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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的探索

———评教育经济学著作 《从稀缺走向充足———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供给研究 》

王善迈

(北京师范大学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875)

　　任何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经费供

求 、居民受教育机会供求和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之间的供求问

题 。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 , 应当由政府与市场

(消费者)共同提供。需求包括社会和个人需求 ,供给主要由

政府财政和受教育者负担 。对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和预测 ,是制定高等教育规划和高等教育发展中

的核心问题之一 。我国正在制定到 202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

规划纲要 ,其中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

本书作者选择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应用

价值 。

李文利的著作 《从稀缺走向充足———高等教育的需求与

供给研究 》,是她近几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结晶 。这部著作

以中国为背景 ,从中国实际出发 ,采用了经济学中规范分析与

实证分析以及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 ,依据对高等教育财政充

足 、公平和效率的评价原则 ,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高等教育

的需求与供给 、高等教育的经费需求与供给等问题给予了比

较全面 、系统和深入的回答 ,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性进展 。这包

括:

第一 ,从研究方法来说 ,作者从宏观总量预测和微观成本

分析两个层次上总结了国内外已有的经费需求测算的方法 ,

并收集有关数据进行了估算。这对研究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

性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实证研究工具 。

第二 ,创见性地把高等教育中学校资源利用效率分为成

本效率 、产出效率和学习效率三类 ,从而细化了前人提出的高

等教育内部效率的内涵 ,推进了此类问题的研究 。

第三 ,从高等教育中学费水平和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和政

策关系看高等教育的公平 ,作者将市场供需模型融入到公共

产品的供求分析 ,对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

和成本补偿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总结出三种测算学费水平和

资助标准的方法 ,并采用其中的付费能力法和供需模拟法进

行实证测算 ,令人耳目一新 。

第四 ,对比研究了长期和短期效应两类因素对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的影响 ,指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 ,不仅要完善高

等教育财政政策 ,作为高等教育基础的基础教育财政和质量

问题也不容忽视 。

第五 ,首次把家庭经济贡献和经济资助需求放在一起进

行了比较分析 ,并根据作者的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不同社会

经济背景的家庭及其学生的经济贡献能力和资助需求 ,提出

了赠与型 、借贷型和工作型三类资助的不同作用 。这对政府 、

学校制定公平和有效的资助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第六 ,对学生贷款二级市场进行了前瞻性的探索研究 ,既

分析了可行性条件和可能途径 ,也指出了制度和市场环境中

存在的不足 ,体现了政策研究的学理意识和理论研究的适度

超前 。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 ,也有利

于避免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尴尬 。

第七 ,作者分别从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价值(社会和个

人经济收益)和人力资源配置价值 (工作流动和劳动力市场

优化)两方面实证研究了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劳动力市场日

益发达和知识经济日益凸显的今天 ,这一研究成果再次验证

了教育在国力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巨大的社会经济价

值 ,使得人们确信教育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和

基础性投资 。

总而言之 ,就笔者所见 ,对高等教育的经费需求与供给 ,

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受教育机会的需求与供给问题给予系统的

研究和回答 ,这本书尚属首次 。

与同类问题的其他研究不同 ,本书不是停留在理论分析

和统计描述层次上 ,而是依据多个抽样调查资料 ,运用经济计

量方法 ,给予实事求是的回答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有价值的

结论和政策建议 。这对于政府 、学校和受教育者在教育和教

育投资决策 ,政府和学校在高等教育规划和管理上都大有裨

益 。

这本书不仅在学术上丰富了教育经济学 ,在研究方法和

结论上有所创新 ,而且表现了作者严谨的 、规范的治学态度和

勇于探索 、认真刻苦的学风 。这对于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

探求真理是无止境的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研究还有待

于不断深化 。高等教育发展和投资政策的制定 ,随时代变迁

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也需要不断地调整 。希望和相信作

者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 ,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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