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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张 雪 雁

（石家庄铁道大学 财务处，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在分配上不均衡、管理效率

低下等，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较窄。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财政拨款和经费使用上都

没有形成良好的监督考核机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多头管理体制使得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难

以形成统一规划。本文从完善财政补助政策、健全拨款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制

度以及拓宽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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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关中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地

指出，相关部门要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

经费 标 准 或 公 用 经 费 标 准，然 而，当 前 全 国 只 有

１４个省份和个别计划单列市出台了相关标准，大

部分省份还未建立相应的制度。目前，普通中小

学、本科高校、高职院校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生

均拨款制度，唯独中等职业学校没有完善。在财

政加大教育投入的背景下，落实职业教育法的规

定，要建立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同时要做到

既能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基本需求，又要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是解决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的重要环节［１］。

一、现 阶 段 财 政 对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投 入

存在的问题

（一）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充足性

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是普通

高中的三倍左右，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以及对师

资、设备和教学环境等要求上，与普通高中相比，

有更为严格的要求，职业教育需要大量实习实践

和实际操作等，经费需求比普通高中高得多，对实

习基地 建 设 等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入 要 求 也 较 高。以

２０１４年为例，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

９　１２８．８３元，最高的是北京市为２８　７６５．５１元，最
低为河南省５　９４１．６２元，相差近４倍；普 通 高 中

全国平均９　０２４．９６元，最高北京市４０　７４８．２５元，

最低湖北省５　９８９．６４元相差６倍，全国中等职业

学校生均 教 育 事 业 费 比 普 通 高 中 只 高 出 了 不 到

１０４元，而且 地 域 之 间 差 距 也 很 大。世 界 银 行 的

一项研究得出，在发展中国家，职业技术学校生均

成本普遍要比普通中学生均成本高１．５倍［２］，尽

管我国近几年不断地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拨

款，使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与普通高中投入差

距逐渐降低，但我国教育财政不均衡现象长期存

在且非常严重，具体如表１所示。我国中等职业

教育的办学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尤其近几年来，
为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各地相继出台了免学

费的措施，财政投入成为中等职业教育来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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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域间仍

存在较大差距，使得各地政府财政在对中等职业

教育经费上的投入在省际间、区域间、校际间呈现

出严重的不均衡。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与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比较 亿元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普通高中 ６８９．９１　 ８３７．８９　 ９８５．３７　 １　１７５．８６　 １　２３７．６４　 １　４５９．４１　 １　６０８．２３　 １　７０２．１１

中职学校 ４４０．８８　 ５８５．５５　 ７０８．６２　 ８３２．５２　 １　０３７．９２　 １　２８２．６３　 １　４１２．４３　 １　６５９．３２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率性

问题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培养学

生的人数非常不匹配，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亟需

改善。分析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拨款

也比 较 充 裕，经 费 使 用 不 合 理，价 值 未 实 现 最 大

化；与此同时，中西部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财政拨款本身比较拮据，但在经费利

用上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用较少的资金培养更多

的技术人才。如表２所示，东部地区经费使用效

率逐步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经费使用效率逐步

高于全国效率水平。从我国整体来看，中等职业

教育经费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办学需求，这种情况

主要是由于管理使用不规范，由此导致的经费使

用效率低下。在经费使用管理中，其主要问题在

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对财政拨款的使用没

有按照财政规定进行开支，也缺乏财政监督管理；
二是某些 学 校 的 收 费 与 开 支 等 本 应 该 纳 入 财 政

“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并未纳入，流离于财政监管

之外；三是学校内部经费的审批权限设置不合理，
存在人为的随意性问题。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均值东西中部与全国水平相比 ％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全国效率水平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８２

东部效率增减水平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中部效率增减水平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西部效率增减水平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近年来，由于高中阶段教育受到社会的青睐，
中等职业教育显现得有些边缘化，中等职业学校

的在校生占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不够稳定，

２００３年所占的比例为３５．１２％，２０１３年的比例已

经达到了４４％，之后开始下降为２０１５年的４１％，
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合

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

一个时期，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在校生规模要实

现基本持平”的目标还有距离［３］。这种局 面 形 成

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

的投入不足，监督管理不力造成有限的资金使用

效益也没有保证，二是培养的学生没有得到社会

的重视 与 认 可。我 国 长 期 以 来 存 在 重 理 论 轻 实

践、重 知 识 轻 技 能 的 意 识，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缺 乏 吸

引力。

　　（三）中 等 职 业 教 育 财 政 投 入 的 方 向

问题

　　中职教育办学导向应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

教育发展的支持方向，按照社会的职业岗位需求

确定教育类型、层次及专业，否则政府应该从资金

投入上加以限制或调整。但我国现状是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有一定差距，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各

自为政，招生缺乏目的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中

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比较，对区域和社会服务

的贡献更大，地方主管部门应协调好招生与需求

的关系，对社会需求旺盛的专业在经费投入上给

予特殊支持，做到投入与收益对等。另外，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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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上缺乏明确的条文来规定职业教育经费的筹

措方式，制定的一些制度规定缺乏执行力，没有强

制的保障措施，起不到对培养学生类型的调节作

用［４］。第三，中等职业学校的多头 管 理 模 式 也 制

约了其发展。主办方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类型的不

同，分为行业主办方、国有企业主办方和地方政府

主办方，这种多头的管理模式使学生培养缺乏规

划与目标，财政性经费投入方向不明确，无法保证

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类型职业教育中分配的均衡

性，同时也不能确定发展和支持重点。

（四）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结构问题

在我国，教育经费的筹集来源主要来 自 以 下

五个渠道：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事业收入、社会

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

经费、其他教育经费等。然而，针对中职教育经费

的筹集方式比较单一。虽然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直

接服务于社会，但各行业或企业很少对中职学校

有所投入，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使中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完全受限。不能及时接受社会方面传递

的人才培养信息，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我

国高等教育十多年来的大规模扩张，大学生就业

市场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有些虽然不能完

全符合企业的需求，但企业的选择余地大而且无

需负担任何教育成本。国家多次提出要充分依靠

行业和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但各行业与企

业对投资中职教育的热情一直不高。据统计，社

会捐赠这部分经费渠道占经费总额度非常低，这

五年来一直未 曾 超 过０．３％，均 小 于 全 国 教 育 经

费水平的社会捐赠比例。

二、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偏见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密不可分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在的地位与高中教育属同一

层次，只是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据教育部统

计，２０１５年全国中职学校在校生１　６５６．７万人，占
高中阶 段 教 育 在 校 生 总 数 的４１％，与２０１２年 的

４６％相比下降了５％，２０１５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

普职比为５７：４３，近年来中职所占比例持续下降。
目前我国的中职教育在被边缘化，和普通高中教

育和高等教育相比较处于弱势地位，成绩好的孩

子直奔上大学，而不想学的辍学后大多直接到社

会打工，中职教育不被社会重视，也缺乏国家的宣

传和疏导，“技工荒”的趋势已经日益 明 显［５］。我

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难，另一

方面却是技能型人才紧缺。中职毕业生就业中工

薪制度制定的不合理，造成参加与不参加中职教

育人员的薪酬没有明显的区别，许多技能型人才

难以得到相应的报酬和社会地位，造成家长和孩

子参与中职教育的积极性不高。

（二）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监督考核机制

亟待改进

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拨款与其他教育相

比较总量较少，因此各级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经

费使用情况监督力度不大，甚至有缺位现象。至

于经费的拨付是否到位、是否科学，使用效率如何

等，由 于 是 多 口 管 理 更 是 无 法 统 一 考 核 和 反 馈。
中职教育财政监督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现有

的中职教育考评指标有工作指标和绩效指标，过

于笼统。财政对中职教育的投入监督缺位比较严

重，没有必要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出现了一些经费

使用不规范，大幅度降低了经费使用效率。

（三）中等职业教育管理缺乏明确的主体

由于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根据中等职业学校

类型的不同，存有多个主办方，主要管理体制实行

的是多头管理，由企业或者行业管理，而职业高中

由教育部门管理，这样的条块分割使中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管理过程中也容易产生

责任不明确的现象。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分

散增加了财政制度有效运作的难度。我国现在实

行的是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中职分类多，管理主体

不明确，中央与地方责任不明晰，教育经费负担结

构不合理，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也缺乏统

一的协调。

三、完 善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财 政 制 度 的 对

策建议

（一）逐 步 转 变 社 会 观 念，提 高 中 等 职

业教育地位

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
我国现在严重缺乏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教育应该

以培养技术人才为目标，通过阶段性学习使学生们

能快速掌握技能，理论联系实际，在走入社会时能

迅速地学以致用，因此，做好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

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重视中等职业教育

４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１卷　



与提高技术型人才地位是相辅相成的。中等职业

教育的实用价值要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国
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把其重视程度提高到法律层

面，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确保政府投入

的主导地位，使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的充足性得到保

障［６］。社会意识的形成是长期的，但政府可以在人

事制度和企业用人制度上提出引导措施，逐步确立

技术型人才的社会地位，逐步更新我国“重知识而

轻技能”的传统观念。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的转

变，可以为中等职业财政制度完善提供良好的社会

环境，这亟需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推动，使得人们在

对待中等职业教育的认识有所提高。我们不但要

认同其存在的价值，更要使得社会各界人士认同并

支持推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７］。

（二）完 善 财 政 拨 款 体 制，保 障 中 等 职

业教育经费拨付

政府要想更好地履行公众职责，推动 我 国 中

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完善教育经费拨

款机制作为首要任务，保证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事

业的刚性支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完

善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而我国目前对于教

育财政投 入 方 面 却 几 乎 没 有 相 应 的 法 律 法 规 约

束，这让目前有限的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制度也难

以得到真正落实。完善财政投入体制，更要做好

制度 的 落 实，使 财 政 投 入 做 到 有 法 可 依、有 章 可

循。目前我国相关类型的法律有《教育法》和《职

业教育法》，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我国教育体系

的实际现状，制定与教育经费投入相关的法律法

规，比如《职业教育投入法》，通过法律等强制性手

段来落实对中等职业教育的保护［８］，以此 来 明 确

政府作为投入主体的责任，规范对中等职业教育

投入的行为过程。只有保证充裕的中等职业教育

经费得到有效的使用，各级主体的投入责任得到

明确的划分，其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拨款体制才

能有效协调起来。

（三）明 晰 各 级 政 府 的 责 任，健 全 拨 款

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健全相关的绩效考核制度，让财 政 拨 款

额度与资金使用绩效挂钩，确保投入资金的使用

效益。定期对中等职业教育拨款的使用方向、使

用效果和使用质量等进行评估，为来年教育投入

确定新的方向。同时要求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就

要有绩效评估材料，阐述和明确请求拨款所能达

到的目标，完成后用量化指标来衡量是否达到标

准。中职院校绩效执行情况需要有专门的机构进

行评价，依据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遵循既定的评

价程序，得到科学合理的评价结论。在下一周期

的拨款分配中依据上年各学校的绩效考核情况对

拨款进行调整，绩效考核好的加大拨款力度，资金

使用效果不好的适当减少。
由于实行绩效拨款工作量大，环节较多，而且

评价指标合理确定有一定难度，因此，绩效拨款比

较适合一些专项发展任务计划拨款，也就是专项

补助或合同拨款，占总经费的额度不宜过大；为保

证生均拨款资金使用效益，各中职院校生均拨款

的使用实行备案制，当年分配本校的生均拨款，在
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具体支出项目和用款计

划；每年由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抽查上年度生均拨

款使用绩效情况，编制绩效评价报告；主管部门在

分配下年度生均拨款时，根据绩效评价报告对有

关院校进行奖励或扣减额度。

（四）鼓 励 社 会 力 量 投 资 办 学，拓 宽 渠

道筹资制度

中职教育相比较高等教育而言，服务 区 域 能

力更强，招生和就业一般针对本地，因此地方政府

应积极参与。以区域经济为平台，深化校企合作，
让招生与招工相结合，实现入学就能就业，鼓励引

导大型企业自办中职教育，或与中职学校签订长

期的培养合同。在筹集教育经费渠道中，可以利

用相关的合作企业，以“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名义

取得相关企业的经费资助，同时，国家在政策方面

积极倡导此种校企合作方式来减少财政压力。政

府应鼓励中等职业学校多渠道筹措资金，可给予

税收优惠等多种优惠措施来提高社会各方的投资

积极性，并建立相应的奖励与惩罚机制。针对《民
办教育促进法》，政府要加大力度采取各种措施来

吸取民间资本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注入，实现

通过民办中职教育提高我国中职教育资源优化配

置的目标。对较成熟的民办中职教育给与财政支

持，例如保定虎振、山东蓝翔等，激发职业教育办

学活力，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中职教育，拓展办

学筹资渠道。

（五）完 善 信 息 公 开 体 制，加 强 财 政 监

督问责制度

保障财政投入和各项渠道来源的办学经费能

得到高效的运作并充分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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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一个完善的教育经费监管体系对经费的使用

进行严格监督。各级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宏观统筹

和管理迫切需要一个科学规范的教育经费使用监

管体制，把宏观统筹目标落实到具体细节。建立

科学合理的财政拨款方式，完善相应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保障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使用的效率；加强

对中职教育经费的审计与绩效考核，让学校内部

审计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并有效与国家审计、社会

审计 结 合，让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经 费 的 使 用 公 开、公

正、透 明，以 确 保 教 育 经 费 的 落 实 及 其 使 用 的

高效。

（六）兼顾地区平衡

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在东中西部地方发

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其根源是资源分布不均衡造

成的。政府要兼顾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利用效

率高的、但资源紧缺的西部地区加大经费投入比

例，使较为弱势的学校可以得到政策倾斜，对资源

冗余的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其优势，提高学生们

的素质教育，或者将部分款项匀拨给其他地区，从
而均衡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中各个学生的投入，促

进教育经费合理使用。

参考文献：

［１］何璇，李玲．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问题及

对策研 究［Ｊ］．内 蒙 古 师 范 大 学 学 报：教 育 科 学 版，

２０１５（３）：８－１０．
［２］周凤华．中等职 业 教 育 生 均 经 费 政 策 制 定、执 行 情 况

及投入模式 研 究［Ｊ］．中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２０１２（３６）：

５－１０．
［３］王耀忠，丁妥．基 于 生 均 经 费 预 算 制 度 下 的 地 方 高 等

教育财政拨款机制 改 进 对 策［Ｊ］．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８（１）：３６－３９．
［４］秦志飞，张雪雁．河 北 省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投 入 机 制 的 构

建与完 善［Ｊ］．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８（２）：１１－１４．
［５］姜月．黑龙江省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经 费 问 题 研 究［Ｄ］．哈

尔滨：黑龙江大学，２０１５．
［６］赵雅琴．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的发展改革对策研究

［Ｊ］．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１１（３）：２０－２３．
［７］黄永秀．城 乡 职 业 教 育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保 障 机 制 研 究

［Ｊ］．职教论坛，２０１２（３）：３２－３４．
［８］黄丽丽．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效率研究［Ｄ］．济南：

山东财经大学，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ｙ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
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ｏｒｍ　ａ　ｇｏｏ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ｆ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　ｃａｍｅ　ｕｐ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ｏａ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
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６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