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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圆桌 

 

纵观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十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付卫东 
 

    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已经进行 10 年了——根据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

2008年 12月 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09年 1月 1日开始，我国率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实

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优先发展教育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

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如何客观评价 10 年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9月 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教育投入更多向教师倾斜，

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成效 

    与公务员工资联动 收入稳步增长 

    国际上普遍认为，教师工资应该同公务员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工资水平大致持平，这样才有利

于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稳定，避免优秀教师的大量流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国家公务

员从长远来看，将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物质待遇，对义务教育教师比较有利；其二，国家公务

员工资水平比较稳定，还有稳定的财政保障机制，与之相联动，有利于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的

稳步增长；其三，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教师工资如果低于公务员工资，会导致教师大量流失。 

    但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低于公务员工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指出，

2006年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教职工年均工资收入为 17729元和 20979元，分别比国家机关职

工收入低 5198元和 1948元。义务教育教师与公务员实际收入差距拉大，严重挫伤了义务教育教

师工作的积极性。 

    为此，2008年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

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指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规范后的津补贴水平，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人事、财政部门按照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确定。绩效工资总量随基本

工资和学校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公务员规范后津补贴的水平做出相应调整。” 

    为了进一步保证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保持一致，2018年出台的《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绩

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各地均要求按照《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的精神制定了类似的规定，有些地方还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义务教育教

师工资收入稳步增长。 

    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10年来，义务教育教师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均得到明显增长。

笔者比较了从 2010年到 2018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小学教师的名义工资自 2008年的

26258元增长到 2016年的 69031元，实际工资也由 2008年的 10873元增长到 2016年的 23808元；

初中教师的名义工资自 2008 年的 29889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73763 元,实际工资也由 2008 年的

12377元增长到 2016年的 23808元。 

    由此可见，改革 10年是自 1990年以来义务教育教师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均增长最快的时期，

义务教育教师在社会行业中的地位也从 2008年的第 12位增长到 2016年的第 8位。 

    县域内工资大致平衡 区域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要实现学校师资的均衡配置，就要消除教师收入的过大差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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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区域内不同学校教师收入的大致平衡。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同区域内不同学校之间教师收入差

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很多教师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一般白领，

成为高收入者。而由于受到当地财政实力的制约，不少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很低，甚至难以

维持其温饱生活，就是在同一地区，教师收入也差距悬殊。 

    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10 年来，各地政府要求将各种津补贴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纳入

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并将所需经费全额纳入财政保障，学校各种非税收入一律按照国家规定

上缴同级财政，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既有效解决了过去学校依靠自筹经费发放津补

贴所造成的学校之间收入差距问题，也有利于促进学校规范办学行为，集中力量做好教书育人工

作。 

    绩效工资向有突出贡献教师倾斜 提高该群体工作积极性 

    《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指出，在绩效工资分配中坚持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的原则，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 

    绩效工资改革后，这部分群体的绩效工资明显高于其他教职工。不仅如此，2018年《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发后，各地对班主任津贴、寄宿制学校教师津贴等作

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例如，河北省规定“班主任津贴标准不低于当地教师月平均绩效工资收入

水平的 25%”；山西省规定“按照不低于 500元/月的标准安排中小学班主任津贴专项资金”；广西

规定“奖励性绩效工资专设班主任、寄宿制学校教师津贴”。以上措施均有利于提高爱岗敬业教

职工工作的积极性。 

    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初步保证队伍稳定 

    为了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尤其是工作在乡镇以下乡村教师的积极性，《关于义务教育学校

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要对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的

学校予以倾斜，也就是实行农村教师津贴制度。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偏远地区乡村教

师工作积极性，2013 年国家开始在连片特困地区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2015 年出台的《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提出根据乡村学校的地理

位置和艰苦程度给予乡村教师差异化补贴。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划拨奖补资金 157亿元，实施

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其中 2018年 45亿元，惠及中西部 725个县 8万多所学校

127万名教师，补助最高每月达到 2000元。 

    事实证明，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设立，调动了广大农村教师工作积极性，激

励他们长期扎根基层，献身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二）问题 

    奖励性绩效工资不足 激励作用有限 

    2008年出台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的重要目标是发挥绩效工资导

向作用。但是，目前在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的构成中，奖励性绩效工资普遍比例较低，一般奖

励性绩效工资占教师收入的比例在 6%～10%之间，甚至有不少学校采取了平均分配的方法，不能

很好地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损害了那些工作量和实际贡献大的教职工的积极性。 

    城乡、地区间差距依然很大 “中部塌陷”现象值得关注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财政部门按照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确定，其总量随基本工资和学校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公务员规范后津贴

补贴的调整而调整。可见，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是随着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收入构成来看，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标准全国基本上是固定和统一的，

但绩效工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义务教育教师绩效

工资的差距。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困难，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普遍偏

低。 

    笔者通过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就地区泰尔系数及趋势来看，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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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显著低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出现“低工资，低平衡”

的“中部塌陷”现象。 

    教师和公务员工资差距依然存在 目标任重道远 

    从义务教育教师与公务员工资差距变动的趋势来看，2009年开始的绩效工资改革大幅缩小了

义务教育教师与公务员平均工资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之间工资的差距依然存在。2009

年至 2016 年，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和公务员的工资差距刚开始有所缩小，但后面还有进一步扩

大的趋势。 

    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不高 农村教师工作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根据各地的政策文本和 2010年到 2018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综合分析，义务教育

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10年间，农村教师津贴的比例仅占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的 8%～12%，其金

额每年大都不超过 8000元，甚至有部分地方每年不足 4000元，而且多年来变化不大。2013年开

始实施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标准大都是 300～600 元，仅占乡村教师工资收入的 10%左右，补

助数额太少。 

    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标准过低，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有限，如果它们不能对在

艰苦、偏远地区工作的教师起到补偿性作用，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优秀教师外流的问题，也难以

调动广大教师扎根农村偏僻地区、长期服务农村中小学的积极性。 

    缺少差异化设计 “一刀切”不利于教师队伍稳定 

    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教育行业的特殊特点及需求来制

定差别化的工资。 

    例如，我国义务教育中，音、体、美教师严重短缺正式成为制约农村素质教育发展的瓶颈。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编制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的教师结构性缺编，另一方面的是音、

体、美专业毕业生的机会成本更高，这些专业如果从事非教育行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

高的工资待遇。因此，支付音、体、美教师的薪酬不具有市场竞争力。 

    另外，在目前的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中，并没有对行政人员的工资进行差异化设计，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行政人员额外工资少，岗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有意将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一大块“蛋糕”切给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导

致“学校行政人员拿上限，后勤人员拿下限，普遍教师拿平均数”。这严重挫伤了包括班主任在

内的一线教师工作积极性，违背了教师绩效工资向“一线教师和作出突出贡献教师倾斜”的基本

原则。 

    （三）建议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稳步增长 

    首先，要根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两增一个不低于”，

即“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 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要求各

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两增一个不低于”政策，督促各级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其次，强化教育预算约束机制，各级政府要将新增教育经费优先用于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

经费支出，并将“三个增长”和“两个比例”纳入政府任期目标，作为考核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

的一项重要制度。 

    最后，建立教师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制定能保证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断增长的标准，保

持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与本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步增长，依法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

的提高。 

    明确各级政府责任 逐步建立“以省为主”保障机制 

    借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基本经验，建立“以省为主”的分项目、按比例的义务教育教

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其一，将基础性绩效工资作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重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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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性绩效工资则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其二，划分三类地区，分别确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原

则和比例。发达地区基础性绩效工资主要由地方自行承担，中等发达地区实行中央和地方按 5∶5

共同负担，贫困地区则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按 8∶2 比例分担；其三，要进一步强化省级政

府财政投入的职责，中等与发达地区省级统筹的力度至少达总经费的一半。 

    实行津贴和生活补助倍增计划 鼓励优秀教师在农村学校长期任教 

    首先，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农村环境和条件恶劣程度对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进行适当分

类，形成合理的等级梯度，建立全省统一的分类标准的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这样

分类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平衡同一省域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条件越恶劣，距离

越偏远的农村学校教师的津补贴越多，可以鼓励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偏远学校长期任教。 

    其次，中央和省、县级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实行农村教师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倍增计

划，让农村偏远地区教师工资收入有明显的增长，激励他们长期扎根农村基层，为农村义务教育

发展增砖添瓦。 

    标准统一、程序公正、结果公平 确保绩效工资分配公平 

    首先，统一绩效工资分配标准，在全县（区）统一义务教育教师岗位工作量系数、班主任岗

位工作量系数、学校领导岗位工作量系数、教育管理人员岗位工作量系数和工勤人员岗位工作量

系数，保证统一县（区）域内不同学校相同岗位教师绩效工资分配公平。并且，对音、体、美等

紧缺学科教师和偏远学校行政岗位给予额外的奖励性绩效工资，鼓励他们长期在薄弱学校任教。 

    其次，坚持程序公正透明的原则，实行绩效工资结果公示制度和申诉制度，解决绩效工资分

配中的分歧。 

    最后，改进绩效工资经费分配和管理方式，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单独核算制度，保证不同类型

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分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