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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绩效工资制度是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通过运用

2007—2010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建立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义务教育绩效

工资改革显著提高了教师的工资水平，且主要表现在奖金绩效工资的增加，但可能会扩大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县际工资水平差异；上级教育财政生均补助对教师津贴补贴具有显

著正影响，县级政府的义务教育努力程度对整体教师工资水平具有显著正影响。在实行

绩效工资改革的过程中，应避免教师工资水平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完善工资增长机制，保

障合理的工资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科学的教师绩效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

责任，建立省级统筹的财政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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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实行的是工资水平直接与教师职称挂钩的

工资制度，这种工资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其工资水平较低、缺乏激励性等弊

端日益明显。为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

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指出，自2009年1月

1 日起，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分配

制度，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工资和奖励性工

资两部分，各占70%和30%。

绩效工资制度是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制度

改革的里程碑，给传统的职称工资制度注入

了新鲜血液，工资水平向优秀教师和拔尖人

才倾斜，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1］。但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绩效工资制度流于形式，

具体落实存在一定困难、教师工资增长失衡

等。［2］尽管已有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

的相关研究，但是缺乏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缺

少基于以县为单位的全国数据的深入研究，

代表性和推广性相对欠缺。我国义务教育教

师绩效工资改革自实施以来，其效果如何，教

师工资结构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哪些因素会

影响教师的工资水平，本文试图利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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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

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数据和模型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统

计管理信息系统”课题的基层报表。2006年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整套改革方案的出台，使

得教育经费基层统计报表在 2007 年对统计

口径进行了较大调整。2007年之前，中小学

教育经费支出表中的教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

和补助工资，而2007年及之后年份则包括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三个部分。本

文根据研究需要和基层报表统计情况，选择

了 2007—2010 年的《中小学基本情况表》、

《中小学经费收入情况表》、《中小学教育经费

支出表》和《县（市、区、旗）基本情况表》的数

据。①将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合并后，保留

学校类别为“城市初级中学”、“县级初级中

学”、“农村初级中学”、“城市普通小学”、“县

城普通小学”、“农村普通小学”的学校数据。

再根据学校教育经费各项收支数据归并到各

县教师经费各项收支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进

一步整理后，共得到 11 424 个样本数据，其

中，2007、2008、2009和 2010年的样本量分别

为2 548、2 949、2 952和 2 975，即各年所调查

的县级数量②。可以看出不同年份所涉及的

县级个体存在差别，因此该数据为非平衡面

板数据。非平衡面板数据有可能因样本数据

代表性而导致非一致估计，因此本文在进行

实证分析时将其转化为平衡面板数据，数据

保留率达到84.1%，最后样本数据为9 616，即

每年数据中县级个数为 2 404。在经费及产

值变量上，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按照对应

年份的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即以2007年为

基数，按照2008—2010年的价格指数转换成

按2007年的不变价计算。

（二）变量和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为教师工资及其构成，即

教师工资中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绩

效。其中基本工资指学校或单位按规定发放

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津贴补贴指国家批准

的机关事业单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地区附

加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殊岗位津贴补

贴，如教龄津贴、中小学教师班主任津贴、特

级教师津贴、特教津贴等；奖金绩效指教育行

政单位工作人员的奖金，学校或教育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在建立计量分析模

型前，对上述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的虚拟变量。参考相关研究，在此将其他控

制变量，也即除绩效工资改革外的其他可能

影响教师工资水平的因素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县经济发展变量，衡量指标有

县经济发展程度和财政能力。其中经济发展

程度以县人均GDP对数来进行衡量，该变量

考察的是各县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能力以

县财政支出占地方GDP比重来进行衡量，一

般认为该数值越高地方财政能力相对越强。

第二类为县教育情况变量，衡量指标有

县义务教育努力程度、县个人部分投入程度、

——————————
①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使用2007—2010年数据，主要考虑全面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是2009年1月1日，因此

比较了政策实施前后各两年的数据（2007—2008 和2009—2010），方法上也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使用更多

年份则需要使用其他定量模型估计方法。此外，历史上教育部教育财政数据统计口径发生了多次变化：2006年的

统计口径与2007年不一致，2012年教育部没有公布财政统计数据，2014年统计口径再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于

以上考虑，本研究没有纳入2010年后的数据。

② 数据整理的工作较为繁琐，根据基层报表中的校验工具验证数据之间的关系，还要对部分缺失、异常数据

进行整理。各个年份数据样本量不一致，笔者对此进行了核对，并向教育部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咨询，原因

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县级行政单位或代码的变更，二是部分区县填报数据可能存在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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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义务教育规模和生师比①。县义务教育努

力程度为义务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县个人部分投入程

度为个人部分支出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比例；

县义务教育规模以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对

数来进行衡量；县生师比为义务教育阶段内

该县学生和专任教师比例。

第三类为财政制度变量，衡量指标有县

财政分权程度和县获取的上级教育生均补

助，其中县财政分权程度为县财政收入占县

GDP的比例，县获取的上级教育生均补助为

该县当年获取的上级教育补助除以该县义务

教育阶段内学生数。

第四类为地区特征变量，包括东、中、西

三个地区②。本文样本数据处理为平衡面板

数据，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将产生较大的偏

差，估计结果与实际结果将相差很大，经过笔

者对各个因变量下的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

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判定③后，

发现计量结果均应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

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解决不随时间而变

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问题。④同时，为

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在数据分析时采用稳健

性标准回归，且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变量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模型

中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建立

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Yit=β1×Ait＋β2×Bit＋β3×Cit＋β4×zdbgt＋

β5×（zdbgt×regioni）＋μi＋εit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县和年份，Y 分别代

表教师工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

等四个变量的对数取值，A 代表县经济发展

变量，B 代表县教育情况变量，C 代表财政制

度变量，Region 为地区特征变量，分为东、中、

西三个地区，zdbg 为绩效制度改革虚拟变量，

2007—2008 年取值为 0，2009—2010 年取值

为1。zdbg×region 为制度变革和地区的交互

项变量，μ i 为个体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

项。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表 1 可以看出，改革政策实施前后教

师奖金绩效的均值变化最为明显，由2008年

的 3 000元增加到2009年的 7 877元，增加幅

度为 162.6%。且比较教师工资构成可以看

出，绩效工资改革政策后，教师工资的增加主

要表现在奖金绩效工资的增加。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教师工资的固定效应

表 2 为教师工资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
① 县义务教育努力程度的指标对该变量的处理，参见曹淑江，张晶《教育投资内部分配比例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9期；教师工资在教育经费统计中属于个人部分投

入，参见鲍威，王嘉颖《象牙塔里的压力——中国高校教师职业压力与学术产出的实证研究》，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2012年第1期，该研究认为，个人部分投入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县义务教育规模为县学

生数取对数，学生的规模影响着县教育的总投入水平，也将影响着教师工资，尤其是教师工资结构中较为灵活的奖

金绩效部分。

② 根据各县所在省份（直辖市）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下同。

③ 对于各个因变量（教师工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先进行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LM检

验，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原假设，应选择随机效应；而后均进行对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判定的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

也均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受篇幅限制，在此不报告具体的检验P值。

④ 固定效应模型是一种在面板数据中常用的计量回归方法，它解决了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

量问题，也称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之相对应的是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在个体固定效应基础上，如

果引入时间固定效应，即可以解决不随个体而变但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问题，则称之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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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模型（1）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绩效工资改革能够解释教师工

资 变 化 的 51.5% ，改 革 后 教 师 工 资 增 加

26.7%，且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2）控制了

经济发展特征变量，工资改革对教师工资的

回归系数有所减小，工资改革后教师工资增

加24.7%，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人均GDP

对数和财政能力对教师工资影响显著，人均

GDP 越高、财政能力越强教师工资相对越

高。模型（3）控制了经济发展特征变量和教

育发展特征变量，相比模型（2）工资改革对教

师工资的回归系数有所增加，但仍小于模型

（1），工资改革后教师工资相比于变革前显著

增加25.2%。观察教育发展特征变量回归系

数可知，义务教育努力程度、个人部分占比和

生师比均对教师工资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

义务教育规模对教师工资具有显著的负影

响，这说明县义务教育投入，尤其是工资福利

投入部分的增加比例不及县教育规模的增加

比例，从而导致县义务教育规模对教师的平

均工资具有负向影响。模型（4）相比模型（3）

增加了财政制度特征变量，工资改革对教师

工资的回归系数下降，工资改革后相比变革

前教师工资增加24.2%，由R2变化可知，财政

制度相比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对教师工资的

解释作用更强。其中，财政分权程度回归系

数相对较高，这说明财政分权制度对教师工

资的影响相对较大。由于本文是个体（县级）

的固定效应，故无法直接检测到地区对教师

工资的影响，模型（5）在（4）的基础上增加了

地区和制度变革的交互项。由结果可知，增

加交互项后，工资改革的回归系数有较大提

高，由0.242变为0.248，这说明东部地区工资

改革后教师工资增加24.8%。由交互项各系

数可知，西部地区在制度变革后教师工资增

加最多，其次为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相对增

加最少。

（二）教师工资结构的固定效应

教师工资构成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见表3。模型（2）、（3）、（4）分别为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报告的结果，为进行比

较，（1）报告的是教师工资对数作为因变量数

据分析的结果。由于模型中增加了制度变革

和地区的交互项，故在分析中需要考虑各个

不同地区的工资改革对教师工资的影响。

从绩效工资改革后不同地区教师工资水

平变化来看，东部地区在绩效工资改革后教

师工资显著增加24.8%，其中教师工资中奖金

绩效显著增加 110.9%，津贴补贴显著减少

17.8%，而基本工资的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

中部地区在绩效工资改革后教师工资平均增

加20.9%，基本工资和奖金绩效工资无显著变

化，而津贴补贴显著小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在绩效工资改革后教师工资平均增加26.1%，

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均和东部地区无显著差

异，但奖金绩效工资的增加显著高于东部地

区。总体来看，绩效工资制度实施后各地区

教师工资的增加主要由奖金绩效的增加而导

致，各个地区奖金绩效工资均有显著增加，基

本工资变化并不显著，津贴补贴有所下降。

从经济发展变量对教师工资构成的影响

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人均GDP每增

加1%奖金绩效显著增加40.5%，基本工资和

津贴补贴均不显著。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县

义务教育教师奖金绩效工资相对更高，教师

教师工资（元）

基本工资（元）

津贴补贴（元）

奖金绩效（元）

人均GDP（元）

财政分权程度

财政能力

上级教育生均补助（元）

义务教育努力程度

个人投入程度

生师比

2007

25 256

14 540

8 208

2 508

18 520

0.0569

0.175

42.46

0.2

0.743

15.28

2008

27 081

13 970

10 111

3 000

21 084

0.0527

0.2

83.36

0.176

0.712

14.89

2009

32 902

14 424

10 602

7 877

23 844

0.0532

0.207

105.6

0.174

0.713

14.61

2010

35 512

14 295

9 979

11 239

26 683

0.0601

0.234

121

0.153

0.705

14.3

表1 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均值）

注：括号中为单位，未标注的单位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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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随地方人均GDP的增加主要是由奖金绩

效所带来。在财政能力上，县财政能力即县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每增加1%，教师工资显

著增加3.3%，而财政能力对教师工资各构成

部分均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教育发展变量对教师工资构成的影响

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义务教育努力

程度对奖金绩效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对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没有显著性影响，义务教育

努 力 程 度 每 增 加 1% 教 师 奖 金 绩 效 增 加

12.3%。在个人部分占比上，在控制其他变量

情况下，个人部分占比对教师基本工资和奖

金绩效均有显著性影响，个人部分占比每增

加 1%教师工资增加 36.9%、基本工资增加

16.4%、奖金绩效增加 62.6%，而个人部分占

比对津贴补贴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津贴

补贴的性质有关。在义务教育规模上，义务

教育规模对教师基本工资、奖金绩效均有显

著影响，而对津贴补贴没有显著性影响，义务

教育规模每增加1%教师基本工资减少3.9%、

奖金绩效减少27.9%。在生师比上，控制其他

变量下，生师比对教师工资和基本工资均有

显著性影响，而对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没有

显著性影响，生师比每增加1个单位，教师工

资增加1%、基本工资增加1.9%。

从财政制度变量对教师工资构成的影响

看，财政分权程度对奖金绩效具有显著性影

响，对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没有显著性影

自变量

绩效工资改革

人均GDP对数

财政能力

义务教育努力程度

个人部分占比

义务教育规模

生师比

财政分权程度

上级教育生均补助

（地区＝中部）×制度变革

（地区＝西部）×制度变革

观察值

R2

县级数量

（1）
教师工资

0.267***

［0.004］

9 616

0.515

2 404

（2）
教师工资

0.247***

［0.004］

0.067***

［0.009］

0.046***

［0.010］

9 613

0.523

2 404

（3）
教师工资

0.252***

［0.005］

0.078***

［0.009］

0.063***

［0.011］

0.031**

［0.013］

0.369***

［0.024］

-0.081***

［0.012］

0.009***

［0.002］

9 613

0.546

2 404

（4）
教师工资

0.242***

［0.004］

0.093***

［0.010］

0.048***

［0.012］

0.045***

［0.014］

0.377***

［0.024］

-0.079***

［0.012］

0.008***

［0.002］

0.310***

［0.075］

0.016***

［0.002］

8 806

0.594

2 360

（5）
教师工资

0.248***

［0.018］

0.094***

［0.010］

0.047***

［0.012］

0.045***

［0.014］

0.369***

［0.024］

-0.083***

［0.013］

0.010***

［0.002］

0.316***

［0.075］

0.016***

［0.002］

-0.039***

［0.008］

0.023***

［0.008］

8 806

0.6

2 360

表2 教师工资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注：*** p<0.01、** p<0.05、* p<0.1，［］中系数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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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财政分权程度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每

增加1%教师工资增加31.6%、奖金绩效增加

150.9%。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上级教育

生均补助对津贴补贴和奖金绩效均有显著性

影响，对基本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上级教

育生均补助每增加1%，教师工资增加1.6%、

津贴补贴增加4.5%、奖金绩效增加4.7%。

观察各因变量的R2可知，已有自变量对

绩效工资的解释较为充分，而对基本工资和

津贴补贴解释相对不足。

（三）教师工资及构成的双向固定效应

上述模型仅考虑了个体（县）固定效应，

而事实上，个体异质性还可能表现为个体随

时间变化的不同趋势。对本文模型的时间效

应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存在时间效应。故笔

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考虑时间效应，即进一

步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分析。（见表4）

由表4可知，在经济发展变量上，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对教师工资具有显著性影响，而

财政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教育发展变量

上，义务教育规模对教师工资、基本工资和奖

金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影响，生师比对教师工

资和基本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义务教育努

力程度对教师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个人

部分占比对教师工资、基本工资和奖金绩效

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财政制度变量上，上级

教育生均补助对津贴补贴具有显著的正影

响。观察各年份回归系数大小，可发现在工

资改革年份（即 2009 年前后），教师工资、津

贴补贴和奖金绩效回归系数大小变化显著，

表3 教师工资构成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绩效工资改革

人均GDP对数

财政能力

义务教育
努力程度

个人部分占比

义务教育规模

生师比

财政分权程度

上级教育
生均补助

（地区＝中部）*
制度变革

（地区＝西部）*
制度变革

观察值

R2

县级数量

（1）
教师工资

0.248***

［0.006］

0.094***

［0.010］

0.033***

［0.010］

0.047***

［0.012］

0.369***

［0.024］

-0.083***

［0.013］

0.010***

［0.002］

0.316***

［0.075］

0.016***

［0.002］

-0.039***

［0.008］

0.023***

［0.018］

8 806

0.6

2 360

（2）
基本工资

0.018

［0.015］

0.004

［0.009］

0.013

［0.009］

0.01

［0.015］

0.164***

［0.020］

-0.039***

［0.013］

0.019***

［0.002］

-0.041

［0.056］

-0.002

［0.002］

0.009

［0.007］

0.011

［0.014］

8 806

0.041

2 360

（3）
津贴补贴

-0.178***

［0.043］

0.055

［0.039］

0.047

［0.053］

0.047

［0.033］

-0.046

［0.126］

-0.054

［0.057］

0.003

［0.009］

0.051

［0.232］

0.045***

［0.012］

-0.180***

［0.058］

-0.071

［0.112］

8 657

0.035

2 359

（4）
奖金绩效

1.109***

［0.049］

0.405***

［0.067］

0.026

［0.065］

0.123**

［0.061］

0.626***

［0.164］

-0.279***

［0.090］

-0.019

［0.013］

1.509***

［0.397］

0.047***

［0.016］

0.073

［0.067］

0.249***

［0.094］

8 223

0.425

2 321

表4 双向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人均GDP对数

财政能力

义务教育规模

生师比

义务教育
努力程度

个人部分占比

财政分权程度

上级教育
生均补助

年份＝2007（以
2008年为基底）

年份＝2009

年份＝2010

观察值

R2

县级数量

教师工资

0.020**

［0.009］

0.008

［0.009］

-0.068***

［0.012］

0.014***

［0.002］

0.049***

［0.014］

0.434***

［0.024］

0.077

［0.062］

0.001

［0.002］

-0.088***

［0.004］

0.194***

［0.004］

0.279***

［0.005］

8 806

0.636

2 360

基本工资

0.017

［0.010］

0.02

［0.016］

-0.043***

［0.013］

0.017***

［0.002］

0.022

［0.014］

0.144***

［0.021］

-0.021

［0.058］

0.003

［0.002］

0.031***

［0.004］

0.032***

［0.004］

0.029***

［0.005］

8 806

0.048

2 360

津贴补贴

0.066

［0.043］

0.025

［0.037］

-0.05

［0.060］

0

［0.009］

0.004

［0.060］

0.06

［0.128］

0.366

［0.235］

0.027**

［0.012］

-0.208***

［0.018］

-0.239***

［0.024］

-0.451***

［0.033］

8 657

0.049

2 359

奖金绩效

0.097

［0.069］

-0.013

［0.069］

-0.210**

［0.091］

0.005

［0.013］

0.115

［0.077］

0.748***

［0.162］

0.31

［0.370］

0.003

［0.017］

-0.203***

［0.031］

1.010***

［0.032］

1.490***

［0.038］

8 223

0.447

2 321

注：由于工资改革本身就是时间的虚拟变量，直接在
原模型中增加时间变量会导致时间效应不能稳定的估
计，故在报表4中没有制度变革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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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进一步说明绩效工资制度效果明显。

三、政策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义务教育绩效工资

改革切实提高了教师工资水平，但地区差异

需要引起重视。在分别考察了县的固定效应

以及县和时间的双固定效应后，均发现义务

教育绩效工资改革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教师的

工资水平，从而验证了绩效工资改革的实施

效果。但是，绩效工资改革前，各地区间由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补助等方面存在差

异，不同地区间教师工资差异明显，东部地区

教师工资水平最高，中部地区工资最低。在

绩效工资改革政策后，东部和西部地区教师

工资增幅较大，而中部地区增幅则最小，长此

以往，“中部塌陷”问题将更为严重。此外，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县，教师工资增加幅度越

明显，这说明实行绩效工资改革后，县际教师

工资差异可能进一步拉大。对此，在实行绩

效工资改革的过程中，应避免教师工资水平

的两极分化，避免产生更大的不公平。

首先，进一步完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

合理的工资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科学的教师

绩效评价体系。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制度改变

了工资结构，各地区绩效工资的增长最为显

著，基本工资略有增加，而津贴补贴的部分则

有所减少，这说明绩效工资制度的实施提高

了绩效工资在总工资水平中的比例，增加了

绩效力度。然而，绩效工资总量和比例的增

加是否能够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以

及是否能够切实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这都有赖于建立一套公开透明

且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实现优绩优酬。

其次，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责

任，建立省级统筹的财政保障机制。义务教

育绩效工资改革并没有明确划分中央、省、

市、县四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也没有具体规定

各级政府应承担的比例，目前的绩效工资财

政保障责任最终落到了县级财政。本文的实

证研究发现，上级教育财政生均补助对教师

津贴补贴具有显著正影响，县级政府的义务

教育努力程度也对整体教师工资水平具有显

著正影响，这说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

能够促进绩效工资改革的实施效果。然而，

县级政府财力相对薄弱，尤其是那些经济欠

发达地区，无力满足绩效工资改革的要求，使

得教师绩效工资无法落实到位。因此，建立

省级统筹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是明确落实

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和缩小教师工资县际差异

的重要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发

现，津贴补贴在制度变革前一年已经发生变

化，这可能和有些地区在2006年事业单位分

配制度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加大了对

义务教育教师津贴补贴投入有关，同时调查

得知部分地区在 2006 年事业单位分配制度

改革后就开始在中小学阶段进行绩效工资制

度改革，这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偏误。

另外，考虑数据口径间的可比性，本文使用的

是短面板数据，制度变革前后只有两个年份，

无法采用更为科学的定量评估方法，这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结果估计的准确性。再

者，本文主要探讨了绩效工资改革对义务教

育教师工资水平的变化，并分析了教师工资

各结构的变化及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绩

效工资改革后教师平均绩效工资均显著增

加，但绩效工资的增加是否能够说明绩效工

资制度实施后就达到了教师激励效果需要对

教师个体层面的数据做更深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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