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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增长方式的经济新常态的转变，教育在创新驱动和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产业升级与教育结构的相应调整等成为中国教育经济

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这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没有涉及过的问题，中国学者

的研究将会对丰富教育经济学的内涵做出独特的贡献。

教育经济研究的价值

王善迈

一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在代际间传承人类已经积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通过人的自身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人类诸多活动中的教育，同人类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中教育与经济

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揭示教育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要以多重视野，运用多

种学科进行探究。教育经济学以经济学视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教育中的经济问题，研究教育中经济活动的规律。

人类从事教育活动同人类从事其他活动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资源。相对于

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言，资源是稀缺的。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探究稀缺资

源如何有效配置，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复杂多样的需求，教育经济学的使命在于

如何有效配置教育资源，从资源配置上保障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满足人们对教

育的需求，这是教育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使命。

二

作为教育与经济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

值。其学术价值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发展可以丰富和推进教育、经济及其相

关学科的发展，包括研究的范式、理论与方法。科学研究的使命在于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行为世界，逐步形成了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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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伴随认识世界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分支学科和交叉

学科层出不穷，学科的分化促进了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学科的交叉和综合，促进

了全面系统地认识纷繁复杂变化的世界，学科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和互相推进

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客体，教

育资源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

揭示教育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有助于人们全面系统地认识教育的本质。同时，

教育资源配置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内容，资源配置既包括经济领域也

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等非经济领域。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既可促进教育、经
济及相关学科发展，教育、经济及相关学科发展也必将推动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三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为政府、教育机构乃至家庭教育决策提供

智力支持。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发展教育是政府的职能，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

是提供教育服务的载体，家庭及个人则是教育服务的客体。在教育资源稀缺和

相关约束条件下面临教育的决策。教育经济学作为应用性质较强的学科，可以

为政府、学校、家庭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为教

育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今后应进一步且完全有能力增强对

教育经济决策的支持。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决策的任务则是改造世界。无疑，认识世界

是改造世界的基础。学术研究中隐含着改造世界，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中，尤

其在问题成因的分析中，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决策也是对认识

世界的深化。作为学术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多样，同一问题，由于研究者的视野、

价值取向、研究工具不同，其结果和结论存在差异。而决策面临着要解决的问

题及其路径的选择，其选择不仅取决于决策的价值取向，还取决于解决问题的

种种条件约束，需权衡利弊，区别轻重缓急、过程与目标，决策正是一个择优过

程。尽管学术研究和决策研究存在异同，作为学术研究者，由于研究兴趣、爱

好、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可作出选择，或侧重其一，也可二者有机结合。但无论

何种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想，勇于创新，对研究成效十分重要。

四

理论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最终受实践检验。因此从实际出发是研究的



第 1 期 教育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价值及其进展 15

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中国的学者，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有义务有条件发

现认识和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不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是一个经济

改革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大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

的问题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从实践出发，要求研究者与实践者密切结合，深入

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

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信息支持，但并不能替代研究者深入实际，认

真调查研究。书斋式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不可取，也不可能达到研究目的。

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和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无独立思考则无

创新，无创新则无科学发展。探索真理是一个不断后浪推前浪、推陈出新的过

程。继承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鉴他国他人的经验是研究的起点，探索是研

究的过程，创新是结果和目的。在教育经济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中，出于急

功近利，简单照搬、移植、复制国外已有的研究或实践，包括研究问题的选择，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既不能正确认识和回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理论与实践的

创新。

上述是作者的拙见，求教于同仁。欢迎批评指正，推动中国教育经济学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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