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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历程, 提出了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加强教育经济

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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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 etrospects to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raises the ex-

isting problems in the r esearch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suggests the r einforcement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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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经济学形成于 20世纪 60年代的西方, 中

国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这一学科已有 20 余载。20

多年来,这一学科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学术

研究、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硕果累累。回顾过

去,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从发展进程来看,由初期的引进、传播逐步转向

独立研究。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一些著

名的经济学家倡导、呼吁建立中国的教育经济学, 尔

后通过翻译出版西方和前苏联的教育经济学著作和

教材、举办讲习班介绍教育经济学。不久,一批学者

便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独立的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都立足于中国的

实际, 选择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重要

而又紧迫的教育经济、教育财政问题展开研究。如

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筹资的研究、关于公共教育

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的范

围几乎囊括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为方法论,依据所研究的问题不同,分别采

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 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运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

从事教育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的专业背景

初期主要是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 尔后有越来

越多的经济学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伴随着教

育经济学( 1998年以后为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博

士授予权单位和研究生的扩大与增加, 从事教育经

济学研究的队伍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

20多年来,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教育经济学

教材、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

其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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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而且已被中央和地

方政府教育经济决策采纳, 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

乃至家庭教育决策提供了支持,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效益。

我们的研究还有些不足。例如, 以往的研究大

多以宏观层面为主,关注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中宏

观层面的问题, 对教育经济微观层面的问题, 主要是

教育机构和组织运行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关注不

够。研究方法, 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

待于完善。在研究性质上大多是应用和对策研究,

理论研究,尤其是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

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具有长远意义和基础性意义的工

作,研究者关注得不够。对于现实中的教育经济、教

育财政中许多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还未能给出

令人满意的回答。

教育经济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还不够成熟。

首先, 表现在研究对象和边界比较模糊。国内外不

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表述和

看法, 有的从交叉学科的性质出发界定教育与经济

的关系(杨葆火昆, 1989 年) ,有的强调研究教育中的

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还有的沿用西方经济学研

究对象的表述, 将教育经济学的对象界定为稀缺教

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美国]科恩, 1989 年)。任何一

门成熟的学科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立的研究

对象和边界。尽管交叉学科研究的客体可能是同一

的,区别在于研究视角和所用的理论工具不同,但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定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

围。

其次,表现在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科学

的逻辑体系。目前国内外教育经济学所使用的范

畴,大多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中移植过来的, 这

可能是交叉学科共同的特点, 即交叉学科许多范畴

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

畴,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有其独立的不同于

其它学科的范畴。从学科体系来看,一方面不同学

者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各自的体系都还不够严

密。总之,没有形成规范、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

再次,教育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

体系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

西方教育经济学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早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以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

且不说对人力资本理论存在争议, 无论是人力资本

理论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不能回答教育经

济学的全部问题。于是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便借用了

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许多

相关理论作为工具分析和回答教育经济中的某些问

题。总之,教育经济学缺乏独立的、完整的理论。在

借用西方经济学有关分支学科或某种理论作为理论

依据时,许多研究,尤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往往采

取简单移植或套用的方法, 缺乏独立思考。首先对

该理论产生的背景、所要回答的问题未加认真分析。

其次,它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 是否适用于作者

所要回答的问题也缺乏认真思考。

学科的基本建设包括明确界定它的研究对象和

边界,确立它的基本研究方法, 构建它的基本理论、

范畴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它关系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关系着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同时它又是一项艰苦、困难、长期的工

作,它要求研究者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需要

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探索劳动,并具有广阔的理论知

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任重而道远。相信中国学者经

过长期的努力能够为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形成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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