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其中每

位小学生的年补助费用是 235 元, 每位中学生的年补助费用是 545 元。然而,家庭教育支出是家

庭用在所有孩子上学的费用总数, 除了以上政府补助的费用外每个家庭仍然还需承担文具费、交

通费、补习费、校服费等其他费用「3]。而且由于不同家庭中在学儿童数的不同, 不同家庭在教

育成本支出绝对数额上存在差异。 根据调查得到的 118 户农村家庭的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了各



类家庭扣除政府补助后的每年生均教育成本支出情况,以及各类家庭生均教育成本占这些家庭人

均纯收入和人均纯支出比例。 具体见表 2。 

 

由上表可知,在小学阶段,为完成小学教育, 贫困家庭的每年为一个孩子支付教育成本占家庭

人均纯收入的 35.2%和人均支出的 33.2%, 中等家庭这一比例则是 15.3%和 8.8%,而富裕家庭为 

13.7%和 7.1%。 到了初中阶段后教育成本出现明显的增加趋势, 家庭越贫困教育成本占家庭人均

纯收入和人均支出的比例越大。 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实行免费教育政策,但是除了政府补助

的费用外各类家庭仍然需要承担一定数额的其他教育支出, 由于各类型家庭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

距,所以家庭越贫困,教育支出的直接成本比例就越大。 

 

2 贵州各类型农户家庭义务教育成本负担情况案例分析 

贵州关岭县农村贫困家庭, 一般人均年收入低于 2 700 元,大部分父母的文化水平偏低,基

本上是小学文化或文盲, 该类型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父母在外打工。虽然家庭收入较低低,对教

育成本的支出负担大, 但是在子女的教育上还是比较支持, 只要孩子还想读书就尽量想办法让孩

子继续读下去。一般来说,这类家庭的父母在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中,显得不是很积极,很多父母只是

偶尔与老师取得联系。 

案例 1:吴某,女,50 岁,家里共 6 口人,有 3 个孩子在上学, 分别是小学三年级、 五年级

和初一,大儿子在外打工。 父亲只上过小学,母亲为文盲。 父亲在外打零工,除去自己支出,每个

月能有 1 200 元的收入,家里土地被水淹了,每月每人能拿到 50 元的生活补助。 每月生活支出 

750 元,每年教育支出 1 344 元,包含每年每人保险费 30 元、孩子每天零花钱、 资料费等。 每

年总收入 18 000 元,总支出 10 320,每年人均纯收入 1 280 元。母亲表示尽力让孩子上学, 但

是实在无能为力的话就只能辍学。父母平时几乎不跟老师联系。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 这类型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2 700- 5 

000 元之间,该类型家庭大多数子女较多,一般上都有 3-4 个子女,因此家庭负担较重,部分子女

有辍学的情况。为负担庞大的开支,父母及部分子女都外出打工, 收入也主要来源于在外打工收入

,家庭教育的成本占据了收入支出的很大比例。由于父母平时工作较忙, 对于孩子的教育显得关心

较少,父母与老师联系交往也不多,但也有些父母也还会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 比如会规定孩子的

学习时间、不让孩子看电视等等。 

案例 2:周某,女,46 岁,家庭 5 口人,家里 3 个孩子都在上学,大姐 15 岁读六年级,二姐 

13 岁读五年级,小弟 11 岁读五年级。 男孩子曾在江苏上过学。父母都是小学学历,母亲表示如

果家庭资金有限,她会选择让女孩子上学。 母亲在家务农, 父亲是木匠, 在外做工。 家庭年总收

入为 36 000 元， 总支出为 17850 元， 人均年纯收入为 3630 元，每年教育支出为 1050 元。 父

母偶尔与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对于富裕家庭来说， 人均年收入在 5000 元以上，在调查中发现，该类型的父母受教育水平

较高,大多数父母文凭都在初中以上。由于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且经济条件宽裕, 所以在子女

的教育上很重视,平时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也较多,希望能向老师多了解孩子在校情况。这类型家庭

教育成本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大。 

案例 3：李某，男，47 岁，家里 5 口人。 父母都读过初中。 有两个孩子在上学,一个读初一



,一个在织金读四年级。初一的孩子在住校,学校提供两餐,每周 30 元生活费。另一个孩子住在叔

叔家,家庭每月 60 元零花钱。 家庭是水淹户,每人每月补贴 50 元,一个月 250 元的补助。母亲在

家务农,父亲经常出去打零工平均每月 4 000 元。家庭有一辆面包车和摩托车。每月教育支出 209 

元，生活支出 1 880 元。每年总收入 51 000 元，总支出 22 560 元，人均年纯收入 5 688 元。父

亲表示希望孩子能读到大学以上，且能在外面发展。父母经常跟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