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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

规律 ,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 。教育经济学以马克思 、恩格斯确立的辩证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基本研究方法 ,在具体研究中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包括实证分析与

规范分析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 、比较分析等方法。

从学科性质的角度来看 ,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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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考的价值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 自上世纪

60年代产生以来已有数十载。国内外学术界对教

育经济学的研究 , 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长足的发

展 ,对政府 、学校 、企业乃至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

深远的 、与日俱增的影响 。但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研

究对象和方法 、逻辑结构等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关

注不够 ,学术文献凤毛麟角 ,多在教科书中略有涉

猎 ,而且众说纷纭。这是各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的普遍现象 ,也可视为学科不成熟的重要表现 。

学科的对象与方法 、学科的逻辑与性质 ,属于

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其研究的价值在于:

第一 ,它关系着学科研究边界的界定 ,一学科

和他学科的区别 。对于学科分类的标准 ,在科学哲

学发展过程中 ,有英国学者培根根据人类的理性能

力(记忆 、想象 、判断)对学科分类的主观唯心论 ,法

国学者圣西门否定这种主观分类标准 ,提出以客观

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

格尔认为圣西门提出的客观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

和机械对象 ,他以辩证发展观把学科分类 ,学科间

的转化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 ,从而陷入了

唯心论。恩格斯在总结科学分类历史的基础上 ,主

张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 ,提出科学分类的客观

性与发展性原则 ,主张按物质运动形态对学科进行

分类 。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分

类标准。总的说来 ,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

是学科分类的主流 ,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分类的框

架 ,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哲

学及其分支。尽管科学分类仍在发展 ,但笔者认

为 ,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 ,科学

分类的标准 ,应是其研究对象 ,即以科学研究的客

观事物作为基本标准 ,力求做到主客观的统一 、历

史与逻辑的统一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因

而科学地界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可以

使其成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的基本依据 。

第二 ,它关系着学科内容与体系的构建 。一个

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体系的构建 ,应以科学研

究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基础 ,它是

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在人主观认识上的

反映 。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

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某一个学科的逻辑

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科学研究对象

的界定 ,必定是人们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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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们不明确其研究的客观对

象 ,也就难以发现其特殊的质和运动规律 ,并在此

基础上构建其逻辑体系。

第三 ,它关系着学科的发展 、研究空间的扩展

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

发展 ,每一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扩展和

深化 ,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逐步改进和完善 ,乃至学

科间相互交叉。但每一学科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学

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其研究的客观事物也

必有其独特的运动规律 。只有科学的界定学科的

研究对象和方法 ,对某一客观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

不断扩展和深化 。

第四 ,它关系着人才培养和学科持续发展 。任

何科学发展都经历了从逐步形成到发展 、日趋成熟

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也是科学在代

际之间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 ,它需要多代人持续

不断的探究和努力 ,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只

有继承才可能创新 ,只有创新才能发展 。作为未来

新一代学者 ,首先要继承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 ,尤

其是前人已经确立的该学科的研究对象 、方法 、逻

辑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创新 。

二 、研究对象

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国内外不同学者

看法不尽相同。可以作如下归纳:

1.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

系的学科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教育

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它研究教育

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 [ 1] (P2)已故中国教

育经济学家杨葆焜也认为:“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

究社会主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

规律的科学 。”[ 2] (P14)《中国大百科全书》和顾明远

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在教育经济学的词条释文中

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 。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是

双向的 ,既包括教育对经济的作用 ,也包括经济对

教育的作用。这种观点指向的是宏观上教育与教

育的外部即经济的相互关系。

2.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的投入与产

出 、成本与效益的学科。这种意见反映了教育经济

学的基本内容 ,也是将经济学 ,尤其是投资经济学

移植到教育经济学中的表现。同人类的经济活动 、

社会活动一样 ,教育需要一定的人 、财 、物资源投

入 ,教育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 ,表现为受教育者知

识 、技能 、能力的增进 ,价值观的形成等 ,这种资源

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与效益 。

3.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资源如

何配置。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经

济学》中指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货

币与否的情况下 ,人和社会是如何选择使用稀缺的

生产资源及在社会各种成员和集团中进行(特别是

通过正规教育)各种训练 、发展知识 、技能 、智力和

品德等等 。”[ 3] (P2)这种表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

象在教育经济学中的移植。西方经济学是研究既

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

学科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教育资源的有

效配置。

上述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经济学

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所作出的概括 。应如何确定教

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呢? 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科

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科学研

究对象的确定 ,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

质运动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

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

的 ,因此 ,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

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的排列 ,因而它的重要性

也正在这里。”[ 4] (P593)恩格斯将物质运动形态分为

物质 、机械 、化学 、生物和社会运动五类 ,与此相应 ,

有力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五类。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客体 ,是教育中的经

济现象或问题 。教育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它

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 ,也有别于人类社会运

动的其他形式 ,其本质的规定性在于传承和传播人

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社

会知识 ,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教育所采

取的形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依次为父传子 、

师徒制 、近代的以班级和学校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

学校教育 ,以及与之并存的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各

种职前和在职培训等等 。

教育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 ,同人类社会其他

运动形式 ,诸如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科学技术 、

管理 、乃至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这些与教育相关的人类各种社会活动 ,都

有其独特的运动形式与规律 。与此相适应 ,与教育

相关的学科诸如教育政治学 、教育经济学 、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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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 、教育技术学 、教育管理学 、教育心理学等便逐

渐形成。

在人类社会各种活动或运动形式中 ,经济活动

是最基本的活动 ,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 。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同经济活动密不

可分 。从教育的外部关系看 ,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

础 ,教育的需求与供给 、教育的结构与规模 、教育的

增长速度 ,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 。同时 ,教育对经

济也具有与日俱增的作用 。从教育内部来看 ,教育

中也存在着经济活动 。教育的进行需要一定的人

力 、物力 、财力等资源投入 ,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

受教育者知识 、技能 、能力的增进 ,社会所要求的价

值观 、品质 、道德的形成等 。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稀

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问题 。但教育中的经济活动 ,

既有经济活动中的一般规律 ,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经

济活动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既然教育经济学是研

究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 ,它所用的基本工

具 ,应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

由此 ,我们可以对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作出如下

的规定:“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

方法 ,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

规律 ,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

学。”[ 5] (P29)前述不同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的表述 ,都是正确的 ,都暗含教育经济学是研究

教育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区别在于他们强调的着

重点不同 。第一种观点 ,强调的是教育外部关系中

同经济的相互关系;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内部

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第三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资

源如何在教育内部有效配置。

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和逻辑体系是该学科研

究的客体运动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 。教

育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 ,同人类其他的社会

活动一样 ,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 ,由于受到经济的 、政治的 、文

化科学技术的制约或影响 ,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呈

现出纷繁的运动形态 ,再加上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异

和发展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 ,教育经济学的内容

和体系不尽相同 ,并在不断发展。但是当我们确立

了它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运动规律有了初步认识之

后 ,仍然有可能对其内容和体系作出粗浅的概括。

上世纪 90年代初 ,作者曾将教育经济学的内

容初步归纳为三部分: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 、成本

与效益;教育与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体制与

经济体制 。如果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

学科 ,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可尝试将教育

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如下的架构:微观或学校教育

经济学:包括教育的需求与生产 、教育成本与效率 、

教育的“市场”结构 、教育的组织与治理结构;宏观

教育经济学(或教育与经济 、社会的经济学):包括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教育与经济增长 、教育与收入

分配 、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财政与教育财政制度 。

这种概括极其粗浅 ,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

三 、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 ,指的是

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技术和手段。任

何科学理论都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手段所达

到的对客观世界抽象地 、系统的认识。当一门科学

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确定以后 ,

研究方法就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方

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 ,它关系

着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 ,也关系着各项研究的

成效 。因此 ,在科学与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专门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学科 ,包括哲学方法论 、

科学方法论 、学科方法论 。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世界观层

次的基本方法 ,二是各学科的具体方法 。作为基本

的方法论 ,应是马克思 、恩格斯确立的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 ,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是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是辩证

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科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 、

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认为人们的认识来

源于客观世界 ,是客观世界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

映 ,并以客观实践作为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

准。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 ,

不可能一次终结。

作为各学科的具体方法 ,在上述基本方法论基

础上 ,取决于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学科研究

对象不同 ,人们必须按照对象的特点 ,采用能够充

分认识对象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方法。通常人们将

科学分为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几大类 。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 ,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

们的社会现象 ,人文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的精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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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们各不相同 ,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运动规

律 ,例如 ,自然现象相对来说是简单的 、可重复的 、

无目的的 ,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则是复杂多变

的 、不可重复的 、有明显的目的性 。因而其研究方

法各不相同 ,自然科学易于做到“价值中立” ,社会

科学 、人文科学则难以做到。自然科学广泛使用实

验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和实验方法 ,而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往往“既不能用显微镜 ,也不能用化学试

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6] (P2)。诚然 ,

这些区别是相对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 ,他们之间也

呈现相互交叉。

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经济学的

分支学科 ,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教育

活动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基本研究方法是经

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有西方经济和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经历了一个

发展过程 ,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经济学

分支学科也有各自的具体方法。这里只对现代经

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 ,包括实证分析与规

范分析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

析 、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 、比较分析等方法。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最初来源于西方科学哲

学中孔德主义和库恩的规范主义。经济学中的实

证分析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 ,研究经济体

系实际是怎样运行的 。它作出经济行为的有关假

定 ,对行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陈述 ,并以各种方式

对结论进行检验 。它力求说明“是什么”的问题 ,而

不回答“应该是什么” 。规范分析回答经济现象“应

该是什么” ,研究经济体系应该怎样运行 。它以一

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 ,提出行为准则 ,研究如何

才能符合这些准则。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价

值判断 ,前者主张摆脱价值判断 ,后者主张价值判

断贯穿始终。二者的联系表现在 ,规范分析要以实

证分析为基础 ,规范分析的演绎前提和结论 ,必须

通过实证分析的实践检验 ,而实证分析要以规范分

析为前提 。经济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 ,而且

还在于改造世界 。实证分析的问题 ,来自于规范分

析 ,而且为规范目标服务 ,实证分析中推理的“逻辑

取向”也是由规范分析规定的 。因而在经济学的研

究中 ,通常将两者结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方

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质

与量的对立统一。质总是有一定量的质 ,一定的质

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

的量 ,一定的量总是和一定的质相联系 。一定的质

决定着一定的量 ,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 ,质又以

一定量作为必要条件 ,量变超出数量界限 ,质就会

发生改变 。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总是把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

础 ,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确化。定量分

析必须借用数学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分析 、经济统

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经济

分析方法和表达工具 ,它是必要和可行的 ,但它也

有其局限性。如果离开质的分析 ,它将成为一种数

字游戏 ,而且许多经济问题难以用数学模型加以解

释。

唯物辩证法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

统一 ,既有相对的稳定 ,又处于运动之中。因此 ,在

经济研究中 ,应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 。

静态分析 ,是对某一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现象进行分

析 ,观察其水平 、规模 、结构 、特征等。动态分析 ,是

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 ,观察其变化

的方向 、趋势和速度等。二者互为前提 、互相补充 ,

区别在于动态分析加进了时间因素。

经济学中由于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分别采用个

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方法。个量分析以单个经济

主体为分析对象 ,其特点在于舍掉复杂的外在因

素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研究个体经济活

动的特征与规律 。总量分析以国民经济总体为对

象 ,假定制度不变和个量不变前提下 ,研究经济总

量(或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及规律。经济活动的

个量与总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个量是总量的基

础 ,但总量并非个量简单的相加 ,个量总是受到总

量的影响和制约 。二者的争论实质是经济学中个

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 ,至今未有终结 。二者各有

优势 ,又各有局限。在现实研究中 ,要将二者结合 ,

才能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

在经济研究中常常用比较方法 , 包括国家之

间 、地区之间 、经济单位之间的比较 。规律总是存

在于大量现象中 ,只有从大量的现象中才能找出事

物的运动规律。因此 ,比较的方法是必要的 、可行

的 ,但是比较不是现象的罗列和介绍 ,而是要找出

其异同 、约束条件和共同的规律 。同时 ,比较中的

比较对象应具有可比性 ,应采用科学的比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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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化的罗列现象和简单化的比较 ,其结论没有什

么价值。

由于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同经济领域中的经济

活动 ,既有共性 ,也有个性 ,在运用经济学的方法

时 ,应考虑教育活动的特殊性 。同时 ,在教育经济

学的研究中 ,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问题不同 ,采用的

方法也不尽相同 。

四 、学科性质

就国内而言 ,对教育经济学科性质看法不同 。

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 ,它属于教育科学的

分支学科 ,国务院学位办在 1998年前 ,曾将教育经

济学列入教育科学。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多认

为它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二者都能接受的观

点认为它属于教育科学和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 。

国务院学位办 1998 年在调整学位分类中 ,又将教

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 ,归入管理学中的公共

管理的二级学科 。

笔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

首先 ,它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 ,教育经济学发端

于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上世纪 50年代

中期以来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明瑟 、贝克尔等

人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统计 ,在探讨经济增长与

收入分配之谜的过程中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 。贝

克尔则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可以诉诸于经济学分

析 ,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投资分

析 ,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

础形成了教育经济学。其次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现

象是教育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所用的基本工具 ,

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因此 ,教育经济学就其性

质来说 ,应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属于非物质生产

领域的经济学 。同时 ,也可以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

育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因为 ,其研究对象

和方法互相交叉 ,它研究教育中的现象和问题 ,也

部分地 、少量地运用了教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对于该学科的建

设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者来说 ,它不仅需要有教育

科学的理论与知识 ,更需要掌握经济学的理论与方

法 ,尤其是其中的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 、公共经

济学 、劳动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经济统计学 、制度

经济学等学科。否则 ,研究难以深化 ,更难以对教

育中的经济运动规律作出科学的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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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of Education Economy

WANG Shan-mai
(In sti tu te of The C apital Education E conomy , BN U , Bei jing 100875 , Chin a)

Abstract: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of Education Economy (EE)ar e the basic issues in the

discipline and have a significant resea rch value.EE chief ly adopts the theo ries and methodolo gies of g ener al economy and

studies the mutu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economy and the developing trend , a subject that focuses par ticularly

on the co-va riation law of economic investment in production.To be specific , EE sticks to the dialectical and histo rical ma-

te rialism approach a s its g ene ral re search me thod and a t the same time adopts the basic appro aches of mode rn economy in

practical resea rch.The la tte r include empirical and no rmativ e analy sis , quantita tive and qualitativ e analy sis , sta tic and dy-

namic analy sis , micr o and macro analy sis , compa rative analy sis and o the rs.And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na-

ture , EE is a sub-branch of economy.

Key words:Educa tion Economy;objectiv e and methodo lo gy;disciplin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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