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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育成本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后更新：2008-5-5  

 

1．青年教育成本显著增加，国家、社会（团体）或企业的教育成本的承担责任没有有效履行，并在

一定程度上将责任转嫁给了家庭或青年个人 

我国实行的是教育成本政府、学校和个人分担与补偿的制度，三方应该在合理的比例配置框架下承

担各自的责任。但是，随着青年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我国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的实施，青年教育成

本显著增加，在政府、学校和个人这三方分担的机制中，家庭和个人的分担越来越重。《小康》调查数

据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而在世界发达国家，公立大

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的大学学费仅占其人均收入的1/6左右，英国的大学学费仅占其人

均收入的1/10。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使行政部门挤占和挪用教育经费，最终将恶果转嫁到了

学生身上：学校不得不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巧立名目进行各项“乱收费”。据业内人士分析，目前维

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

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

研究报告》显示，由于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某种程度上已经干

扰和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学费暴涨的结果是导致贫困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贫困家庭无法靠知识摆

脱贫困，导致“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潮的重新抬头。同时，报告还指出，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个人消费

中比例过高，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也深感子女教育负担沉重。据调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成本仅

低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

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为41%。 

2．青年课外教育成本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量均显著增加，存在畸型投资和盲目消费的不合理现象 

由于就业压力的剧增，家长教育投资的迫切及非理性心理，导致家长对青少年教育盲目“投资”，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少年教育成本中校外教育成本显著增加。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发现，在读

学生的交通费，中小学每年人均200元，高中、大学分别为700元和600元，其中不少是因为择校后路途较

远所致，最高的竟达6000元；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在电脑器材、手机、上网费等方面毫不

吝啬，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500元。另外，各种学习培训班、兴趣培训班、考试培训班等等，以

高昂收费迅速增加了青少年课外教育成本。据统计，从小学阶段到研究生阶段，有5成以上的人请过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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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加过各种补课、培训班，其中初中阶段是请家教、补课、培训支出最高期，最高的花费达1.4万元。

以北京新东方学校为例，“初中词汇语法单项班”22次课程的收费是700-1380元；“考研英语班”的收

费是620-2800元。与此同时，“素质教育”的发起已有很多年，但纵观目前我国的教育投资，不难发现

仍存在注重智力投资而忽略思想道德素质、技术能力等方面素质的投资。 

3．青年教育成本极大地冲击着青年的闲暇与健康 

由于青年教育成本个人或家庭承担比重的增加，导致了青年在校期间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以及技

能，在工作期间努力工作加强培训，这些都极大地冲击着青年的闲暇时间与健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等单位发布的一份特别调查“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指出：青年闲暇时间中学习压力过重且青少年睡眠不

足；由于营养结构失衡、生活工作压力过大、现代化的不良生活方式等原因，我国青年的“亚健康”状

态比重上升；青少年的速度、耐力、柔韧性、爆发力和力量等素质水平有所下降，青少年的身体机能发

育水平落后于身体形态的增长水平。在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大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

为问题的困扰。在大学生中有心理障碍的，如焦虑、恐惧、神经衰弱、强迫症和抑郁情绪的人数也呈上

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劳死”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央视资

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实施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218人中，每天工作不足8小时的人占34．4%，而工

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人占65．6%。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已经超过20%。在各种压力下，职业

青年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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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