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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资金投入的机制研究 
◆李建国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对中职教育资金的投入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我

国中职教育的资金投入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财政教育经费支出，这对于

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制定积

极政策，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拓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来源

渠道；构建合理的学生资助及生均经费机制。 

关键词：财政支出；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机制 

 

 

一、前言 
中职教育作为职教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一线技术人才的培

养和输出，是社会人力资本储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当然，发展
中职教育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以便更加快速稳定提升中职教育
的实力。然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财政资金的支持
却面临着投入数额不足、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学生资助体系不完
善等问题。 

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分析 
(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 
国外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各有特色，可以根据根据学校、企

业和政府三者的参与力度来划分为几类。瑞典和法国中职教育发
展特点就是政府的全面主导，德国的发展特点就是企业的高度参
与，以及与管理部门政策的融合。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特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起步比较靠后，基
础相对薄如，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政府参与度很高并且起
主导作用。接着，我国企业文化及对中职教育认识的不够充分，
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发展参与度比较低。其次，我国非学校类的社
会职业培训场所的能力不足，导致大众对于社会力量办职教的不
信任感增加。以上的特点都逐渐形成了我国目前中等职业教育资
金投入以政府财政经费为主的现状。 

(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 
根据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中等职业教育

的资金投入，仍然是以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为主要来源，
对中职教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企业力量、社会力量来源的资金
较少，对中职教育发展起辅助作用。一般情况下，个地区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直接负责中等职业教育院校的管辖，但也有少数院校
直接有中央相关部门负责，在现有运行体制下，地方财政教育经
费的支出担负起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1]。但由于各地区
相关部门对中等职业教育观念的不同、财政资金力量的不同，最
终导致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持力度的不同。不过，自 2005
年以来，各地区已经在逐渐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机制，
初步形成政府主导、多渠道融资、受教育者合理分担的现有状况。 

三、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偏低 
中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相比于普通高中来说是比较低的，而且

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生均比例是在下降的，尽管总数额在逐
年上升。另外，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技术型人才培养基地，对教学
过程的硬件设施要求要更高一些，这无疑增加了教学成本，如果
经费不足，肯定会影响相关教学环节的质量，从而影响技术人才
的输出质量。长久下去，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发展肯定
是非常不利的。 

(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省市相关部门对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经费

支持有限，各地区县级单位的财政教育经费是发展我国中等职业
教育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及经费保障。不过，由于各地区中等职
业教育发展观念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导致有些地区的保障性中职
经费支出并不能满足需求，这种保障性投入机制也不够完善。而
且，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成本要高于普通教育，导致很多经济实
力不足的县级财政部门力不从心。 

(三)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渠道现状 
目前地方财政的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并不能完全满足中等职

业教育院校的需求，面对这一现状，应该拓宽经费来源机制，多
渠道吸引社会力量资金，共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依
靠企业力量投入、民间筹资、社会力量捐赠等方式的投入机制目
前并不完善，也够稳固。总而言之，针对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多
渠道投入机制目前还有很大上升和发展空间，需要我们相关责任
部门能够重视起来，并逐渐完善多渠道的投入机制。 

四、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对策 
(一)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育具有综合素质且具有相应

技术能力的人才，这些一线岗位的技术型人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
起着很大作用。因此，各地区相关部门要对中等职业有充分的认
识，对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即财政性的经费支出体
系应该考虑周全，提出并落实一些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
机制，而且中央政府要起到宏观调控的职责，根据各地区经济发
展实力，配备相应的保障资金及政策的支持，从而避免因地方政
府财政能力的不足，而影响全局中等职业教育的培育质量。 

(二)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机制 
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应该促使社会、企业、行业及受教育

者共同发挥各自的力量[2]，从而形成一种的合理的分担机制效果。
在新时代背景要求下，若想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实力，应该
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各方利益主体发挥
各自力量，承担一部分资金投入的责任。而且，我国的中等职业
教育并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相关利益主体承担也合情合理，
而且投资中等职业教育除了有很有的社会效应，也有较好的经济
效益。如学生个体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中职教育，从而令企业可以
获得自己满意的员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过
来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力。因此，有效的中等职业教育
经费分担机制，将实现利益相关体的共赢。 

(三)制定并完善生均经费及学生资助制度体系 
改善中职院校的硬件设施，提升中职院校的师资力量，最终

都会促进到中等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质量。所以，为了吸引更多
更优质的生源，相关部门除了在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保障经
费之外，还应该考虑制定学生的资助体系以及完善生均经费政
策。相关责任部门应该通过发放助学金、提供定岗实习机会、设
立奖学金等途径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的资助政策，吸引更多优质生
源进入中等职业教育院校，从而相应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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