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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王英 沈国云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摘 要】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育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教育投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

更为突出。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收集整理1998～2017年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与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江苏省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江苏省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保持着长期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教育支出每增加1%，GDP增加0.7514%；教职工人数

每增加1%，GDP增加0.1903%。教育投入产出弹性高于教职工人数产出弹性，约等于0.94，表明江苏省一倍的教育投

入没有带来一倍的经济产出，教职工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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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8%，创造了“中国奇迹”。而在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下，教育的地

位越发显得突出，而教育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

大环境中，由教育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已经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了经济增长中最显著的生产要素。因此，教育不仅是中国

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中国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的催化剂和重要源泉。 

从1978年到2012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从75.05亿元增加到21，994亿元，投入总量持续增加，增长速度非常显著，是国家

财政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财政教育支出的持续增加。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全

省GDP在全国一直位列前茅，特别是2018年的GDP总值超过9万亿元。除了发达的社会经济增长，江苏省的教育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教育界有句话说：“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由此可见江苏省教育在全国的地位，而江苏教育的发展必定离不开

江苏省对教育的大力投资，发达的教育带来的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对江苏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们从江苏省教

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这两个方面来看江苏省的教育总投入并以此来分析江苏省教育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人才是强国之本，大量高素质人才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高素质人才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高质

量的教育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因此，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成为我国很多优秀学者研究的基本方向。越

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分析了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延云（2004），通过我国1978～2004年时间序

列数据，利用罗默-卢卡斯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对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得出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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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经济增长同时也会促进教育支出的增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徐健

（2010）利用菲德模型，对2000～2007年的全国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进行测算。邹琪（2013）以江浙沪为例

对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新古典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只有上海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显著。周伟、张强（2013）以安徽省为例研究政府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安徽省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作用显著。肖碧云（2016）

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平稳性检验等计量方法，选取1990～2014年的经济数据对福建省的财政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

实证分析。结论得出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孙路通、宋田光（2018）利用VAR模型和时间序列方法，选取

2000～2017年的有效数据对河北省财政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作用较弱，但是经济增长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不管是从长期来讲还是短期来讲都是积极的促进作用。方超、黄斌（2018）

利用我国1996～2014年的省级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增长回归框架（MGRGW）研究教育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示

教育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在11.3%～14.5%之间。 

结合上述文献，不难看出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且得出了各自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

研究结论显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前人的研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理论基础。基于上述理论、

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完整性，本文选择以江苏省为例研究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江苏省教育发展现状与其他省份比较分析 

江苏省作为我国的教育发达省份，共有普通高校149所，普通高中447所，中职166所，初中1，736所，小学2，559所。江苏

省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方针，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着力提升办学条件，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步伐，对教

育的投入日益增多，拥有发达完善的教育体系。江苏省的职业高中入学率达到50%以上，在全国名列全茅。2017年江苏省的学前

三年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7.5%，义务教育更是100%覆盖，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也达到了99%。2017年，江苏省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85，869.76亿元，比上年增长大约7.2%。1998～2017年，GDP增长了11倍，教育支出增加了22倍。由此可见，江苏省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对教育投入的幅度远大于GDP增长的幅度。 

（一）全国平均教育支出与江苏省教育支出比较分析。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出1998～2017年全国平均教育支出和江苏省教育

投入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江苏省在全国教育中的地位，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与教育部智研咨询。图1显示，自1998～

2017年以来，全国平均教育支出规模和江苏省教育支出规模都在持续增加，江苏省教育支出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教育支出水平，

从2010年起江苏省的教育支出超过全国平均教育支出2倍以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江苏省2017年教育支出在全国教育

支出中占第二位，为1，979.57亿元，第一位为广东省，教育支出为2，575.52亿元，全国教育支出共计28，604.79亿元，江苏

省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支出的7%，江苏省教育支出连续五年持续占全国教育支出第二位，在全国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除此

之外，江苏省教育支出规模的增长幅度远大于全国平均教育支出规模增长幅度。（图1） 

（二）江苏省教育支出与广东省教育支出比较分析。图1利用全国平均教育支出数据分析了江苏省在全国教育中的地位，图

2为广东省1998～2017年教育支出数据，主要用于对比分析广东省与江苏省教育支出情况。图2数据显示：近20年来广东省教育

支出规模大于江苏省的教育支出规模，虽然在1998～2006年之间教育支出规模相差不大，但总体上广东省教育支出一直领先于

江苏省，且两省每年教育投入增速都比上一年有显著的提升。广东省教育投入在全国教育中位居第一，但从上述对比图中可以

看出，江苏省教育投入发展现状与广东省的差距不大。（图2） 

（三）江苏省教育支出与浙江省教育支出比较分析。图3数据显示：浙江省教育支出小于江苏省教育支出，但是在1998～2005

年间，两者相差极小，甚至有的年份可以说没有差距，但是从2006年至2017年教育支出规模增速虽然基本上保持一致，但是两

者的支出差距逐步加大。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比较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江苏省教育的发展现状乃至在全国教育中数一数二的地

位，因此研究江苏省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也变得尤为重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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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假设在保持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江苏省经济增长只和资本和劳动有关，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理论模型。用

教育支出数据来代替资本数据，用教职工人数来代替劳动数据，基于此来研究江苏省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美国数学家柯布与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研究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在研究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时候所

得出的一种数学经济模型，它把技术这个新因素引入在了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上。通过美国 1899～1922年劳动、资本和产出的

数据，研究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在技术条件不变作为前提的条件下，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与产出之间的其基本关

系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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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量用 Y 表示；技术水平用 A 表示；投入的资本量用 K 表示；投入的劳动量用 L 表示；时间用 T 表示；资本产出弹

性用指数α表示，表示当投入生产的资本每增加 1%时，产出平均增长α%；指数β表示劳动产出弹性，表示当投入的劳动力每增

加一单位时，产出平均增长β%；A 是常数，是指除投资总额和投入劳动力数的以外的其他所有要素对产出影响程度的值，并且

假定在长时间内固定不变。对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的两边同时取对数：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转化为普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可以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进行模型回归估计与分

析。 

（二）指标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1、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样本数据的选取区间为1998～2017年时间序列样本，分别

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教育支出（JYZC）和教职工人数（JZGRS）来代替产出、资本和劳动。其中教职工人数以万人为单位，

教育支出和GDP以亿元为单位。教育投入包括财政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投入。 

数据显示：1998～2017 年间江苏省的教育支出逐年递增，教职工人数也呈递增趋势，但是变化却不是很明显，并且 GDP 也

是在逐年增长，根据数据增长规律，初步推测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除1998～2017年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外，本文还选取了2007～2017年江苏省人口结构比，主要用于分析江苏省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对江苏省教育投入的影响，以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与江苏省统计

年鉴，为达到数据统一稍有调整。（图4、图5、图6） 

从图4江苏省人口结构堆积图中可以看出，江苏省15～64岁人口数在全省人口数种占比最大，但是近十年来却没有明显的增

长；结合图5可以看出，2007～2017年江苏省少年儿童抚养比虽有增长，但是变化较小，且低于全国少年儿童抚养比，可以看出

江苏省出生率低于全国出生率；结合图6可以看出，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基本呈逐年增加趋势并且大于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

这说明江苏省人口老龄化情况严重，人口结构比失衡。 

（三）模型建立。（图 7、图 8）从图 7、图 8 两个散点图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教育支出与被解释变量 GDP 之间呈线性正相关

关系；另一个解释变量教职工人数与被解释变量 GDP 之间也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因此以生产函数模型两边取对数为理论基础建

立如下线性模型： 

 

其中：GDP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JYZC为教育支出（亿元）；JZGRS为教职工人数（万人）。 

（四）江苏省实证分析与统计检验 

1、江苏省回归分析。LnGDP为被解释变量，LnJYZC和LnJZGRS为解释变量，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如下回归估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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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数估计结果看，教育支出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7514，说明教育支出每增加1%，GDP增加0.7514%；教职工人数投入

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1903，说明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GDP增加0.1903%。显然，教育支出投入的产出弹性高于教职工人数产出

弹性。结合以上两个图可以清晰看出教育支出与教职工人数与GDP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估计结果α+β<1，约等于0.94，即不完

全规模报酬递减，表明江苏省一倍的教育投入没有带来一倍的经济产出。规模报酬是指一个企业在长期内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前

提的情况下，企业的产量与生产规模随着各类生产要素同比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情况：（1）

规模报酬递增型，α+β>1，表示用现在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达到增加产出的目的是有效的。（2）规模报酬

递减型，α+β<1，表示用现在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达到增加产出的目的是得不偿失的。（3）规模报酬不变

型，α+β=1，表明产出并不会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只有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产出才会增加。 

2、拟合优度检验。调整后的R2=0.9967，非常接近于1，拟合优度检验通过，这说明回归线对样本数据点的拟合程度很高，

拟合效果比较好，这也充分说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99.67%可由教育支出与教职工人数来解释。 

3、方程显著性检验。检验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是否显著成立。对于上述结果

F=1288.34>F0.01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即可以断定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对江苏省

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4、变量显著性T检验。由表2中所得系数的P值均小于0.01，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认为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5、线性图。从图9中看出模型中两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增长趋势，GDP与JZGRS一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而教职

工人数增长趋势却不是很明显，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带来教育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方式多元化导致教职工

人数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不变的原因，这也是江苏省教育规模报酬递减的原因。（图9） 

（五）江苏省与广东省教育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由于广东省教育位列全国第一，因此与广东省教育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尤其

重要，一方面比较与广东省教育的差距，一方面比较与广东省教育发展的优劣。基于此，本文从广东省统计年鉴收集了1998～

2017年广东省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变动情况，根据经济理论模型与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行比较研究。 

1、广东省教育投入回归结果分析。利用Eviews软件，仍然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取对数，用广东省1998～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得出以下估计式： 

 

其中：GDP：国民生产总值（亿元）；JYZC：教育支出（亿元）；JZGRS：教职工人数（万人） 

从上面的参数估计中显示：广东省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7019，说明教育支出每增加1%，GDP增加0.7019%；教职工

人数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99430，说明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GDP增加0.9943%。显然，教职工投入的产出弹性高于教育投入

产出弹性。还可以从参数估计中看出α+β>1，约是1.7，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即广东省一单位的教育投入带来接近两倍的经济

产出。并且我们可以结合以下两个散点图中清晰地看出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各与GDP之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图10、图11） 

2、两省实证回归结果差异分析。利用广东省、江苏省数据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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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1）两者教育投入产出系数都约为0.7，说明两者在教育投入方面带来的产出效益差异不是很大。（2）两者中的

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不同点：（1）两者的教职工投入产出的系数相差较大，全国教职工投入产出系数为0.9943，而江苏省教职工人数投入产出

系数为0.1903，二者相差将近5倍。（2）广东省教育投入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而江苏省却呈现不完全规模报酬递减型。 

 

产出系数有差距的原因分析：（1）从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广东省教育支出规模是在全国教育规模支出中占第一位，广东省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资金投资于教育，投资于教职工人数的增加，并且根据《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支出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表

明广东省教职工有着较好的职工福利，薪资待遇，这个也跟教育支出产出效果不同有关系。（2）从下面图中可以看出广东省人

口老龄化程度小于江苏省，且广东省少年儿童抚养比大于江苏省，因此可以看出广东省拥有较江苏省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或是后

备劳动力资源充足，其中也包括教师队伍，因此教职工投入带来产出也不一样，也即表明在两省中相同的学生人数也不能拥有

相同的教师资源，因此教职工人数投入所带来的投入产出系数也不相同，因为假设在学生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江苏省由于人口

老龄较严重，相对于广东省来说能分配到更少的教师资源。（图12、图13） 



 

 7 

 

解决差异的建议：（1）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教师薪资福利，增加对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让更多人加入到教师队伍中。

（2）江苏省应充分的利用退休教师人员或是尽力挽留快要退休人员，尽力减少因老龄化带来的退休人员增加的现象，使退休教

师的力量还能够体现出来。 

（六）与浙江省实证分析差异比较 

1、浙江省回归结果分析。文章收集了浙江省1998～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仍然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取对数，进行普通最小

二乘估计，得出以下估计式： 

 

从上述参数估计式显示：浙江省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1705，说明教育支出每增加1%，GDP增加0.1705%；教职工投

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6346，说明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GDP增加0.6346%。显然，教职工投入的产出弹性高于教育支出产出弹

性。还可以从参数估计中看出α+β<1，约是0.8，属于规模报酬递减，即全国一单位的教育投入不会带来一倍的经济产出。并

且可以结合以下两个散点图中清晰地看出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与GDP之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图14、图15） 

2、两省实证回归结果差异分析。根据浙江省与江苏省的数据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异同点： 

相同点：（1）两者中的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呈线性正相关关系；（2）两者都呈规模报酬递减型。 

不同点：（1）江苏省教育支出投入产出系数为0.75，而这浙江省为0.17；（2）江苏省教职工投入产出弹性为0.19，而浙

江省为0.63。 

原因分析：（1）教育支出产出系数不同的原因分析—浙江省教育支出规模小与江苏省教育支出规模，可以从现状分析中的

折线图中清晰地看出，1998～2017年浙江省教育支出规模一直低于江苏省教育支出规模，且两者差距较大，这也是为什么浙江

省教育支出投入产出弹性系数和教职工投入产出弹性都小于江苏省产出弹性的直接原因。因为浙江总体教育规模支出小于江苏

省，其带来的产出也就比江苏省较少。另外教育支出产出系数不同也跟我国教育支出多半都倾向于投资在固定资产上有关。（2）

教职工人数产出系数不同的原因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浙江省近几年来人口老龄化现象也较严重，根据下面两张

图可以浙江省老年人口抚养比明显低于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口老龄化程度较小，此外，浙江省少年人口抚养比却与江苏

省相差不大，这也是跟之前的分析一样，浙江省较高的少年人口抚养比，却有着较低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说明人口结构失衡情

况小于江苏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省教职工投入产出系数大于江苏省的原因。（图16、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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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差异的建议：（1）加大浙江省的教育支出投入，并且在保证固定资产充足的基础上，教育投入可以转向师资方面。（2）

江苏省应注重于提高教师素养、能力方面。在注重本省教师能力提升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较其他省份优越的条件吸收外来的教师

队伍，以此来解决江苏省应老龄化严重而带来的在职人数较少的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江苏省的教育产出呈现不完全规模报酬递减的特点。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江苏省一单位教育的投入带来的产出不足一

单位，呈现出不完全规模报酬递减。针对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教育支出的增加大多数都投入在

硬件设施上，以此来改善办学条件，而对教师自身的投入较少，教育的投入只着眼于设备上，却从根本上忽视了教师这个“可

增殖”的资本，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学生必须要有好老师的指导，但是如果教师自身的能力有所欠缺，那么投入

与产出也就可能不是太理想了。第二，从全国来看，现阶段上学适龄人数基数大，不适应我国教师人数，根据江苏省人口结构

来说也是相同的情况。也就是说，教师这一宝贵的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且远不满足上学适龄儿童的需求。一个班里40个学生

和一个班里20个学生对于老师的工作量要求差距很大。假设在一节课共45分钟，5分钟分来管理课堂纪律，剩下40分钟教师用来

单独，在大班，平均每个学生单独辅导一分钟，但是在小班，却是两分钟。单独辅导两分钟跟单独辅导一分钟比肯定会有差距，

那么这种差距不仅会影响教师的教育成就感，而且也大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小班的教师和大班的教师每天投入一

样的精力，但是他带来的教学效果却是不一样的。综上所述，这也就是为什么江苏省教育规模报酬递减的原因。 

2、教育投入增加，GDP增加。从估计结果看，教育支出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7514，说明教育支出每增加1%就能使GDP增

加0.7514%。因此，江苏省教育支出的增加对其GDP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教职工人数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是0.1903，说明

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就使GDP增加0.1903%，同样说明，增加对教育的人力投入同样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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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DP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也增加。从散点图中我们可以看出，GDP与财政教育支出的关系是线性完全正相关。也就是说教

育投入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会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大而增大。或者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增长的情况下，那他就很有可能会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教育投入和GDP的增长也会正比例增加。 

4、教职工人数呈现出不增长或增长不明显。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线性图中看出，从2002年开始，教职工人数增长不明显，甚

至可以说是不增长。这个跟江苏省的人口结构有关，从上面人口结构比图中可以看出，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严重，出生率较低，

15-64岁人口增长不明显，在15～64岁这个区间江苏省教师来源较少，并且没有足够的人选择教师这个职业，造成教师队伍人数

的丧失与减少。或者说江苏省教师资源的更新与接替更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 

（二）建议 

1、江苏省应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增加专项财政支出。建立合理的教育支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教育资金的优势。

结论2显示教育投入的增加，也即财政教育支出和教职工人数的增加对经济的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因此，不仅要加大财政教育

支出的力度，在保障教育支出为优先的前提下，针对各教育层次进行有效的配置资源，为其提供可靠的教育资金保障，进一步

缩小教育差距，完善教育体系。 

2、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结论3显示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转

变江苏省经济增长方式，促使各项经济蓬勃发展，全面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持续推动江苏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3、加大对人才投入力度，全面提高教职工质量，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结论4显示江苏省教职工人数与财政教育支出增长

幅度差距较大，可以通过为老师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工作待遇，以提高教师的热情度，并吸收大量外部人才，为教师队伍添

砖加瓦，并且高质量的人才可以有效解决上学适龄儿童和教职工不想匹配的矛盾，有效利用教师资源。结论4显示江苏省教职工

人数增长不明显是由于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那么政府可以鼓励生育，极力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

备，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改善人口老龄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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