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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2012 年 9 月 6 日，国

办发( 2012) 48 号) 和《教育部关于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 2012 年 12 月 24 日，教基一函( 2012) 13 号) 。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撤并了更多
农村学校?

丁延庆，王绍达，叶晓阳

［摘 要］本文以农村学校撤并现象为考察对象，讨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改革中

的激励与政策执行，地方政府在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下面临的激励可以部分解释

2001 年以来出现的中国农村超大规模撤弃学校现象。利用县级教育经费统计数据

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本文证实了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激励，包括财政分权、政治竞

争、城市化、规模效应等，是导致农村小学数量在不同地区出现“政策性减少”差异的

主要原因。
［关键词］学校撤并; 中国农村教育; 地方政府激励

一、引言

2012 年，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①。这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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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0 年印发文件进行学校撤并政策纠偏之后①，中央政

府“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要求“在( 县级人民政府) 完成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各地不得

以任何理由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这被视作“中国农村历史上力度最大

的”( 邬志辉和史宁中，2011; 范铭和郝文武，2011) 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的终止。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在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目标后，中

国政府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2001 年，中国农村

义务教育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

体制”( Ding，2008; Zhao，2009) ②。“以县为主”替代“以乡镇为主”，一方面是

2001 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渠道抽掉“以乡镇为主”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

基础———多元筹资渠道的必然结果③; 另一方面管理重心的上移要求政府“因

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2001 年，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④，这标志着新一轮中国农村义务

①

②

③

④

早在 2004 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作的

意见》( 2004 年 2 月 12 日，教基( 2004) 4 号) 就提出“各地要遵循‘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

集中’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工作”。2006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切实解决农村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地区中小学生上学远问题有关事项的通知》( 2006 年

6 月 7 日，教基厅( 2006) 5 号) 和《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

通知》( 2006 年 6 月 9 日，教基( 2006) 10 号) ，针对一些地区出现违背布局调整初衷的情况，

要求“立足本地实际，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状况、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

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2010 年教育部在“1 号

文件”( 《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0 年 1 月 4
日，教基一( 2010) 1 号) 中再一次要求地方政府“实事求是，科学规划，避免盲目调整和简单

化操作”，同时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要暂缓实施布局调整，自然环境不利的地区小

学低年级原则上暂不撤并”。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1 年 5 月 29 日，国发( 2001) 21 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2002 年 4 月 14 日，国办发

( 2002) 28 号) 。
农村税费改革的初衷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

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对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取消了约占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总投

入 30%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而这两项经费是在原有体制下维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正

常运转的经费( 邬志辉，2008) 。
与之配套的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2002 年 4

月 14 日，国办发( 2002) 28 号) 和财政部《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03 年 6 月

11 日，财教( 2003) 47 号) 。“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

项专项资金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执行学校撤并政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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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布局调整的开始①。
学校布局调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

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②。从 2001 年到

2011 年十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 52． 8%，农村初中生减少了 62． 7%③。
在人口迁移和计划生育导致农村生源减少的情况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村村办

小学，乡乡办初中”的农村学校布局④，山区、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为方便

儿童就近入学的教学点⑤的存在，使得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主要以“撤点并

校”的形式进行: 撤销农村学校、教学点，将学生集中到少部分中心校或者城镇

学校。
20 世纪以来，与学龄人口变动相匹配，学校撤并作为一项降低教育支出、

提高教育效率的重要教育改革政策在各个国家被广泛推行( Jolly and Deloney，

1996; Adams and Foster，2002) 。Henderson 和 Gomez( 1975) 称其为美国教育

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in American educa-
tion”) 。早在 19 世纪，学校撤并在美国就被视作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的手段，

随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又促进了学校撤并政策推广( Bard et al． ，2005 ) 。
而 Conant 和 Gardner( 1959) 的美国中学现状报告提出的扩大学校规模、提高办

学效率的宗旨也对学校撤并起了推动作用⑥。但随着 Coleman 等( 1966 ) 的教

育机会公平报告发表，教育均等思潮开始影响美国的教育改革，政策制定者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内蒙古、宁夏、山西、辽宁等省份就开展了局部的中小学布

局调整。1995 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8 年教育部明确提出

“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但是，中央政府以文件推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从 2001 年开始

的。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2012 年 9 月 6

日，国办发( 2012) 48 号) 。石人炳( 2005) 认为生育率水平的降低、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

求与城乡教育差距的矛盾以及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迁移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的重要原

因。郑真真和吴要武( 2005) 也认为持续的生育率下降造成学龄人群萎缩，班级规模下降和

学校合并。
农村小学生数在 2001 年和 2011 年分别是 86048027 人和 40651984 人，农村初中生

数分别是 31213026 人和 11629815 人。见《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 年和 2011 年。
这个格局始于 1958 年大跃进，我国小学教育迅速扩张，1965 年小学数量达到了

168 万所的历史峰值。文革时期一些地区甚至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
的口号，初中学校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杨东平，2006) 。这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都是以“撤并”为核心，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撤并，比如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政府以农村中学为重点展开学校撤并工作。
一般四年级以下，多设在人口较少偏远贫困的村寨。
一些研究验证了学区合并对减少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如 Duncombe 和 Yinger

( 2007) ; Hu 和 Duncombe ( 2007) 则实证研究了学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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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认识到学校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从单纯地追求规模效益的效率倾向向

注重教育质量提高，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转变，学校撤并的政策告一段落

( DeYoung ＆ Howley，1990) 。美国的公立学区数在 1910 年超过 200000 个，而

在 1970 年就不足 20000 个了( Fischel，2010) 。学校撤并还先后在另外一些国

家和地区出现( Fleming ＆ Hutton，1997; berg-Bengtsson ，2009; Kearns et al． ，

2010; 陈桂容，2011) 。

在中国，生源锐减使得一些农村学校规模越来越小直到自然消失。与此同

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激励下，开始了积极主动的学校撤并。农村学校撤

并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了中国之前的任何一个

时候。2000 年到 2010 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 229390 所，减少了 52． 1%，农

村教学 点 减 少 92072 个，减 少 了 58． 5%，农 村 初 中 减 少 18002 所，减 少 了

45． 8%。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3

所初中，几乎每过 1 小时，就要消失 4 所农村学校”①。表 1 展示了 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变动的情况，从总体来看，学校数减少的幅

度远超过学生数减少的幅度，甚至在城区、县镇小学学生数增长的情况下，学校

减少了 43% ; 农村小学学校减少 64%。除了完全小学之外，十年间还有超过

60%的教学点被撤销或者合并到中心小学。

表 1 中国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变动( 1999 －2011)

小学在校学生数 小学学校数

1999 年 2011 年 变动率( % ) 1999 年 2011 年 变动率( % )

总计 135479642 99263674 － 26． 73 582291 241249 － 58． 57

城区 18377600 26069589 41． 86 32602 26227 － 19． 55

镇区 26360773 32542101 23． 45 81162 45977 － 43． 35

农村 90741269 40651984 － 55． 20 468527 169045 － 63． 92

注: 数据来源: 1999 年和 2011 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 http: / /www． moe． gov． cn / ) 。农村

小学教学点在 1999 年至 2011 年间的变动率为 － 63． 40%。

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角

度( 范先佐，2006; 庞丽娟，2006; 万明钢和白亮，2010; 雷万鹏，2010) ，农村学校

撤并的改革初衷无疑是好的。十五年过去，尽管官方认定学校撤并“改善了办

①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2) : 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政策的评价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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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①，但是没有证

据证实上述效果是学校撤并政策带来的而不是同期加大教育投入等改革措施

带来的。即便是学校撤并带来规模经济，Gronberg 等( 2015) 的研究表明，如果

学校撤并降低了本地学校之间的竞争，那么学校撤并的好处实际上是被高

估的。

另一方面，也没有稳健的证据说明学校撤并达到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效

果。东梅等人( 2008) 发现合并学校与未合并学校学生成绩的差异并不显著。
Liu 等( 2010) 发现学校撤并对学生成绩影响总体上是不显著的，但对于四年级

以上学生有显著正向作用。Mo 等( 2012) 认为学校撤并带来的“资源效应”( re-
source effect) 提高了由农村学校转学到县镇学校学生的成绩。而卢珂和杜育

红( 2010) 的研究发现，学校布局调整整体上对小学生成绩具有负向影响，而且

家校距离、家庭经济负担、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学校心理疏导缺失等因素对学

生成绩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已经超出了学校办学条件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正

向影响。Chen 等( 2014) 也认为“资源效应”对大多数转学到乡镇学校的学生

并不显著。来自国外的研究发现，关闭学校对学生成绩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 Mills et al． ，2013) 。

反而是大规模农村学校关闭所带来“上学远、上学难、上学烦、上学贵”等

后果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③。吊诡的是，这些随学校撤并政策而来的负面

效应，早在 2005 年就有研究者提出来过，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一直被学术界和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但地方政府并没有放缓、停止撤并农村学校的步伐，反而愈来

愈烈④，直到中央政府于 2012 年 9 月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

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2012 年 9 月 6 日，

国办发( 2012) 48 号) 。国家审计署《1185 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

果》( 2013 年 5 月 3 日) 利用审计数据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范铭和郝文武( 2011) 根据对陕西

的调查认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均未实现。
上学距离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寄宿制学校设施不足，过早寄宿生活对学生身

心发展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负担增加以及学生辍学率上升等。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媒体对学校撤并及其后果进行了一系列报道，有代表性的包括

孙强、刘海宏:《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华商报，2009 年 11 月 9
日》) 、腾讯网《共和国辞典: 学校撤并》( http: / /news． qq． com /zt2011 /ghgcd /59． htm) 、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

价与反思》( 2012 年 11 月 17 日) 。
2011 年，小学生数减少 14． 34 万人，减幅为 0． 14% ; 但小学校数减少 1． 62 万所，减

幅为 5． 96%。



8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16 年

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学校”①。

如果是基于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缘由推行学校撤并政策，那么学校撤并的

速率应当与学生数的变动相一致。现实的情况是，学校数量的减幅远超过学生

数量的减幅。过度的学校撤并，不仅没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反而带来了诸

多后果。而与执行学校撤并的过于积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地方政府在义务教

育支出上的“不积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不是偶然，一些研究发现地方政

府在政策过程中竭尽全力，层层加码以确保完成上级政策( 应星，2001; 吴毅，

2007) ; 另一些研究又发现地方政府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消极执行上

级政策( 周雪光，2008; 赵树凯，2010) 。

针对中国农村学校撤并，我们要问，作为一项旨在“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和

调整”的政策②，为什么最终没有被“适当”执行; 作为一项“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的政策，最终却“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③?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周黎安( 2008)

总结了“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地方政府的激励: 首先，在中国的政治集权

和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只需要关注能够被考核的目标( “政绩”) ，

而对不在考核范围或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重视，这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央政

策执行的层层加码和逐级放大; 其次，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过程缺乏辖

区居民的偏好显示，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对居民的偏好做出足够而且有效的反

应; 最后，执行中央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更多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并不可

避免地夹杂着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Mei ( 2009) 认为不均衡的政治激励使得

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增长等目标，带来政策扭曲，而中央政府多重目标和间接治

理之间的冲突导致其不愿、不能和没有效率 ( unwilling，unable and ineffective)

来禁止这种扭曲。

本文的研究认为，对地方政府来说，撤并农村学校有两个直接好处，一方

①

②

③

从各地方政府对中央叫停学校撤并的反应以及国家审计署《1185 个县农村中小学

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2013 年 5 月 3 日) 的内容来看，促使中央叫停的最主要

原因应当是学校撤并对辍学率这一义务教育重要的“责任状”和“数目字”的负面影响引起

的广泛关注。
“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

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变的地区

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
“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边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

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有的地方在学校撤并

过程中，规划方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2012 年 9 月 6 日，国办发( 2012) 4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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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减少教师数量来达到减少教育经费支出、方便教育管理

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小学进镇，初中进城”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进而拉

动城镇化。而这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出

于以学校布局调整应对农村学龄人口下降、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导向所提

供的政治激励相一致，“上下同好，其必甚焉”。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在以相同的速度和力度撤并农村学校，这种差

异恰好给我们创造了观察地方政府不同激励和行为的机会。本文将会着力分

析，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不同，导致其执行中央政策的效果不同。在过去十

五年间，尽管所有地方政府都大规模地撤并了农村学校，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

拥有更强的激励，撤并了更多农村学校。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从理论上厘清

地方政府执行学校撤并的激励来源和对其行为的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在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撤并上“十年逐利”的体制根源; 利用现有数据，尽可能刻画出前述

的动机和激励对学校撤并的因果效应，以此验证先验理论解释。

二、相关文献

本文在地方政府的激励框架下分析其推行学校撤并政策的激励。Xu
( 2011) 总结了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参与人”和“经济参与人”的两类文献，

将中国的政治结构视作“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 Ｒegionally Decentral-
ized Authoritarianism) :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权力控制地方政府，而政策实施和公

共物品提供都由地方政府自主完成。

诸多文献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多种激励( 如财政分权、政治晋升、本
地目标、腐败收益) ，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公共服务供给的

现状。在解释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时，陶然和刘明兴( 2007) 提到，中

央政府的政策能否得到贯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效力，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有

足够的动力去实施这些政策。Zhou( 2010) 认为，在中国政府组织改革举措中，

由于某些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际组织运行逻辑不符，导致了激励机制与组织目

标不兼容甚至冲突的情形; 而这些矛盾使得在执行过程中组织的正式目标被基

层官员切身利益产生的其他目标所替代。Kung 和 Chen( 2011 ) 讨论了大跃进

中地方政府激进行为的制度根源，认为在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中，为了谋求晋

升，官员必然实行上级偏爱的政策而忽略民众需求，同时，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

制约及制度设计缺乏纠错机制，官员没有受到激励解决其激进行为所带来的一

系列负面问题。Ｒan( 2013) 通过田野工作和文件分析，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环境

政策与地方政府执行效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发现中央政府提供给地方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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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其环境政策的激励( 政治、财政以及道德感) 超过了如实

执行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政策执行的差异。Jia( 2014 ) 认为中国的

环境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地方政府面临的政治激励所解

释。Jia 和 Nie ( 2015) 发现，当煤矿由地方政府监管时，政府有激励与企业合

谋，结果带来了更高的矿难死亡率。

本文将上述讨论扩展到义务教育政策研究。学校撤并是过去 10 年中国农

村义务教育领域最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其规模、速度和政策影响都值得我们关

注。然而，针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从地方政府激励的角度进行

讨论。既有的研究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地方政府财力不

足导致义务教育支出不足，进而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发达状况( 王蓉，2003;

曾满超和丁延庆，2003; 王蓉和杨建芳，2008; 李祥云和陈建伟，2010; 林江等，

2011) 。乔宝云等人( 2005) 以及平新乔和白洁( 2006)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财政

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在分权改革过

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愈加困难的趋势。

财政分权和权责不等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发展投

入不足。一方面，如果政府加大投入，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状况理应得到改善，

但是一些对“新机制”改革效果进行评估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范先佐和

付卫东，2009; 范丽萍和李祥云，2010; 孙志军等，2010; Ding et al． ，2016) ; 另一

方面，财政投入并不是教育发展的唯一要素 ( Hanushek，2003 ) ，即便如此，来

自国外的研究反而认为支出分权促进了教育发展( Faguet，2004; Barankay and
Lockwood，2007) ，甚至，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也是认为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

品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Tiebout，1956; Besley and Coate，2003) 。当然，发展

中国家缺少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或者腐败的存在，以及其

政策可能更强调公平而非效率等情形增大了分权供给公共品的成本，使得财政

分权并不一定有效 ( Treisman，2000; Bardhan，2002; Ｒeinikka ＆ Svensson，

2004; Fan et al． ，2009) 。

在新近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激励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李小

土等( 2008) 认为单纯强调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并不能解释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

差异，将财政投入的责任进一步上移也未必能解决农村教育的核心问题，需要

先理解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与变迁逻辑，才能分析农村教育财政制

度、教育管理与教育绩效之间的关系。孙志军等( 2010 ) 对“新机制”的改革效

果进行了估计，认为改革对于经费投入的总量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主要是

因为在增加中央转移支付的同时，未能控制地方政府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

努力程度。傅勇( 2010) 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角度，认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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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物品供给“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并非因为财力不足，而是缺少提供

的激励。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以晋升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对于发展义务教育而

言，并不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设计之间的冲突，使得

地方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激励不足，以及只关心可以量化评估的政策目标( 周

黎安，2008) 。

具体到学校撤并，在国内的研究中，郭建如( 2005a) 较早地开始分析农村

学校撤并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乡村政权、社区村庄实力和学校系统之间的复

杂关系使得学校撤并不仅仅是对效率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地图上的规划，而是

渗透着权力斗争的教育政治过程。Zhao ( 2011 ) 分析了将农村学生转移到城

镇寄宿制学校的政策执行利益相关者: 中央政府作为政策发起者，地方政府作

为执行者，以及社会作为消费者。而且发现农民和学生作为布局调整政策的消

费者，无论在政策的形成过程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只是被动地参与了政策调整。

邬志辉和史宁中 ( 2011 ) 详细总结了过去十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进

程，也发现学生、家长、老师的利益诉求在学校撤并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这

与国外的改革有所不同。尽管同样是基于财政压力和学龄人口减少的原因，加

拿大安大略省 2006 年开始的学校关闭政策要求学校董事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考虑本地社区的意愿 ( Fredua-Kwarteng，2005; Irwin，2012) 。而在美国的学校

撤并中，本地居民的种族和收入异质性是学区和学校数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其

原因在于居民偏好的异质性增加了其抵抗学区和学校撤并的可能性 ( Kenny
and Schmidt，1994; Alesina et al． ，2004) 。

Bray ( 1987) 发现在学校撤并中，各国均把教育教学目的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Fischel ( 2010) 总结说，美国的学区合并既不是国家的创造物( Creatures of
the State) ，也不是地理上的偶然( Accidents of Geography) ，而是农村的“单间校

舍学校”( one-room school) 的教育质量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那些来自“单间

校舍学校”的毕业生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高中，家庭的需求以及因为无法吸引

到购房者而造成房价下跌的威胁使得选民同意合并学区。Brasington ( 1999 )

发现人口和财产值是决定两个相邻学区是否合并的最重要原因，规模差异大的

两个学区容易合并，而两个中等规模的学区合并则比较困难。Duncombe 和

Yinger ( 2007) 则认为学校撤并通常是为了能够实现规模效应的经济效率的缘

故，将同样的教育管理支出覆盖更多的学生，同时不降低教育质量。Gordon 和

Night ( 2009) 的研究讨论了为什么一些学校被撤并了，而另一些小规模学校留

了下来，他们检验了规模经济、学区异质性和州政府、财政激励等因素对学校撤

并的影响。如同 Howley 等( 2011) 所反思的一样，尽管是出于财政效率和提高

教育质量的目的进行学校撤并，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人口、地方政治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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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撤并不能完全达到其政策目标，并建议不要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而是因

地制宜 ( case-by-case) 讨论合并或者分拆学区。

在中国，由于农村学龄人口的减少和学校布局分散，地方政府同样有动力

通过关闭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来集中资源，实现规模效应，进而减轻税费改革

以来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集中人事和行政管理权力 ( Zhao and
Parolin，2011) 。同时，由于学校撤并政策有诸多配套政策，地方政府也有动力

通过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从而获取更多转移支付资金 ( Zhao，2011) ①。雷万

鹏和张婧梅( 2010) 详细考察了各地的学校撤并政策文本，认为地方政府在学

校撤并的过程中过于推崇规模效益，学校规模、服务人口与服务半径成为决定

一个学校是否被撤并的重要指标，其中“由于在校生规模是一个较易量化和操

作化的指标，大部分地区撤并学校都是以在校生规模是否‘达标’为评判依

据”②。雷万鹏( 2010) 使用省级数据对影响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变化的因素进行

了回归分析，尽管其估计方法存在问题，但是也发现了一些符合直觉的结论: 学

生数量的变动带来的“自然型调整”和“政策型调整”是农村学校数量迅速减少

的两个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投入差异越大，学校数量减少得越快，其逻辑在于城

乡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农村学生到城镇学校择校借读从而影响了农村生源数

量。李祥云和祁毓( 2012) 使用省级数据估计了学校规模的影响因素，认为在

2001 年之前，中小学学校规模的扩大更多的是由适龄人口变化所引起的; 而在

2001 年之后，则主要是教育决策者追求学校规模优势而大幅减少学校数———
“撤点并校”政策所导致的。

三、理论解释

本文旨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积极( 以至于过度) 执行中央政府的农

村学校撤并政策。如前所述，历史、地理、人口等差异并不是农村学校撤并政策

执行力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考虑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一般激励结构。地方政府执行任何一

项中央政策，都会拥有政治晋升的激励，为什么有的政策地方政府并不会热衷

①

②

其中与学校撤并政策最密切相关的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2004 年到 2007
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100 亿元，帮助西部地区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

学校。
雷万鹏和张婧梅( 2010) 的研究发现，近 90% 的政策文本将“学校规模”、“服务人

口”和“服务半径”视为学校撤并核心指标，办学历史、学校教育质量、学校设施状况、儿童上

学距离、上学时间、交通便利度、区域文化等因素在政策文本中极少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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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执行，而有的政策地方政府极其热衷于执行呢? 一方面，并不是每一项政策

都带来足够的政治激励效果，政策目标模糊、政策效果不易测度以及政治网络

对政治竞争的影响，都会影响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地方

政府考虑本地利益的时候，如果中央政策对本地利益影响为负，地方政府将会

降低执行中央政策的努力程度; 而当中央政策对本地利益影响为正时，地方政

府的努力程度将会超过只考虑政治晋升激励的最优水平，从而带来“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的政策执行扭曲。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解释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

策时而不积极( 如环保、矿难治理) 、时而积极( 如学校撤并) 的情形。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异质性首先体现在政治竞争激励。Guo ( 2009 )

认为县级政府官员们倾向于通过对可见的、可量化的大型开发项目投资来向上

级政府展现经济和政治绩效。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邀政绩，层

层加码，以求超额完成任务”，例如提出“三年任务，一年完成”①，“省教育厅要

求各地结合实际在三至五年内完成中小学布局调整及相关的改危、改薄工作，

而我市的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力争两年”，“全省有小学 13372 所，今年必须

调整到 9000 所以内”②等富有运动式色彩的要求。同时，“布局调整”成为一些

地方政府的年度考核目标。在学校撤并过程中，还有地方政府采用目标责任制

和奖惩制③。郭建如( 2005b) 发现应聘上岗的学区校长撤并农村小学的积极性

比乡镇政府官员高，这也与政治竞争的逻辑相一致。

异质性也体现在对地方利益的偏好。渠敬东等( 2009) 认为地方政府作为

利益主体的角色和追求独立利益的行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日益增强，成为我们理

解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央 － 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农村学校撤并与地方政府的

城市化( 城镇化) 目标不谋而合，以“学校进城”来推动“农民进城”的动机是一

①

②

③

http: / /www． jyb． cn /gb /2003 /12 /24 /zy / jryw /2． htm． 徐光明: 《中国教育报》2003 年

12 月 24 日第 1 版，2013 年 6 月 4 日访问。
http: / /news． sina． com． cn /c /2003 －07 －03 /1621314492s． shtml，2013 年 6 月 4 日访问。
如“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工作实行政府、教育双线包干责任制。县主要领导、

乡镇长、村委干部分别包干到片、乡、校，教育系统主要领导、科室负责人、中心校长、学校校

长分别包干到片、乡、校。政府线主要负责财务移交、资产重组、动员群众等工作; 教育线主

要负责学生转移、教师分配、教学安排等工作。行政教育双线包干，各司其职，明确责任，签

订目标责任书，县政府加大工作督查，奖优罚劣”。( 《2008 年睢县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

实施意见的通知》，睢政办［2008］46 号，2008 年 8 月 25 日) “从现在起，各位校长要集中精

力谋划本乡镇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按照要求，对照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地完成。每年市对

县的责任目标都要考核，并在全市排名通报，为此各位校长要超前谋划，能提前撤并的就提

前撤并”。( 《原玉芹同志在“我的岗位与温县发展”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http: / /
www． wxjyj． com /newsInfo． aspx? pkId = 5294，2013 年 5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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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农村学校撤并的重要激励①。此外，地方政府推行学校撤

并能够实现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减少教师数量来达到减少教育经费支出、方便

教育管理的目的，进而缓解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压力。学校撤并过程中的基建建

设、人事调整也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好处②。

异质性还体现在政策成本上。学校撤并并非没有阻力，最重要的阻力来自

于学生家长，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家长对上学远、不方便问题的关注。然而，

我们已经举例说明了地方政府有办法来化解类似阻力。还有一些潜在因素也

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推行学校撤并的阻力。邬志辉( 2010) 发现两个只有一街之

隔的学校由于宗族矛盾而无法合并。Tsai ( 2007) 发现在中国农村，地方官员

会受到寺庙、教堂、宗族等本地利益集体的非正式影响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

这与 Liu 等( 2012)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认为村庄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显著降

低了农民的税费负担。

与新中国的农村教育史相对照，类似于过去十年学校撤并的运动式改革并

非偶然。1958 年大跃进时期“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和文革期间“学不出

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学校扩张与学校撤并的结果相反，但逻辑却惊

人相似 ( Hannum，1999; 杨 东 平，2006 ) 。例 如，1970 年，湖 北 省 文 教 局 在

《1971 － 1975 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大力发展高

中教育，到 1975 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

长，到 1976 年，全省中学达 17949 所，为 1965 年 875 所的 20． 5 倍，其中高中

4029 所，为 1965 年 147 所的 27． 4 倍( 熊贤君，2003: 255) 。

四、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学校数据来自 1998 年至 2011 年县级层次的《中国教育经费

统计年鉴》，县级经济社会数据来自《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包

①

②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 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

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 506 个自然村的 8． 9 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
城 4 镇 82 个中心村’来。‘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
( 陈薇:《“撤点并校”十年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年》，《中国新闻周刊》，

2012 年第 7 期)

“省教育厅还将拿出 1 亿元用于推进布局调整工作，对于苏北及苏中少数困难县，

按照 2000 年底学校数计算，撤并 1 所小学补 3 万元，撤并 1 所初中补 6 万元，撤并 1 所高中

补 10 万元。”http: / /news． sina． com． cn /c /2003 － 07 － 03 /1621314492s． shtml，2013 年 6 月 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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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9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全部区县( 不含重庆、西藏、港澳台) 。尽管存在地级

市政府和省级政府统一规划的情况，学校撤并政策的具体执行是“以县为主”
的，因此影响学校撤并的最直接的地方政府激励应该是来自县级层次的。

本文使用的样本包含了 1998 年至 2011 年拥有农村小学的县级观测值。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去掉了所有城区学校样本。我们以 2011 年

的县级单位规划为准，仅保留在 14 年样本区间中全部存在的平衡样本，涉及到

三类地区调整: 县级单位撤销或者升级; 县级单位合并; 前述两个数据合并过程

中的缺失。上述样本缺失与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并不相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认为是随机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结果并没有太大变

化。最终，我们从教育经费数据中的农村县 27956 个原始观测值中去掉了 6%
的观测值，最终使用的样本有 26278 个观测值( 1877 县和 14 年) 。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里没有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一

方面，对一贯制学校的统计始于 2006 年，之前年份并没有明确归类统计; 另一

方面，九年一贯制学校通常被统计入初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被统计入高中。
由于一贯制学校所占比重非常小，是否包含一贯制学校对结果没有影响。同

时，我们也只保留了地方教育部门办学的农村普通小学 ( 不包括县城小学、民

办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 。
本文的关键结果变量来自《教育经费统计报表基层表》中的“机构数”，只

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独立设置的完全小学、中心校、村小学。小学附设的

教学点( 巡回点、延伸点等) 不计入校数。

图 1 全国农村小学学校数和学生数变动( 199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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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样本数据展示了 1998 年至 2011 年全国农村小学学校数和学生

数的变动趋势。和表 1 使用教育部统计数据的结果类似，在样本的 14 年区间

里，全国农村小学生数量减少了 38． 93%，而农村小学数量( 不包括教学点) 减

少了 61． 4%，远远超过学生数变动的幅度。图 1 展示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小

学学校数和学生数变动差异的拉大正是始于 2001 年，这一轮农村学校撤并政

策的开始; 这个拉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样本的最后一年。

图 2 农村小学学校数变动( 1998 －2011，分省)

图 2 则展示了样本数据里分省的农村小学学校数变动趋势。实线是学校

实际数量，如同在引言和理论解释部分所提出的，各省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虚线使用农村小学学生数对学校数进行调整( 回归残差) ，与实线进行比较，学

校数的变动并不能完全由学生数的变动解释。为了验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我

们与省级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生成的图具

有几乎一样的变动趋势。

五、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目的是尽可能确认地方政府的激励对学校撤并的因果效应。

与前一章的理论解释相对应，我们使用单层次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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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λt + Eit × β + Xit × γ + μi + εit ( 1)

其中，Yit代表在 t 年 i 县的农村小学数量①。Xit包括了随不同县而变化同时也

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为解决控制变量与结果变量同时变化( 同一年) 的问题，

我们采用滞后一年的数值。λ t 衡量了年份固定效应，而 μi 则代表了县级固定

效应。εit是不可观测的误差项，假定省际残差项不相关，我们将残差项聚集在

省层面 ( Bertrand et al． ，2004; Cameron and Miller，2015) 。
Eit是一系列代表地方政府激励的变量，β 即是本文所关心的地方激励对学

校撤并的影响。根据理论解释框架，地方政府的偏好、政府间努力程度的相互

影响、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政策本身的好处以及政策

的成本是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努力程度的内生变量。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

变量都难以直接观测到，本文的实证目标即是使用可得的数据和特定的识别假

设，尽量拟合出前述逻辑假设。

模型( 1) 的识别假设是，类似于连续干预变量的双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
in-differences)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年份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和随

不同县而变化同时也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 ，Eit所表示的地方政府激励变量变

动外生于结果变量即小学数的变动。其一，激励变量( 如下面详细讨论的财政

分权) 对小学数变动的影响，不通过其他不可观测的渠道。我们认为这个假设

是合理的，因为学校撤并政策是中央突然宣布开始进行的，以及激励变量使用

的是相较于教育发展更一般的政府偏好，农村小学数变动反过来对地方政府行

为的影响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 。其二，我们控制的是

滞后一年的变量，即前一年的地方政府激励变量对当年农村小学数变动的影

响，使得我们的假设更有可能成立。

我们考虑的第一个激励变量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捕获地方政府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文献中常用支

出指标、收入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标，陈硕和高琳( 2012) 发现财政自主度指标

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有积极作用。我们使用县级的财政自主度( 本级预算内收

入与预算内支出的比值，通常本级预算内收入和转移支付共同构成了预算内支

① 采用学校数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结果一致，为便于直观解释系数值，本文主要汇报

使用绝对数量作为因变量的结果。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2) 提出学校撤并系数来衡量学

校减幅和学生减幅之间的关系，撤并系数 = ( 学校数减幅 － 学生数减幅) /学生数减幅，其实

际意义在于同时期学校数量减幅超过在校生数减幅的倍数。但是考虑到学校撤并数量与

学生数关系不是线性进行的，该指标并不能准确地衡量出学校撤并政策，比如当学生数变

动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即使学校数变动也很小，同样可能计算出来非常高的系数，或者学生

数与学校数变动方向不一致时出现负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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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指标来控制省内财政分权的影响，该指标衡量县级财政在多大程度上依靠

本地经济增长，那么该指标越大，县级政府学校撤并的激励越强。陶然和刘明

兴( 2007) 提出，如果经费更多来自于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更有可

能迎合上级政府的偏好，而非注重本地需求。为了剥离绝对财政状况对估计可

能造成的偏差，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县级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城镇化( 城市化) 也是地方政府撤并农村学校的重要激励。我们使用农村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县级城镇化水平。农村人口比重越高，地方政府越有可

能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并在“学校进城”推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获得本

地利益( 如土地财政收入) 。然而，与财政分权变量不同( 主要是上下级政府的

预算安排决定) ，城镇化激励更有可能受到本地政府的内生偏好的影响( 如新

任领导的发展规划) ，因此，本文报告的城镇化激励的影响的估计可能存在偏

误。Wang 和 Ye ( 2016) 使用自然实验研究设计，证实了城市化激励是这一时

段农村小学被过度撤并的重要原因。

在模型( 1) 中我们考虑的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学校规模。在各类政策文本

中，学校规模是一个学校是否被撤并的重要指标。雷万鹏和张婧梅( 2010 ) 指

出，“由于在校生规模是一个较易量化和操作化的指标，大部分地区撤并学校

都是以在校生规模是否‘达标’为评判依据”。本文使用的县级数据，并不能测

算个体学校的规模。因此我们使用生师比作为规模的测量变量，假定生师比越

大的学校规模越大。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农村小学、教学点被撤并的原因即是

生源下降导致生师比下降; 而城区学校因为生源增加导致生师比上升①。

上述三个解释变量均是县级层面的滞后一年变量。我们考虑的第四个影

响因素政治激励，则是省级层面的滞后一年变量。我们控制了前一年省内农村

小学数的年度平均变动率作为相对绩效评估的工具。对于县级政府而言，省内

其他县市执行学校撤并政策的努力程度对自身是一种很强的激励。由于省内

平均学校变动率受到省级变量的影响，我们不需要再控制其他省级变量，当然，

这有可能会使得我们将其他省级变量的影响错误地归因于相对绩效考核。为

减少这个潜在的估计偏差，我们构建了第二个代理变量，相对于 1998 年的农村

小学数，前一年省内农村小学数的累积平均变动率。累积变动率捕捉了省内的

共同趋势，减少了所有随时间变化的省级变量对估计的影响。总之，省内平均

变动率( 年度和累积)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包括前述三类县级激励

① “砀山县审计局对全县 2009 年度教育经费绩效情况开展了审计调查，调查发现: 农

村中小学师生比过大，造成了教育资源的相对浪费……建议置换资产、撤并规模较小的学

校”。http: / /www． szsjj． gov． cn /View． aspx? id = 4151，2016 － 10 － 16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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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与本县的小学数变动的关系应当是外生的，因而我们能够在较大程度

上刻画出政治激励对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0． 235 ( p ＜ 0． 001) 。

最后，我们考虑教育经费的影响。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合并学校实现教

育经费的规模使用的一个动机即是教育经费的不足。Chan 和 Harrel ( 2009 )

在 2000 年对四川省一个县的实地调查发现，有可靠的外部资金支持的乡村学

校在撤并中得以保存，而那些严重缺乏资金的学校则更有可能被撤并。我们以

1998 年的学校支出为基准，构建“干预组”为 1998 年生均支出为省内最低 25%

的县;“对照组”为其余支出较高的县。通过比较两组县在 1998 － 2011 年间

的学校数的变化，我们可以估计出教育经费差异对学校撤并执行结果的差异的

影响。

在模型( 2 ) 中，Di 表示“干预组”的虚拟变量，T 是年份的线性趋势( 1998

年为 0，2011 年为 13) ，δ 估计的是平均每一年“干预组”的县的农村小学数相

对于“对照组”的变动。为了刻画出逐年变动趋势，我们可以将 T 扩展为年份

虚拟变量 δt，因而比较的是每一年 t 的相对变动。与模型( 1) 相比，模型( 2) 更

不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偏误，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1998 年( 撤并政策开始

之前) 的变量进行分组，而撤并政策本身是外生的。

Yit = λt + Eit × β + Di × T × δ + Xit × γ + μi + εit ( 2)

教育经费受到地方政府财力和发展教育努力程度的共同影响，具体地针对

发展教育努力程度，我们构建了第二个指标。与支出水平的趋势惯性相比，努

力程度可能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使用 1998 年的分类可能并不完全包括努力

程度的真实影响。我们使用 1998 年 － 2011 年的数据，估计每一年本文使用的

全部控制变量( 包括前述三类县级激励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当年值) 和生均

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而得到估计的残差项。我们认为，残差项在一定程度

上捕捉了县级政府发展农村教育的努力程度。例如，两个财政能力相同( 包括

模型中的其他因素) 的两个县，生均支出更高( 残差项更大) 的县有相对更高的

努力程度。为减少与教育经费“干预组”的共线性，我们将残差项为省内最高

25%的县设定为“干预组”。如果经费处于最低 25%的县更有激励撤并农村学

校，那么努力程度处于最高 25% 的县将相对较少地撤并农村学校。1998 年，

481 个处于经费“干预组”的县中，有 34 个县属于努力程度“干预组”。类似地，

为了减少同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滞后一年的数值。

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一系列关键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数( 农村学校撤并的

直接动因) 、总人口数、乡镇数等人口、地理特征; 人均 GDP、财政收入占 GD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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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经济、财政状况; 以及医院床位数( 代理县级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偏好) ①。

还有一些变量如地形条件、土地面积、革命老区、边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等随

时间不变的变量，并不能被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来，因而未被包括进回归模型

之中。一方面，我们检验了将其他可得的县级经济社会变量 ( 如各产业比重、

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电力消耗等) 加入模型的结果，对系数估计几乎没有影

响; 另一方面，上述随时间不变的变量，可以通过与年份的交互项的方式( 不同

的时间趋势) 加入模型，但上述变量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而略去。

六、估计结果

表 2 报告了模型( 1) 的基本估计结果。第( 1 ) 列和第( 2 ) 列只包含了年份

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展现了这一时期内中国农村小学撤并的总体时间趋

势。第( 1) 列包含了 1998 － 2011 年样本; 而第( 2) 列去掉了 1998 年样本，与后

续加入滞后一年控制变量数值的样本所匹配。与图 1 中的全国加总数据一致，

农村小学数逐年非常迅速地减少，在 1998 年平均每县 237 所农村小学的基础

上，平均每年减少约 10 所小学; 而减少幅度最大的 2001 年，减少了约 20 所学

校。这一基本描述统计情况印证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农村学校撤并研究的结论，

2001 年之后政策驱动的效应非常显著。

表 2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解释变量

财政自主度( % ) 0． 295 0． 070

( 0． 211) ( 0． 221)

农村人口比重( % ) － 0． 277* － 0． 218*

( 0． 160) ( 0． 126)

① 2006 年 5 月，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财政厅印发《陕西省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指导

意见》，于 2006 年开始实施新一轮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要求“关中及平原地区，覆盖

人口在 2 万人以上的乡镇，原则上设 1 所初中; 陕南、陕北及山区，覆盖人口在 1． 5 万人以上

的乡镇，原则上也只设 1 所初中。而小学方面: 关中及平原地区，原则上一个乡镇设置 1 所

中心小学和 1 － 4 所完全小学，陕南、陕北及山区，原则上一个乡镇设置 1 所中心小学和 1 －
3 所完全小学。要求经济条件较好的县，于 2008 年前完成; 相对较差的县到 2010 年完成。”
从上述政策文本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变量的设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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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农村小学生师比 14． 004 14． 516

( 22． 013) ( 19． 622)

控制变量

农村小学学生数 0． 002＊＊＊ 0． 002＊＊＊

( 0． 000) ( 0． 000)

总人口( 万) － 0． 249 － 0． 746

( 0． 594) ( 0． 584)

乡镇数 2． 324＊＊＊ 2． 169＊＊＊

( 0． 593) ( 0． 530)

人均 GDP 对数 － 24． 081* － 14． 875*

( 12． 733) ( 7． 581)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 0． 878 － 0． 292

( 0． 882) ( 0． 347)

医院床位数 22． 298 － 15． 396

( 43． 440) ( 29． 280)

1999 年 － 12． 250＊＊＊

( 2． 893)

2000 年 － 24． 304＊＊＊ － 12． 054＊＊＊ － 12． 013＊＊＊ － 5． 383*

( 5． 379) ( 3． 037) ( 2． 857) ( 2． 929)

2001 年 － 44． 202＊＊＊ － 31． 953＊＊＊ － 31． 913＊＊＊ － 18． 570＊＊＊

( 7． 285) ( 5． 627) ( 5． 224) ( 4． 974)

2002 年 － 60． 799＊＊＊ － 48． 549＊＊＊ － 48． 536＊＊＊ － 28． 520＊＊＊

( 8． 280) ( 6． 760) ( 6． 371) ( 5． 823)

2003 年 － 72． 261＊＊＊ － 60． 011＊＊＊ － 59． 984＊＊＊ － 33． 316＊＊＊

( 9． 437) ( 8． 001) ( 7． 194) ( 6． 618)

2004 年 － 82． 735＊＊＊ － 70． 485＊＊＊ － 70． 431＊＊＊ － 37． 128＊＊＊

( 10． 299) ( 9． 145) ( 8． 100) ( 6． 806)

2005 年 － 95． 400＊＊＊ － 83． 150＊＊＊ － 83． 056＊＊＊ － 43． 109＊＊＊

( 11． 425) ( 10． 326) ( 8． 775) ( 6． 599)

2006 年 － 106． 065＊＊＊ － 93． 815＊＊＊ － 93． 733＊＊＊ － 47． 132＊＊＊

( 12． 469) ( 11． 589) ( 9． 893) ( 6．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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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2007 年 － 113． 804＊＊＊ － 101． 555＊＊＊ － 100． 653＊＊＊ － 47． 716＊＊＊

( 13． 361) ( 12． 531) ( 9． 791) ( 6． 729)

2008 年 － 121． 914＊＊＊ － 109． 664＊＊＊ － 109． 435＊＊＊ － 49． 560＊＊＊

( 14． 200) ( 13． 521) ( 11． 304) ( 6． 699)

2009 年 － 129． 892＊＊＊ － 117． 642＊＊＊ － 117． 769＊＊＊ － 50． 887＊＊＊

( 14． 974) ( 14． 393) ( 12． 333) ( 6． 604)

2010 年 － 139． 467＊＊＊ － 127． 217＊＊＊ － 127． 063＊＊＊ － 53． 742＊＊＊

( 15． 341) ( 14． 906) ( 13． 035) ( 6． 951)

2011 年 － 145． 280＊＊＊ － 133． 030＊＊＊ － 132． 959＊＊＊ － 52． 984＊＊＊

( 15． 543) ( 15． 149) ( 13． 393) ( 7． 082)

常数项 236． 621＊＊＊ 224． 371＊＊＊ 181． 826＊＊＊ 205． 683＊＊＊

( 9． 424) ( 9． 163) ( 7． 862) ( 7． 965)

省* 年度趋势 No No No Yes

观测值 26278 24401 24401 24401

Ｒ-squared 0． 333 0． 317 0． 403 0． 475

县数 1877 1877 1877 1877

注: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进行了均值中心化; 有缺失

值的变量被编码为 0，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

模型的 Hausman test 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 1) 列的对照年份为 1998 年; 其

余列的对照年份为 1999 年。括号里报告的是省聚类稳健标准误。＊＊＊p ＜ 0． 01，＊＊p ＜

0． 05，* p ＜ 0． 1。

第( 3) 列包含了三类使用县级数据的解释变量。与理论解释相一致，县级

财政自主度对学校供给有促进作用，县级财政支出中来自本级收入的比重每增

加 1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县少撤并 3 所农村小学。然而这个影响

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 较大的标准误) 。与 Wang 和 Ye
( 2016) 的发现一致，城镇化的激励也是推动地方政府积极执行学校撤并政策

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农村人口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县域内农村人口比重每

增加 10%，该县多撤并 2． 8 所农村小学。县级平均农村小学生师比和学校数

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学校被撤并的可能性越低，证实了各类文件和报道中

所揭示的，规模效应是地方政府撤并农村薄弱学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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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标准误较大，回归系数并不显著①。第( 4) 列加入了省级的年度趋势，

用以控制不可观测的省级影响因素( 如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撤并政策规划或

者政策执行力度) ，结果非常稳健。

表 3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 相对绩效考核的影响)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 5)

解释变量

省级撤并系数 1( % ) － 0． 866＊＊＊ － 1． 008＊＊＊ － 0． 083

( 0． 269) ( 0． 296) ( 0． 116)

省级撤并系数 2( % ) － 2． 559＊＊＊ － 2． 204＊＊＊ － 2． 174＊＊＊

( 0． 336) ( 0． 331) ( 0． 320)

财政自主度( % ) 0． 277 0． 221 0． 220

( 0． 211) ( 0． 178) ( 0． 179)

农村人口比重( % ) － 0． 289* － 0． 225* － 0． 226*

( 0． 157) ( 0． 122) ( 0． 122)

农村小学生师比 17． 009 29． 572 29． 610

( 23． 748) ( 34． 887) ( 34． 871)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Ｒ-squared 0． 324 0． 412 0． 391 0． 455 0． 455

注: 观测值: 24401( 县: 1877)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

进行了均值中心化; 有缺失值的变量被编码为 0，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省

级撤并系数 1 为相对于前一年，当年学校数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 省级撤并系数 2 为相对于

1998 年，当年学校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Hausman test

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 ( 1 ) 列的对照年份为 1998 年; 其余列的对照年份为

1999 年。括号里报告的省聚类稳健标准误。＊＊＊p ＜ 0． 01，＊＊p ＜ 0． 05，* p ＜ 0． 1。

表 3 考虑了政治竞争对学校撤并政策执行的影响。政治竞争的激励有助

于我们从各级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第( 1) 列中，我们

控制了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数变动率作为相对绩效评估的工具，发现其对

农村学校撤并的影响非常显著。省级撤并系数 1 为相对于前一年，当年学校数

① 如果使用未经调整的标准误或者县级稳健标准误，上述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文

献中的类似研究如果不调整标准误，可能会得出显著影响的错误结论。当然如果使用学校

层面或乡镇层面的数据，由于样本量的增大，上述由于较大标准误而不显著的系数可能会

在统计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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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比例的相反数。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每减少 10%，当年本县多撤

并 8． 7 所农村小学。这个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和控

制变量后，相对绩效评估的影响仍然存在，前一年省内平均农村小学每多减少

10%，当年本县多撤并 10 所农村小学。同时，第( 2) 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

省级撤并系数之后，之前的三个县级数据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没有大的变化，说

明变量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此外，我们使用去掉本县数据的撤并系数 ( “leave

one own out”) 的结果也非常一致，这是因为一个县的学校数对全省的学校总

数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为减少省内年度趋势带来的潜在估计偏差，我们在第( 3) 列使用了第二个

省级撤并系数的代理变量。相对于 1998 年的农村小学数，前一年省内农村小

学数的累积平均变动率。结果也非常相似，第( 4) 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前一年全省平均农村小学相较于 1998 年每减少 10% ( 每

县约 24 所学校) ，本县减少约 22 所学校。第( 5) 列同时加入了两个代理变量，

由于二者之间的高度共线性，更起激励作用的还是累计撤并比例。上述发现的

实际含义是，如果全省其他县在前一年撤并了更多学校，本县滞后一年基本上

可以追赶上进度。在实际的案例和各类文件中，诸多的“目标责任考核制”的

内容，与我们的实证发现相一致①。

表 4 农村小学学校撤并的影响因素( 教育经费的影响)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 5)

解释变量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年度趋势 － 3． 432＊＊ － 1． 977*

( 1． 457) ( 1． 112)

“经费努力程度”Q4 3． 099

( 3． 021)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0 － 2． 293 0． 792 0． 800

( 3． 481) ( 3． 305) ( 3． 310)

①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

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 8 所，怎么还不撤啊? 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

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 5 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

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陈薇: 《“撤点并校”十年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

年》，《中国新闻周刊》，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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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 5)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1 － 14． 798 － 10． 447 － 10． 517

( 9． 126) ( 8． 358) ( 8． 403)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2 － 20． 431 － 15． 925 － 15． 828

( 12． 777) ( 12． 551) ( 12． 406)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3 － 28． 310＊＊ － 21． 792* － 21． 542*

( 13． 084) ( 12． 674) ( 12． 459)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4 － 29． 462＊＊ － 20． 977 － 20． 713

( 14． 257) ( 13． 079) ( 12． 844)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5 － 29． 171＊＊ － 19． 441 － 19． 077

( 13． 489) ( 11． 950) ( 11． 627)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6 － 33． 273＊＊ － 21． 819 － 21． 276

( 15． 755) ( 13． 860) ( 13． 442)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7 － 39． 099＊＊ － 25． 874* － 25． 311*

( 15． 716) ( 13． 052) ( 12． 591)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8 － 39． 659＊＊ － 24． 981* － 24． 282*

( 15． 969) ( 13． 347) ( 12． 762)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9 － 40． 083＊＊ － 24． 443* － 23． 495*

( 16． 873) ( 13． 734) ( 13． 014)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10 － 41． 165＊＊ － 24． 731 － 23． 765

( 19． 828) ( 15． 995) ( 15． 266)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11 － 40． 997＊＊ － 23． 408 － 22． 301

( 19． 910) ( 15． 663) ( 14． 866)

省级撤并系数 1( % ) － 0． 079 － 0． 078 － 0． 078

( 0． 116) ( 0． 116) ( 0． 117)

省级撤并系数 2( % ) － 2． 177＊＊＊ － 2． 179＊＊＊－ 2． 181＊＊＊

( 0． 320) ( 0． 320) ( 0． 320)

财政自主度( % ) 0． 208 0． 206 0． 183

( 0． 170) ( 0． 168) ( 0． 155)

农村人口比重( % ) － 0． 205* － 0． 193 － 0． 170

( 0． 119) ( 0． 122) ( 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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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小学学校数

( 1) ( 2) ( 3) ( 4) ( 5)

农村小学生师比 29． 966 29． 753 29． 628

( 35． 223) ( 35． 302) ( 34． 985)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Ｒ-squared 0． 322 0． 456 0． 323 0． 457 0． 457

注: 观测值: 24401( 县: 1877)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皆为滞后一年数值，且在各个年份

进行了均值中心化; 有缺失值的变量被编码为 0，并在模型中加入缺失变量的虚拟变量。

1998 年生均支出 Q1 为虚拟变量，1998 年生均支出为省内最低 25% 的县取值为 1。对固定

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Hausman test 结果表明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 ( 1 ) 列的

对照年份为 1998 年; 其余列的对照年份为 1999 年。括号里报告的是省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 01，＊＊p ＜ 0． 05，* p ＜ 0． 1。

表 4 报告了模型( 2) 的估计结果。如前所述，如果表 2 和表 3 的结果仍然

存在潜在的( 但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 估计偏误，模型( 2) 的结论更加接近真实

的因果效应。前 4 列使用的“干预组”是 1998 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本省内最

低的 25%的县。第( 1) 列和第( 2) 列估计的是“干预组”相对于“对照组”的年

度趋势。控制前述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1998 年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在本省内最低的 25% 的县平均每年多撤并 2 所农村小学，在 10% 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教育经费的规模效应是学校撤并的

重要推动因素。

第( 3) 列和第( 4) 列将年度的线性趋势分解为逐年变动的系数，以此观察

“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差异出现的时段。我们在图 3 中展示了与第( 3) 列

相对应的估计系数和 90%置信区间。从 1999 年到 2000 年，学校撤并政策开始

之前，“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农村小学数的变动趋势没有任何显著差别，满

足 DID 设计中的平行趋势假设。2001 年撤并政策开始过后，当年“干预组”县

就多撤并了 10 所学校( 比较“1998 年生均支出 Q1* 2000”和“1998 年生均支

出 Q1* 2001”的系数，这个 10 所学校的减少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
“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差异在随后年份逐年扩大，直至 2004 年和

2005 年变动平缓。从时间线来看，这可能和 2004 年中央对过度撤点并校纠偏

有一定关系。《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作

的意见》( 2004 年 2 月 12 日，教基( 2004) 4 号) 提出“各地要遵循‘小学就近入

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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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经费对农村学校撤并的影响

然而在 2005 年到 2007 年之间，“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差异进一步

拉大。由于“干预组”县大多数在 2006 年开始接受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新机

制改革。这段时间的变动或与此有关。叶晓阳( 2013) 使用匹配后 DID 的方法

和 2006 年试点地区的样本，估计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新机制改革对农村小学

撤并的加速作用，发现“新机制”使得农村小学多撤并了约 6%。粗略估计，本

文发现“干预组”县和“对照组”县在 2006 年的差异约为 3%①。

直到 2011 年，“干预组”县多撤并了 41 所农村小学，在 5% 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在控制其他所有模型中变量的情况下，第( 4 ) 列显示“干预组”县和“对

照组”县在 2011 年相差 23 所学校，由于较大的标准误，在统计上不显著。

第( 5) 列加入了教育经费努力程度的变量，与预期相一致，根据我们的模

型预测出来教育经费努力程度在省内最高 25% 的县平均少撤并 3 所学校，尽

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加入教育经费努力程度的变量，其他结果并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

对于上述所有的估计结果，我们还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 1) 加入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两年和滞后三年的数值; ( 2) 加入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高阶( 2 － 4 阶) 形式; ( 3 ) 表 4 中的估计使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平衡“干预

组”县和“对照组”县的可观测的差异; ( 4 ) 利用滞后多年作为滞后一年的工具

变量，使用 IV-GMM 的方法; ( 5) 加入更多的( 不相关的) 控制变量，如各产业比

重、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电力消耗等; ( 6) 加入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十二年一贯

① 不控制其他变量，表 4 第( 3) 列，2005 到 2006 年减少 4 所学校; 表 2 第( 1) 列，2005
年平均每个县 140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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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校; 以及( 7) 分东中西部分别回归。限于篇幅，我们并未报告结果，因为结

果非常稳健。此外，我们还对农村初中做了相同的分析，也得到一致的结论。

相对于小学，初中学校数的变动相对平缓，但在过去十年间都在迅速减少。小

学学校的撤并强度、集中化程度比初中大得多，其原因在于初中原本较多分布

在县城和乡镇，且已经分布得相对分散。

七、小结

本文以 2001 年以来的农村学校撤并政策为考察对象，讨论地方政府在义

务教育改革中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针对农村学校撤并政策，地方政府在积极

执行政策以显示政治忠诚与能力、通过规模办学减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以及以

“学校进城”推动城市化等三个方面激励的高度统一，使得学校撤并政策被“过

快、过急、过度”实施，带来了一系列与中央政府政策初衷不一致的后果。我们

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上述结论。回答本文的标题，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激励，包

括财政分权、政治竞争、城市化、规模效应等，是导致农村小学数量在不同地区

出现“政策性减少”差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并不能细致地刻画出地方政府的全部激励，以及这些激励如何最终影

响学校撤并的政策执行。本文存在着诸多不足，待后续工作或者其他学者的补

充。首先，我们并没有考虑地区间的政策差异。不同的省份具有不同的规划和

政策力度，一方面这些学校撤并的省级规划来源于省级政府的激励，另一方面

这些规划又影响了省以下政府的激励和政策执行。缺少对中介作用变量的分

析，使得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学校撤并从省到县的具体过程。其次，作为地

方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激励，限于数据，我们没有更多地讨论其晋升激励和机

制。既然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展现政治忠诚和能力的平台，

那么执行学校撤并政策会对这些官员带来政治利益吗? 最后，本文缺少对地方

政府执行中央和上级政策的微观机制的深入分析。周雪光和练宏( 2012) 将政

府的控制权概念化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考察这三种权力

在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不同分配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这提示

我们还需要细致地考察学校撤并政策在类似过程中的变化。

本文使用学校撤并这一“政策实验”，通过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差

异来识别地方政府的激励及其行为逻辑，其理论讨论和实证发现将丰富以下三

个方向的文献。首先，在对学校撤并政策的研究上，国际上的主流研究主要讨

论了地区异质性、政府财政激励等对学区合并、匹配的影响，其影响机制的根源

在于 Tiebout 模型，决定权在于本地选民。本文呈现了一种政府直接以行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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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进行干预的方式，两种学校撤并方式的不同动机和执行过程，使得撤并后果

不尽相同。Wang 和 Ye ( 2016) 证实了在行政干预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选择

仍然受到 Tiebout 机制的影响。本文的工作为后续比较不同学校撤并方式的后

果提供一定参考，也有助于我们对一项影响如此广泛、如此深远的公共政策进

行深入评估。其次，有关公共教育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公共教育应该如何”，而

实证研究“往往聚焦于证实在各自理论框架下界定之公共教育功能的存在，虽

有实证研究的外衣，却往往未能真正解释公共教育”( 王蓉，2009 ) 。本文从地

方政府的激励入手，加入到“为什么‘公共的’的教育在不同国家、政府、地区又

如此不同”的讨论之中。最后，既有的“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地方政

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分析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 张军和周黎安，2008) ，而对地

方政府教育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较少，本文对此进行补充。
此外，从政策含义来讲，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学校撤并问题和

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上是非常迫切的，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叫停这一轮的大规模农

村学校撤并，但从长期来看，只要现行的制度约束和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不变，

暂时的减速并不会停止地方政府撤并的步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总结的“有的地方在学校撤并过程中，规划方

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的局面就不会彻底消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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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ave Some Local Governments Closed More Ｒ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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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local government’s incentive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rural school consolidation ( ＲSC) policy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ultra-large-
scale rural school closures 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since 2001 can partly be explained by local
government’s incentives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decen-
tralization． Using county-level educational finance statistics data and socio-economic statistics da-
ta，we demonstr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local incentives，includi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politi-
cal competition，urbanization and economies of scale，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iffer-
ences in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as a result of the rural school consolid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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