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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的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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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江西省民办本科高校抽取909个样本，对城乡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认为城

镇居民家庭年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城镇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承受能力强于农村居民家庭、城镇居民家庭

父母亲文化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家庭。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高于农村居

民家庭。启示：要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高等教育消费能力，应当打破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政府加

大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学校重视教学质量，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就业率，农村家庭合理选择教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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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支出也

在迅速增长。由于父母对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不同、

父母亲的文化程度不同、父母的年收入水平不同等，使得

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存在差异。同时，城镇和农村

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行为不同，又更加拉大了

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差距。 

以往关于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和投资选择、

城乡教育不平衡发展的研究较多，很少涉及民办高校大学

生家庭高等教育承受能力。本文主要从民办高校出发，研

究江西省城乡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的差异。我们通

过对江西民办高校大学生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抽

取的 909 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出 409 份农村居

民样本和 500 份城镇居民样本，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1  文献回顾 

1.1  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 

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陶美重、何

奎、熊博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

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的支出特点，从政府、学校、家庭

本身三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居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支

出的影响因素，提出需要引导农村家庭教育的理性消费、

增加父母亲的年收入、限制高校高收费[1]。张凡永、陈方

红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农村家庭孩子数量越多，接受高等

教育的消费能力就越弱，父母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意愿和期

望会降低[2]。刘望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发

现，农村家庭父母的年收入、父母的文化水平、父母的职

业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3]。 

1.2  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研究 

长久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

和农村家庭父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其家庭教育支出

能力同样不均衡。陈锋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从扶贫角

度，剖析我国城乡收入和家庭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

进一步探讨城乡家庭教育消费的差距[4]。殷红霞通过对高

校收费标准的调查发现，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费制度是无

差别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占比高于城镇家庭，

这也影响了农村家庭的投资意愿[5]。董海军、风笑天认为

城乡家庭收入、子女数量、投资环境和升学教育都存在差

异，使得城乡家庭教育投资出现差异[6]。 

2  基于数据分析的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支出现状比

较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项目组对江西省民办高校家庭

的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909 份，筛选出农村居民家

庭 409 份，城镇居民家庭 500 份。针对城乡居民家庭高等

教育支出状况进行统计，并利用统计软件对其支出能力进

行比较分析。 

2.1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比较 

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由家庭进行投资，因此，父

母的收入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接受教育的能力。研

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能力有重要影响。

当家庭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时，便没

有能力考虑教育支出的问题。当收入水平提高，经济条件

好转时，便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统计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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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统计表 
合计 城 乡 

家庭的年收入（前 2 年平均）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5 万以内 262 28.8% 85 17.0% 177 43.3% 
2 5 万～10 万 340 37.4% 219 43.8% 121 29.6% 
3 10 万～30 万 232 25.5% 151 30.2% 81 19.8% 
4 30 万以上 75 8.3% 45 9.0% 30 7.3% 

合计 909 100.0% 500 100.0% 409 100.0%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的

家庭为 45 户，占比 9%，在 10 万元到 30 万元的有 151

户，占比约 30%，在 5 万元到 10 万元的家庭有 219 户，

占比约 44%，在 5 万元以下的有 85 户，占比 17%；农村

居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的家庭为 30 户，占比约 7%，

在 10 万元到 30 万元的有 81 户，占比约 20%，在 5 万元

到 10 万元的家庭有 121 户，占比约 30%，在 5 万元以下

的有 177 户，占比约 43%。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可知，被调

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 5 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

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 5 万元以内和 5 万元至 10 万

元范围内，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家庭。 

采用统计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父母

收入和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有无相关性，设定 α 水平为

0.05，假设检验 Ha：父母收入和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

有相关性；H0：父母收入和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无相关

性。使用统计软件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卡方检验 P<0.000<0.05，表明父母收入和高等教育的

消费能力高度相关。总体来看，家庭年收入越高，教育支

出承受能力越强。调查结果显示，完全能够承担教育支出

的农村家庭占样本总数 409 户的 12%，大部分家庭认为勉

强可以承担或者承担不起。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下的农村家

庭半数以上认为承担不起目前的教育支出水平，表示完全

可以承担的农村家庭仅为 3 户。同时，完全能够承担教育

支出的城镇家庭占样本数 500 户的 19%，大部分家庭表示

可以勉强承担。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承受

能力较强。 

2.2  城镇和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能力的比较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特别是

民办本科院校学费，据调查，江西民办本科院校学费在

13000 元至 20800 元不等，生活费也在不断上涨，教育消

费的比例越来越大。城乡居民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

的比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城乡居民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合计 城 乡 

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10%以下 78 8.6% 66 13.2% 12 2.9% 
2 10%～30% 361 39.7% 268 53.6% 93 22.7% 
3 30%～50% 267 29.4% 116 23.2% 151 36.9% 
4 50%以上 203 22.3% 50 10.0% 153 37.4% 

合计 909 100.0% 500 100.0% 409 100.0%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为

50%以上的城镇家庭有 50 户，占比 10%；在 30%到 50%

之间的有 116 户，占比约 23%；在 10%以下的有 66 户，

占比约 13%。调查显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

比例高于 50%的有 153 户，占比约 37%；在 10%到 30%

的有 93 户，占比约 23%；在 10%以下的有 12 户，仅占

比约 3%。通过访谈得知，大部分农村家庭很少有储蓄。 

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

比例和承受能力有无相关性，设定 α 水平为 0.05，假设检

验 Ha：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和承受能力有相关

性；H0：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和承受能力无相

关性。统计分析得出： 

卡方检验 P<0.000<0.05，表明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

的比例和承受能力高度相关。总体来看，教育支出占家庭

支出比例越低，教育支出承受能力越强。调查结果显示，

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为 50%以上的家庭，半数以上认

为承担不起目前的教育支出水平，表示完全可以承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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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其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在 10%以下。一般来说，

教育支出占比 30%至 50%左右的家庭认为勉强可以承担。 

2.3  城乡居民家庭父母文化程度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工作状态、文化水平等，都会

对家庭高等教育的消费能力产生重大影响。通常，父母的

文化程度影响其职业选择，一般来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较多，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从而影响了家庭收入，最终影

响家庭的教育支出能力。城乡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城乡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 
合计 城 乡 

父母的文化程度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文盲 15 1.7% 6 1.2% 9 2.2% 
2 小学 162 17.8% 52 10.4% 110 26.9% 
3 初中 369 40.6% 161 32.2% 208 50.9% 
4 高中（中专） 271 29.8% 189 37.8% 82 20.0% 
5 大学及以上 92 10.1% 92 18.4% 0 0.0% 

合计 909 100.0% 500 100.0% 409 100.0%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据本项目调查问卷显示，被调查的农村家庭父母文化

程度是大学及以上的为 0 户，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父母

文化程度是大学及以上的占样本数 500 户的 18.4%；被调

查的农村居民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大多在初中及以下，

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父亲文化程度大多数是在高中及

以上。 

进行统计分析，父母年收入和父母文化水平有无相关

性，设定 α 水平为 0.05，假设检验 Ha：父母年收入和父

母文化水平有相关性；H0：父母年收入和父母文化水平

无相关性。统计分析得出： 

卡方检验 P<0.000<0.05，表明父母年收入和父母文化

水平高度相关。总体来看，父母文化程度越低，家庭年收

入越低，家庭教育支出能力也相应越低。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的农村居民家庭中，父母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

9 户，占比约 2%，其中 6 户家庭年收入为 5 万元以下，

占比 67%。因此，父母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

收入，最终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能力。同时，被调查的城镇

居民家庭样本中，父母文化水平为高中及以上的有 281

户，占比约 56%，且家庭年收入 80%在 10 万元以上。通

过以上分析，城市居民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于农村居民

家庭，其家庭年收入也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导致城市居民

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高于农村居民家庭。 

2.4  城乡居民家庭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的

建议 

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90%以上的农村居民家庭表

示，民办本科院校的学费过高，建议多种方式降低这部分

支出，例如，政府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支持力度，提高奖学

金和助学金的发放比例，同时扩大范围，尽量覆盖贫困家

庭学生。城镇居民家庭也表示政府应当加大对民办高校的

投入，限制民办高校学费的涨幅，减轻家庭负担，提高城

乡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 

3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江西省民办高校学生的城乡家庭教育

支出能力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农村家庭父母收入低于城镇家庭父母收入。根

据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普遍高于农村

居民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和教育支出能力有正相关，

即父母年收入高的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的能力也较强。因

此，城镇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高于农村居民家庭。 

其次，相对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

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更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家庭年收

入低于城镇居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更

高。但是，城乡居民家庭高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一致，

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表示，对于高等教育支出完全不能承

受或勉强能承受，城镇居民家庭则大多勉强能承受或完全

能承受。 

最后，城镇居民家庭父母亲文化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家

庭。根据以上分析显示，农村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较低，

相比之下，城镇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较高。通过统计软

件分析可知，父母的收入和他们的文化水平呈正相关。通

常情况下，文化水平越高的父母，他们的收入越高。因此，

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其高等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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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相对更高。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要提升农村居民家庭高

等教育的消费能力，应当从多方着手：采用多种政策手段，

提高农村家庭父母的收入；坚持把农村教育摆在重要位

置，加快农村的教育发展速度，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政

府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投入和支持，限制其最高收费标准，

加大奖学金和助学金力度，扩大助奖学金的支助范围；加

大在农村的宣传力度，让农村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消费特

点，合理选择；高校应当根据企业的需求合理设置专业，

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校企合作，探索新的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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