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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
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新疆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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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

重点及难点,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

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估计了

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

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

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存在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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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5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2020年扶贫攻坚的

目标,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脱贫攻坚不

仅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在民族地区八省区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民

族最多、语种最多、文种最多的民族自治地区,也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在地理空间上互

为叠加的地区。2016年1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指出,“十二五”期
间,新疆累计脱贫174万人,截至2015年底贫困人口减少到18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2%下降到

15%[1]。在教育方面,重点贫困县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教育目标,南疆

地区率先实现14年免费教育。自治区党委南疆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加大对南疆的扶贫开发力

度,实现“五个一批”,在“十三五”期间要确保2020年2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教育扶贫脱贫

一批是重点,教育要从小抓起,教育扶贫要从根本上脱贫。
在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扩大教育财政投入规模的同时能够有效促进贫困减缓是

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关于教育财政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的研究,部分学者从教育财政对贫困减缓

的层面,例如王海[2]认为教育财政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减贫,亦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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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贫困人群的经济收入间接减缓贫困。倪志良、郝志景[3]通过对财政扶贫支出与减贫的实证分

析认为强化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对减贫至关重要,提出要创新扶贫机制,加大教育投资以及技能

培训的力度,提升贫困人群的脱贫意识,通过转变自身意识,提升生存能力。但大多数学者是从教

育财政对贫困减缓的效用来研究,戎天美[4]选取教育的收入为量化指标,以教育不平等为切入点并

通过建立数理模型验证得出,教育的发展对提高人力资本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贫困减缓

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教育的投入对减贫有着明显的正效应,教育发展对贫困变动的弹性值保持在

1.41~5.57之间变动的结论。邓宏亮、黄太洋、辛娜[5]利用2001-2010年江西省各地级市面板数

据建立模型检验教育财政支出贫困减缓是否存在着空间依赖性,并更深入的研究了教育财政支出

贫困减缓中的门槛特征,发现在教育财政支出减贫过程中有着显著的门槛特征。李修彪、齐春宇[6]

通过对31个省1987-2014年的教育面板数据,构建收敛模型来验证了省际教育存在绝对收敛,教
育的外溢性有益于省际教育差距的缩小,省际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有益于

缩小收入差距。
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梳理发现,新疆教育的发展程度以及教育财政投资力度的差异,使得传统的

空间同质性假设不再适 用 于 说 明 新 疆 教 育 财 政 投 资 与 减 缓 贫 困 间 的 空 间 关 系。本 文 借 鉴

Anselin[7]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空间面板模型,利用新疆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将新疆各地区的

教育财政与贫困减缓是否存在空间联系作为基点,以新疆教育财政的减贫效应为出发点,构建空间

计量模型分析教育财政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探究新疆教育财政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

系,为教育财政投资的减贫效应提供有力的证据。这对于解决新疆贫困问题、提升人力资本素质以

及改善其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模型的构建以及数据指标的选取

(一)模型的构建

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有赖于教育财政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贫困。由于民族地区的贫困

人口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财政投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教育财政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

的地域差异。本文在建立教育财政减贫模型的同时引入了随机误差项,现模型如下:

POVit=μi+β1EFIit+δXit+εit

  其中,i表示单个地区,t表示时间,POVit 表示贫困水平,EFIit 表示教育财政投入水平,Xit 为

其它控制变量。
(二)数据指标的选取

1.变量解释

(1)贫困发生率(POV)是由朗特里(SeebohmRowntree)于1901年最先提出,反映地区贫困的

广度,用贫困人口/总人口来表示。此外,恩格尔系数、世界银行标准FGT指数、sen贫困指数等都

是以贫困线为基准对贫困程度进行测量,由于新疆不同时期贫困线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贫困线标

准。在实践中,收入贫困可能常常被用来描述贫困的最基本特征。Dollar和 Karry、Ravallion和

Chen等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贫困人口收入和人均收入是呈比例的关系增长。郭熙保

和罗知在研究贸易自由化与减轻贫困的关系时建议使用20%最低收入人口的平均值作为测量贫

困水平的标准。郭鲁芳、李如友[8]在研究旅游减贫效应一文中推荐使用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和

人口占比之和作为测量贫困水平的标准。本文借鉴郭鲁芳、李如友学者从收入和人口的角度对贫

困的情况进行测量,由于部分地区的数据缺失及不连续性,使用相对完整的人均收入水平数据更能

保证分析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对2001-2015年新疆农村人均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分别与其20%
低收入群组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水平下两组数据分别与其20%低收入

群组是高度相关的。因此,本文界定新疆地区贫困水平POV=城镇人均收入*城镇人口比重+农



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比重。(2)教育财政支出强度(EFI)用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总支出来表

示。(3)财政支农强度(EFA)用财政支农支出/财政总支出来表示。(4)新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PGDP)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

2.数据选取

本文样本选取2001-2015年的新疆14个地区、市的贫困水平(POV)值、教育财政投资(EFI)
值、财政支农支出(EFA)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为指标做研究,数据主要选取于2001-
2015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新疆各地区、市统

计年鉴的权威数据,其中少部分数据选取于各个地区、市的统计公报。本文将原序列不满足方差齐

性的异方差序列转换为同方差序列,对所有样本数据均进行了取自然对数的处理方法。

三、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计量分析

(一)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分析

1.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空间效应是否存在,首先将分析教育财政投资和贫困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一般

采用 MoransI指数法判断不同空间单元之间是否存在自相关,MoransI检验可用于定量测度城

镇的聚簇模式,探测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9]。本文拟采用MoransI指数法验证贫困发生率和教育

投资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MoransI指数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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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 为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近的关系,是邻近的二

进制的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其中任一元素,一般邻近标准的Wij 为:

Wij =
1,当区域i和区域j相邻

0,当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
  其中,i=1,2,…,n;j=1,2,…,m;m =n 或n≠m。一般W 的所有对角线元素Wij=0。

MoransI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至1之间,大于0表示正相关,值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聚

合;小于0表示负相关,值接近-1时表示具有相异的属性聚合。若I值接近0,表示属性是随机分

布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表1和表2结果分别是对2001-2015年新疆教育财政支出和贫困

发生率的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表1 新疆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强度的空间全局自相关

年份 MoranI 临界值Z 年份 MoranI 临界值Z

2001 0.0095 0.6354 2009 0.1609 1.8254
2002 -0.0991 -0.1403 2010 0.1533 1.7165
2003 0.1291 1.3240 2011 0.1639 1.9251
2004 0.2274 1.9829 2012 0.1938 2.1499
2005 0.3098 2.4092 2013 0.1810 2.0228
2006 0.1473 1.6813 2014 0.1914 2.7539
2007 0.1580 1.8340 2015 0.1936 2.9630
2008 0.1482 1.7277 - - -



表2 新疆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全局自相关

年份 MoranI 临界值Z 年份 MoranI 临界值Z

2001 0.1315 1.6698 2009 0.1169 1.3507
2002 0.2533 2.2672 2010 0.2125 1.9246
2003 0.1843 1.8600 2011 0.1043 1.2059
2004 0.1307 1.6533 2012 0.1853 1.9081
2005 0.2755 2.2606 2013 0.1826 1.8803
2006 0.2286 2.0077 2014 0.1927 2.0423
2007 0.1967 1.8296 2015 0.1874 1.9805
2008 0.1735 1.6809 - - -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见,教育财政支出的 MoransI的正态统计量Z值在2004年、2005年、2011
-2015年均大于1%水平的临界值(1.95),在2006-2010年均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1.65),贫困

发生率的 MoransI的正态统计量Z值在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均大于5%水

平的临界值(1.65),在2002年、2005年、2006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5年均大于1%水平

的临界值(1.95)。这说明教育财政支出和贫困发生率各自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一定的空

间聚集性特征。因此,有必要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

2.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传统回归分析法具有局限性,适合时间序列层面的经验研究,没有考虑到区域间的空间关联。
如果变量间存在空间自相关特征,则要使用适合空间面板数据的模型。一是Anselin,(1988)提出

了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二是空间面板德宾模型(SDM)[10]。
(1)检验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为:

lnPOVit=β0+β1lnEFIit+δlnEFAit+ρ∑
n

j=1
ωijlnPOVit+μi+εit

  其中εij 为空间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μi 为空间固定效应,ρ∑
n

j=1
ωijlnPOVit 为空间滞后变量。

(2)检验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为:

lnPOVit=β0+β1lnEFIit+δlnEFAit+λ∑
n

j=1
ωijθit+μi+εit

  其中λ∑
n

j=1
ωijθit 为空间误差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

(3)检验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为:

lnPOVit=β0+β1lnEFIit+δlnEFAit+β2W(lnEFIit)+δ1W(lnEFAit)+

ρ∑
n

j=1
ωijlnPOVit+μi+εit

  其中W(EFIit)表示各地区的教育支出强度的空间变量,W(EFAit)表示各地区的财政支农强

度的空间变量。

3.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本文对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进行了估计,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

(见表3),空间杜宾模型(SDM)的拟合优度是80.36%为最高,对数似然函数值是95.4304为最大,
根据对数似然函数值和拟合优度系数等统计量分析结果选取最优模型,一般选取统计值结果最大

的模型。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根据模型结果显示,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和

财政支农强度都对贫困减缓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从空间自回归系数ρ进一步探测教育投资强度

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关系,ρ值为0.3516,且在0.05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本地区教育财政支

出对相邻地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拥有相邻地区的数量与从相邻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中获得的正



外部性强度呈正比,由此说明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
由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检验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系数与邻近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强度(WlnEFI)、

邻近地区财政支农强度(WlnEFA)均通过了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关键变量回归系数来看,教
育财政支出强度(lnEFI)的系数为-0.3702,且在5%水平上显著,教育财政支出强度每增加1%,
贫困发生率减少0.3702%。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加大有利于减缓贫困,教育财政支出促使人们的受

教育水平提升,有助于其获得更多技能以及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从财

政支农强度这一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财政支农强度(lnEFA)的系数为-0.3004,且在5%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财政支农强度每提高1%,贫困程度就降低0.3004%,支农强度的加大对贫困发

生率的降低有着促进作用。
表3 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SAR面板模型 SEM面板模型 SDM面板模型

ln(EFI)
-0.3632***

(0.0733)
-0.3675***

(0.0816)
-0.3702**

(0.0896)

ln(EFA)
-0.2856***

(0.0445)
-0.2884**

(0.0442)
-0.3004**

(0.0568)

Wln(EFI)
-0.1966*

(0.0812)

Wln(EFA)
-0.1693*

(0.0477)

空间滞后参数(ρ) 0.3607*** 0.3516**

空间误差参数(λ) 0.4075**

R-sq 0.7218 0.6115 0.8036
Log-likelihood  78.6016 42.6952 95.4304
Hausman检验 11.35*** 9.76*** 18.6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4.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从表3我们还发现,从空间面板滞后模型的ρ值来看,在不考虑邻近地区其它因素滞后影响的

情况下,当邻近地区贫困发生率每下降1%,可引起本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0.3607%,产生了

0.3607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λ值来看(忽略邻近地区其他因素滞后影响),当
邻近地区贫困发生率每下降1%,可引起本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0.4075%,产生了0.4075的空间

溢出效应。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ρ值来看(忽略邻近地区其他因素滞后影响),当邻近地区贫困

发生率每下降1%,可引起本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0.3516%,产生了0.3516的空间溢出效应。由

此可以说明,不计空间溢出效应而考察贫困发生率会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结果可知,邻近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和财政支农强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空间溢出

效应分别为-0.1966和-0.1693,即邻近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强度、财政支农强度每增加1%,可分

别引起本地区贫困发生率0.1966和0.1693。由于近年来国家对新疆地区教育的大力扶持,教育

财政支出强度对减缓贫困作用更为显著。
(二)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

1.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门槛面板模型构建

在不同的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区间范围内,其减贫弹性亦不相同,尝试使用内生面板门槛模型来

探测教育财政减贫效应的分界点,门限自回归模型在计量方法上是较为客观的研究方式[11]。在估

计门限自回归模型时,首要检验是否存在门限效应。Hansen(1999)建议采用“自体抽样法”(Boot-
strap)来计算检验统计量的分布以及门限效应的显著性,规避由于未知参数存在所导致检验统计

量的非标准分布。



本文根据 Hansen[12]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的思想,对教育财政减贫的面板模型进行改进得到

以教育财政支出强度(EFI)和经济发展水平(PGDP)为门槛变量的多重门槛面板回归模型:

POVit=σi+β11EFIitI(EFIit ≤γ1)+β12EFIitI(γ1 <EFIit ≤γ2)

+…+β1(n)EFIitI(γn-1 <EFIit ≤γn)+β1(n+1)EFIitI(EFIit ≥γn+1)+θXit+μit

POVit=σi+β12EFIitI(PGDPit ≤γ1)+β22EFIitI(γ1 <PGDPit ≤γ2)

+…+β2(n)EFIitI(γn-1 <PGDPit ≤γn)+β2(n+1)EFIitI(PGDPit ≥γn+1)+θXit+μit

  式中,EFIit 和PGDPit 为门槛变量,γ1、γ2、…、γn、γn+1 为n+1个门槛区间下的门槛值,β11、

β12、…、β2(n)、β2(n+1)为不同门槛区间下的估计系数,I(·)为指标函数,Xit 为其他指标控制变量。

2.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分别以教育财政支出(EFI)和新疆经济发展水平(PGDP)为门槛变量对模型的门槛

效应进行检验,确定门槛个数。如表4结果显示,EFI单门槛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在0.01置信水平下

显著,存在两个门槛值,而PGDP单门槛模型在0.1置信水平下显著,存在单个门槛值。因此,需要

进一步地确定EFI和PGDP这两个门槛变量门槛值及估计系数。
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门槛变量

EFI PGDP
第一门槛 22.11***(0.0023) 27.59*(0.0920)
第二门槛 18.56***(0.0035) 17.24(0.1220)
第三门槛 5.95(0.3042) -

           注:F值和括号内的p值均采用bootstrap方法反复抽样500次得到的结果;*、**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进一步将教育财政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单门槛模型和双门槛模型的门槛值进

行分析,如表5所示,在门槛模型中,教育财政支出的门槛估计值为5.3966和5.8013;经济发展水

平的门槛估计值为10.7279。EFI和PGDP对贫困减缓的弹性大小不同,由此表明在教育财政减

贫的不同阶段,教育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具有非线性的影响结构特征。
表5 门槛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EFI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PGDP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第一门槛 5.3966 [5.3634,5.4285] 10.7279 [10.6676,10.7292]
第二门槛 5.8013 [5.7462,5.8218] - -

  3.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以教育财政支出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6),当教育财政支出强度(EFI)低于第

一门槛值5.3966时,教育财政支出强度的系数估计值为-0.3713,这表明教育财政支出能有效减

缓贫困;当教育财政支出强度(EFI)介于5.3966和5.8013之间时,系数估计值为-0.3906,这表

明随着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作用会递增;当教育财政支出强度(EFI)
超过5.8013门槛值时,系数估计值为-0.4302,教育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作用呈现更明显的递增

趋势。这表明在不同的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下,教育财政减贫效应存在差异。根据门槛变量与门槛

值的分析结果,把各地区划分为低区制、中区制和高区制三个区间。以2015年为例(见表7),新疆

共有8个地区位于高区制(EFI>5.8013),这些地区主要位于南疆重点投资地区和北疆地区,而其

他6个地区分别位于低区制(EFI≤5.3966)和中区制(5.3966<EFI≤5.8013)。究其原因,对教育

投资的数量反映对教育投资的规模,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地区间的教育经费投资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位于高区制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相对较高。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6),当经济发展水平(PGDP)大于门槛



值10.7279时,教育财政支出对减缓贫困有积极影响,影响系数值为-0.2113;当经济发展水平

(PGDP)小于门槛值10.7279时,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估计值为-0.2708,教育财政支出的贫困减

缓作用愈加明显。以2015年为例(见表7),新疆共有8个地区位于低区制(PGDP≤10.7279),这
些地区主要位于南疆,而其他6个地区分别位于高区制(PGDP>10.7279)。究其原因,近年来国

家投资的增加推动了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贫困。相对于南疆而言,北疆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这5个

北疆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一南疆地区教育财政支出规模处于较高阶段,从而导致教育财

政支出的减贫效应目前处于边际递减阶段。
表6 门槛估计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门槛估计模型结果

系统估计值 t值 标准误差

EFI 0.3672* 1.99 0.0887
EFA 0.2803 2.13 0.0367
PGDP 0.2247 1.71 0.0602

EFI≤5.3966 -0.3713** 3.82 0.0972
5.3966<EFI≤5.8013 -0.3906*** 4.11 0.0870

EFI>5.8013 -0.4302*** 4.53 0.0950
PGDP≤10.7279 -0.2708*** 1.49 0.0539
PGDP>10.7279 -0.2113** 1.15 0.04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样本期间内,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而且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的

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区间上教育财政支出对减缓贫困的敏感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减缓贫困

作用主要还是呈现递增的状态,教育财政支出对减缓贫困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当教育财政支出强

度处于门槛值5.3966和5.8013区间时,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处于递增阶段。当教育财政支

出强度跨越门槛值5.8013,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递增趋势更加明显。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减缓贫困,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是提升了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
表7 教育支出强度、经济增长门槛值及地区分布(2015)

门槛值及区间 地区分布

EFI≤5.3966 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5.3966<EFI≤5.8013 克拉玛依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勒泰地区

EFI>5.8013
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

区、伊犁地区、塔城地区

PGDP≤10.7279
吐鲁番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伊犁地区、
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

PGDP>10.7279
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

四、结论与启示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了当地人民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平的提升、贫困的减少。由于新

疆贫困人口分布不均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空

间的关联性的存在可能是造成教育投资与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布不一致的原因。因此,在考察民族

地区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时,应当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结合教育财政支出和经

济发展水平与减贫之间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2001-2015年新疆14个

地区的相关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

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贫困减缓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某一地区教育活



动并非孤立存在,地理上的相关性可以解释本地区与相邻地区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升教育财政支

出效率的根本方式是优化教育投资的区域分配结构,此举更利于减缓贫困。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的

结果表明,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敏感程度不同。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弹性越大,贫困减缓

程度越大,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降低。
南疆地区少数民族占新疆总人口近乎一半,占南疆总人口高达90%,在新疆现有贫困人口中,

南疆地区贫困人口占85%。因此,加快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重视发挥教育财政支出对南

疆脱贫的重要作用,增加贫困群众脱贫就业机会是教育扶贫的核心问题。基于本文实证结果,得出

以下启示:
第一,由于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空间外溢性的存在,政府有必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

出影响力强的地区投入,以弥补这些地区由于外溢而造成的损失,并保证其正外部性的效果得以进

一步发挥。
第二,由于地理条件和人口分布的特征,新疆南疆和北疆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教育财政支

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教育支出强度弱的地区,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强度将能带来该地区贫困

减缓,进而实现减贫目的。而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果继续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力度

以达到减缓贫困的目的,会因为效率的缺失限制达到贫困减缓的预期目标。因此,应当充分考虑各

个指标门槛值间的贫困减缓作用,优化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的区域空间布局。
第三,针对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存在不平衡的地区,应根据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进一步加强教育财政支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提升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获取更多就业机会

提升生活水平。
第四,教育发展的环境要得到保障,尽可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是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持

政策的主体,为教育发展创造积极的环境,对教育水平落后的地区进行财政扶持。进一步提升民族

地区人民受教育水平以及生存技能,使贫困人群真正从教育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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