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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村教师住房调查的政策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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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ａ．教育学院；ｂ．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通过对湖南、山西、新疆、浙江４省４５所农村初中和小学的调查发现，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教师现有住房

状况堪忧，教师住房对教学工作影响较大，教师住房满意度不高并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前景不乐观。应当通过落实、调整、

新增教师住房相关政策，改善教师工作临时住房和有产权的生活住房条件，为教师安心工作提供基本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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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党和国家将教育优先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多

次提出要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保障教师在体面生活的基础上安心从事教育工作。安居才能乐业，教师地

位有没有提高、生存状况有没有改善，首先可从其居住条件体现出来。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已

经成为农村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１］，成为影响教育质量整体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了解农村教师

住房情况，关注其居住条件，对教师队伍稳定和专业发展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１　调查概况
农村是与大中城市相对对应的区域概念，包括农业人口集中地区和县级以下小城镇。本调查的对

象是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从教的教师，涉及湖南望城、桃江、邵阳、永顺、慈利等地及山西、新疆、浙

江４省共４５所初中和小学，有经济较发达地区、中等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个层次，调查对象所在地域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６７８份，有效率为９６．９％，效度符合调查要求。

调查问卷主体内容包括教师住房实际情况、教师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程度及期望的政策支持，涉及以

下四大方面：教师现有住房条件，教师住房对教学的影响，教师对现有住房的满意度，教师对住房政策的

意见与看法。问卷还设置了与住房相关的个人信息部分，旨在了解教师住房与教师个人职称、所在学校

位置、配偶职业及家庭成员情况之间的关系。

研究主要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５．０等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数据整理、分析、统计、对比的方式得出
结论，结合当前教师住房政策，在文献分析等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２　调查结果及分析
２．１　教师现有住房状况堪忧

教师住房情况主要受家庭人员职业、父母经济条件等个人因素影响，又与任教学校所处位置、学校

住校要求等工作条件密切相关。调查中近１／３的教师工作时间常居住的地方是在学校，在校外自购房、
与父母同住及租房居住的分别占４２．１２％、１１．４６％和１２．０３％。按照人均住房３５ｍ２的小康标准计算，
７２．２１％的被调查教师达不到这一标准，其中人均１０ｍ２以下的占３６．５８％，仅有２７．７９％的教师在学校
住房面积超过３５ｍ２。此外，居住的位置也存在较多的问题，绝大部分教师在校期间居住的是集体办公
室或教室之间的隔音间，仅少数教师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住在教学楼以外的单间或套间）。

在学校住房紧张难以满足需求情况下，自购或自建住房成为广大农村教师的首要选择。被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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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极少数教师通过从学校出售获得有产权的住房外，相当一部分教师已经通过购买商品房或在农村获

得宅基地自建商品房，但仍有超过１／３的教师有房住但没有获得房屋产权。数据关联分析显示，工作时间
常住住房位置与年龄呈现负相关（－１．１１９）、与学校距乡镇中心远近呈显著相关（０．２２０），说明年龄较大的
教师与学校位置较好的教师能够较好利用自有住房。而教学时间校内人均居住面积、住房类型及获得有

产权住房方式与教龄、学历、职称等因素都没有明显关系，说明教师住房的分配和获得的方式呈现多样化

差异，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前还缺少产生较大影响的教师住房政策。

２．２　教师住房对教学工作影响较大
教师生活工作条件对教学质量有较大程度的影响。首先，农村购房或自建住房虽然价格要远低于

城市，但农村教师工资相对较低，其他渠道收入来源少，对大部分购房者是一个较大的经济负担。调查

显示，６７．８３％的教师获得的住房均价在１５００元以下，但负债１０万元以上的比例却高达４０．７６％。其
次，从住房到学校的路途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３２．１５％的教师从住房到学校所用时间在半小
时以上，如果按早晨８点到校的要求计算，这些教师至少要６点半起床才能准时到校，担任班主任或语
文、英语科目的任课教师还有指导晨读、早操等工作，起床时间更要提前。农村地区公共交通欠缺，主要

依靠步行或骑乘摩托车、电动车等，５８％以上教师日均用于往返的费用在５元以上，一个月需要上百元
交通开支。第三，教师在住房获取教学信息资源困难。大部分教师在常住房间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料

不太方便或很不方便，并且没有独立书房或虽有书房但并不实用。

２．３　教师对改善住房条件充满期待
教师住房与学校距离的远近对教学、生活必然会有一定程度影响，特别是农村地区教师流动性较

大、女教师多，在兼顾家庭、教学及子女学习多种情况时住房的位置成为最纠结的一项内容。调查显示，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最关心的是住房所在位置是否方便教学，把工作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选择；但超

过一半的受访教师对现有住房情况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认为住房对教学有较大程度的不利影响。主要

原因是校外住房距离学校太远，校内住房的用水、厕所等基本条件没有保障，个别偏远的学校还需要挑

水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因此绝大部分教师希望学校能够无偿提供住房使用。

２．４　教师对改善住房政策前景不乐观
住房问题是涉及民生的基本问题。国家的住房政策对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生活影响很大。农

村教师群体生活在农村但又不能享受农村住房补贴，按照法律规定也不能在农村集体用地上购买宅基地

自建住房；同时又不属于城市居民，不能申请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惠及农村教师的住房政策少且没有得

到有效落实，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提出的“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
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停留在文件层面。

唯一推广面最大的住房公积制度，也由于农村教师基础工资低、扣缴比例低，而被半数以上教师认为对改

善住房状况没有什么帮助；另外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不太关心也无力关心教师住房，导致教师对政府改善教

师住房普遍不看好，除要求新建教师住房外，教师普遍希望通过提高工资福利自由选择住房。

３　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村教师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已达１０６４．０１万人，县

镇以下中小学教师占到７９．５％”［２］，提高他们的住房质量能够直接推动社会公平和保障教师队伍稳定。
由于农村教师工作性质的限制，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面临着许多矛盾：一是教师为工作着想希望住校与

为生活便利希望在城镇购房之间存在冲突；二是学校建房意愿与现有政策之间存在冲突；三是农村教师

工作的流动性与住房的固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化解这些矛盾，需要教师个人合理进行职业规划、恰当

定位生活方式、科学设计支出方式，同时更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公积金政策、住房建设用地及

教师工资福利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才能从源头上切实解决问题。应当在现有农村教师住房政策基础

上，从“落实”“调整”和“新增”三个方面着力，构建符合农村特点的教师住房政策立体网络。

第一，落实好现有的教师住房相关政策。当前政策层面并非没有体现出对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

住房关怀，问题是政策并没有落实或缺少落实的保障机制。国家层面义务教育督导评估中的“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指标没有涉及到教师住房问题，省、县级的教育综合情况评价更是如此。如《湖

南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要求“改善教师居住条件，将教师住房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予
以保障；加快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但在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教师的条款主要是指教师

应达到的义务水准、从教资格等方面的要求。《湖南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验收标准》虽然提出了“校舍

能满足正常的教学和生活需要，教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等相互配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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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表述也较为笼统，且在评估中所占分值过低。

落实好现有教师住房相关政策，首先需要制定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细则。要根据现有社会生

活条件和政府财政情况，优先解决影响农村教师工作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农村教师住房当务之急是在

学校能够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居住条件，据此就应当将“周转宿舍建设”放在第一位，需要在建设用地、资

金来源、项目审批、时间规划、使用条件等环节做出明确规定，保障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有钱可用。其次要提高政策统筹的层级。目前我国农村学校主要由县级政府管理，由于县域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在财政支出能力方面差别很大，因此教师住房政策的落实应提高到省级层面，由中央、省、

县按适当的比例分担经费支出，形成省筹县管的政策落实体系。“没有地方政府的财力作支撑，没有地

方政府的高度领导，教师周转房建设是难以真正落到实处的。”［３］其三要有效利用好现有教师公用住

房。在有限的教师公用住房中，存在教师调动、离职、退休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教师不在岗但仍然占用情

况，需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及时加以解决，最大限度发挥公用住房的流动使用特性。

第二，针对农村地区特点调整教师住房政策。农村教师由于其工作区域的限制，自购商品住房主要

集中在乡镇、县城，价格要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农村学校用地成本、住房建设成本也远远低于城市和乡

镇。但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农村教师属于城镇户口，无法享受农村建房在宅基地、税收等方面的便利，也

难以获得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政策性租赁房的资格，即使得到批准，也因为工作关系在居住方面

造成许多不便。因此，灵活调整现有的政策限制并支持农村教师在工作地就近购房或集体建房，能够在

解决教师住房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农村教师对住房问题的考虑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方便当前的教学工作，二是考虑到退休之后

老有所居。农村教师对住房的这种特殊要求对相关政策的灵活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据此现有政策应

当做出以下调整：首先，将农村教师住房问题纳入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系。农村教师长期扎根于农村、服

务于农村，理应通过县级以上行政部门的规划，获得集体建房用地使用相关优惠。其次，根据教师在农

村地区的服务年限增加住房贷款额度。学校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为满足教师合理住房需求提供借款

担保，并在利息上给予最大优惠。三是充分利用与改造学校现有住房资源。允许学校根据区域内未来

上学人口情况利用富余的、具有可改造条件的教学用房建设为生活用房。

第三，根据农村教育发展新增教师住房政策。需要政策畅通社会资本进入渠道。由于农村教师群

体基数大，待遇相对较低，而国家现有财政并不是特别充裕，因此通过政策杠杆引导社会、企业和其他组

织参与农村教师住房的改造与建设，是对教师个人投入、政府计划投入的有力补充。当前存在的问题不

是缺少资金，而是接受公益基金、企业和其他组织资助改善农村教师住房条件社会投入渠道畅通存在一

定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急需大力发展的教育，民间教育公益团体和理论界一样，也很容易

感到无奈甚至痛苦。”［４］一方面是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是类似于农村教师住房等

问题急需资金，这个环节的打通就需要政府扮演可靠的中间人角色，通过政策调节加以解决。

政策可针对特定教师群体而设置。如随着农村特岗教师招聘政策的持续进行，这一群体的数量已

经相当庞大，并且相当一部分人远离家乡、在工作地无亲无靠，收入普遍不高并且服务满期后的去留具

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何使他们有一较为稳定的居住条件增加当前岗位的吸引力，应当通过制定新的

政策来实现。又如“单边户”教师家庭，其配偶为农民或下岗职工时，如何在住房公积使用、自建住房或

购买住房方面给予更多的倾斜，都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来支撑。

此外，需要在组织机构方面调整，如在农村教师集中的县级以上行政部门的房产局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协调处理教师住房兴建的相关手续；将农村教师住房建设纳入县或市的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在规定

时间内落实到位。总之，农村教师住房的历史欠账较多，只有高度重视这一现状，并通过有效的政策推

动，才会使这一职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与，才能保障中国教育的均衡水平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１］李金奇．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３４－３８．
［２］中国中小学教师人数已超千万 县镇以下约占８成［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９－０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ｅｄｕ／２０１０／０９－０２／２５０７７０９．ｓｈｔｍｌ．
［３］容中逵．当前我国农村教师住房问题研究———来自浙江、河北、四川３省的调研情况［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３（２）：１８－２１．
［４］何珊云．社会转型与民间教育公益团体的兴起［Ｊ］．北京大学教育评价，２０１２（４）：６８－７８．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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