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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教育成本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本文依据教育的国家成本、社会成本和个人成

本三分法，结合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教育的间接成本（实质上是机会成本）的二分法，将青年教育成本划

分为国家直接成本、国家间接成本、社会（团体）或企业直接成本、社会（团体）或企业间接成本、个

人直接成本和个人间接成本等六个方面。 

1．国家直接成本 

国家直接成本主要指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它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建投资、各部门事业费

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城市教育费附加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用于教育的支出和农村教育费附加支出

等六个部分。其中，又以教育事业费为主体，它主要表现为各级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的剔除无关费

用以外的直接成本消耗，如教职员工工资、科研费用、办公日常开支的费用等。当前，国家财政用于教

育的支出呈现增长趋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及财政支出比例也在增加。据统计，2005年全国国内生产

总值为183084.8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2%，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

百分点。 

2．国家间接成本 

国家间接成本主要指国家用于教育使用的土地、建筑物、设备等，如果不用于教育而用于其他方面

可能获得的利息、租金收入和利益等，或用于教育而免除的税收，或用于助学贷款免息部分的资金及可

能获得的利息、租金收入和利益等，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个人如不上学而就业时国家可能获得的利息或

收入等。由此可见，国家间接成本是多元的、复杂的、递增的。根据“国家间接成本≌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公式，通过对国家教育部网站提供的“国家财政用于教育

的支出”数据的计算，可以推算出2003年国家间接成本至少有215.04亿元。 

3．社会（团体）或企业直接成本 

社会（团体）或企业直接成本主要指各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其他社会团体或个人对教育的资

助、捐款和捐赠等，社会（团体）或企业用于职工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费用支出。为了弥补

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国家发动社会力量加入青年教育的行列，或通过直接捐赠，或通过办学模式来补

充。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统计，第一批向基金会捐赠的单位和个人的捐赠金额达20855万元，其中绝大

部分为企业捐赠。教育部2006年11月统计，全国共有319个独立学院由社会力量办学。随着社会竞争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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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我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重视职工教育这一环节。 

4．社会（团体）或企业间接成本 

社会（团体）或企业间接成本主要指各企事业单位、教会、慈善机构、其他社会团体或个人对教育

的捐款、捐赠等，如不用于教育而用于其他方面可能获得的利息、租金收入和利益等，或不用于职工继

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而用于其他方面可能获得的利息、租金收入和利益等。社会（团体）或企业

间接成本可以通过社会（团体）或企业直接成本获得模糊的把握。国家通过“公办民营”的形式，鼓励

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等对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诸如青少年宫、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

等）进行经营。2005年5月1日起，全国各地文化、文物部门以及直属单位，其公共文化设施要加大开放

力度，对未成年人免收门票，就是社会对青少年教育付出的间接教育成本。 

5．个人直接成本 

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指由个人、家庭、亲友或家族等为青年个人受教育直接支付的学费、杂费、书籍

文具费、文体费、交通费、住宿费、生活差距费等，或用于支付各种第二课堂和各种考试培训费等。总

之，个人直接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内的教育费用：学费、杂费、住宿费、生活费和额外学

习工具辅助费（比如，电脑、手机等）等；二是学校外的教育费用：交通费、择校费、家教费用、各种

考试培训及报名费用和第二课堂培训费用等。自1989年首次明确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

以来，高等教育学费逐年剧增。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现在，大学学费从200元上涨到5000元以上，增加

了20多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加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

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6．个人间接成本 

个人间接成本主要指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个人，因上学而未就业可能放弃的就业收入，或家庭、亲

友为了个人能够接受教育而放弃工作的收入等，它包括经济、工作岗位、时间和健康四个方面。针对家

长而言，不少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而误工、辞工而损失的经济成本和工作岗位晋升成本是无法计算的。

一些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家长在学校附近租房陪孩子读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房租就是一项为教育而

额外支出的间接成本。同时，为了在学业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保证教育的顺利进行，青年自身、家

长、亲友都有可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健康为代价来增强学生的竞争能力。2006年中国青少年注意力

状况调查表明，被访者的睡眠时间有8-10个小时的只为19.4%，而学习时间在7-9小时之间者为41.5%；毕

业班中学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情况最突出；而导致青少年注意力难以集中的内因是睡眠不足与疲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注：该文节选自李琳撰写的《当代青年教育成本及其承担机制研究》，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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