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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户家庭负担的影响 

孙翠清 崔奇峰 

从 2001 年起开始实施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目标

是“按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合并分散的教学点，缩减农村中小学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率”，

也即“撤点并校”。但是各地政府在实施该政策时片面追求学

校撤并的数量和速度，忽略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户的实际需

求，使得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除了农

村校车事故外，撤并学校给农户家庭增加的负担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为了制止盲目撤并学校的行为，国家在 2012 年出台

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

[2012]48 号），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多

数学生家长反对或听证会多数代表反对，学校撤并后学生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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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得不到保障，并入学校住宿和就餐条件不能满足需要，

以及撤并后将造成学校超大规模或‘大班额’问题突出的，均

不得强行撤并现有学校或教学点。” 

尽管盲目撤并学校的势头被扼制，但已经被撤并的学校将

难以恢复，其给农户家庭造成的负担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对农

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造成的农户家庭负担进行深入分析，能从义

务教育需求方的角度对该政策进行评价，并将能为我国制定未

来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本文使用农

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带给农户家庭的负担并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实地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调查对象是家中有小学

生的农户家庭。选择小学生家庭进行调查是因为在本轮农村中

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农村小学校和教学点的撤并幅度（撤并

了 47.5%）大于农村初中学校的撤并幅度（撤并了 28.9%），并

且小学生的自理能力比初中生要差，受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

影响要大于初中生。 

本文选择了内蒙古 A 县和河北省 B 县作为调研样本县，共

随机调查了 82 户样本农户，其中内蒙古 30 户，河北省 52 户；

男生 40 名，女生 42 名；一年级学生 18 人，二年级 12 人，三

年级 9 人，四年级 12 人，五年级 16 人，六年级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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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给农户家庭造成的负担分析 

（一）增加了学生上学距离和时间 

在 82名学生样本中，不在本村小学校上学的学生有 70 名，

占全部样本的 85%，这些学生所在的村原来都设有小学校，但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陆续被撤销。本文以农村中小学

布局调整前后学生上学距离之差来衡量布局调整对学生上学距

离的影响，以布局调整前后学生上学往返时间之差来衡量布局

调整对学生上学时间的影响，这里的上学往返时间不考虑学生

乘坐何种交通工具。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小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 16公里，

是调整前的 4.6 倍。其中，布局调整后河北省小学生上学距离

平均增加了 5.4公里，调整后是调整前的 10.9倍；内蒙古小学

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了 32公里，调整后是调整前的 4.1倍。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学生上学往返时间平均增加 39 分

钟，是调整前的 2.3 倍。其中，布局调整后河北省小学生上学

往返花费时间平均增加 27分钟，调整后是调整前的 4.2倍；内

蒙古小学生上学往返花费时间平均增加 59分钟，调整后是调整

前的 2倍。 

（二）改变了学生的上学方式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之前，那些本村有小学校的学生可

以自己走路或骑自行车上学，而布局调整后，学生的上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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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改变。 

布局调整后，82 名学生样本中有 24 名学生离家住宿，占

全部样本的 29%，其余 58名学生为走读生。本文所指的住宿包

括住校、住亲戚家或在学校附近租房。 

在 24名住宿生中，住校的有 3名，住亲戚家的有 2名，租

房的有 19名，住宿生样本中租房的学生比例达到了 79%。分析

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生家庭距离学校较远，无法每天

走读；二是由于学校宿舍不接收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只得

在学校附近租房由家长陪读。 

在 58名走读生中，有 44名学生自己上学，14名学生由父

母或爷爷奶奶等长辈接送。在河北省，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要

求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必须由家长接送或者乘坐出租车，只有

五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允许独自骑自行车上学。在农村中小学布

局调整前，本村有学校的学生可自己走路去上学，布局调整增

加了部分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负担。 

在 58 名走读生中，有 3 名学生走路上学，占 5.2%；有 14

名学生能由家长亲自接送，占 24%；有 34名学生乘坐出租车上

学，占 59%，学生所乘出租车通常都是严重超载，交通安全没

有保障。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大量本可以走路上学的学生不得

不改乘交通工具上学，增加了交通安全风险，而部分本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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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学生不得不寄宿。家长亲自送子女上学，则减少了他们的

劳作时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三）增加了学生各项教育费用 

1．增加了学习费用 

本文将学生的学习费用分成两个部分：学生交给学校的费

用和学生校外学习费用。学校收取的费用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因此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学生交费影响不大。但布局调整对

学生的校外学习费用影响较大，原因是合并校通常位于县镇等

经济中心地区，教育环境比农村发达，学生可购买的各类课外

学习资料和可报的辅导班增多，相应花费会增多。如果不撤并

学校，学生在原来的学校就读，校外学习花费很少，尤其是课

外学习资料和课外辅导班花费甚至没有，而布局调整后学生增

加了课外学习资料、课外辅导班、文具和其他支出。农村中小

学布局调整前后，学生校外学习费用支出平均每人增加 602元/

学期。 

分地区来看，内蒙古学生校外学习费用支出是河北省的近

3 倍。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内蒙古的小学校撤并范围较大，

合并校通常位于县城及周边经济中心地区，教育环境与撤并校

所在的农村存在较大差距，学生课外花费骤然增加；而河北省

的小学合并校通常是乡镇的中心小学，学生教育环境的改变相

对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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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了交通和食宿费 

如果学生能在本村学校上学，则学生的交通和食宿费的现

金支出基本为零。本文认为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学生的

交通费和食宿费支出即为由于布局调整所增加的费用。在 58名

走读生中，有 36 名学生交通费增加，平均为 791 元/学期；有

49 名学生在学校的伙食费增加，平均为 693 元/学期，走读生

的交通和伙食两项费用合计平均增加 1076元/学期。 

在 24名住宿生中，回家的交通费平均为 81元/学期，住宿

费从 0~3000元不等。其中 4名住学校宿舍学生的住宿费为 0，

而由家长在校外租房陪读的学生的房租平均为 1329 元/学期，

住宿生的伙食费和零花钱平均为 1412 元/学期，住宿生的交通、

住宿和伙食三项费用合计平均增加 2631元/学期。 

3．学生家长因照顾孩子上学收入减少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部分学生家长由于接送子女或者

陪读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者放弃了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因此，

除了学生的学习费用和交通食宿费之外，学生家长收入的减少

同样增加了农户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 82 名学生样本中，有 28 名学生家长由于要照顾学生上

学放弃了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占 34%。这 28名学生家长因放

弃工作而减少的收入从 0.5 万~3 万元/年不等，平均为 1.3 万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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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学生上学

距离和上学往返时间都大大增加，上学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

此导致了学生的各项教育成本上升，也影响了家长的正常工作

或劳动，大大增加了农村学生的家庭负担。针对以上这些由农

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引发的农村家庭教育负担问题，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1．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供给模式。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或服务供给由需求决定。但我

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其供给水平不

是由其服务对象——学生的需求决定，而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

的意志决定，导致学生只能被动地适应教育供给。校车惨剧的

频发警醒我们必须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模式，要始终以主动

服务于学生为目标。 

2．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减轻学生家庭教育负担。 

在本轮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学生由于

上学距离远所增加的一系列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等，以及学生家长收入的减少都由学生家庭来承担，这显然

与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取向相违背。农村义务教育作

为一项典型的公共服务，政府必须要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

程中增加投入，比如为学生提供规范校车、改善学生住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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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学校伙食等等，防止学生因家庭教育负担过重而辍学。 

3．改善合并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总体水平。 

政府必须增加对合并学校的软硬件的投入，包括提升学校

基础设施，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改变农村基础教育的总体水平，

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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