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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青年教育成本分担和配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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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育成本的压力，其实质就是教育成本的分担和配备机制不尽合理。这种不合理有三个层次的

表现：一是国家、社会（企业）和家庭（个人）宏观层次的教育成本的不合理分担；二是家庭对青年教

育成本投资过程中成本的非理性配置；三是青年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对时间成本的不合理分配。因此，建

立和完善良好的青年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就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1．建立和完善国家、社会（企业）、家庭（个人）三方面合理分工、动态协调的青年教育成本承担

机制 

国家、社会（企业）、家庭（个人）是教育成本必然的共同承担主体，因此，应对教育成本分担方

进行合理分工，明确各自职责，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教育阶段、青年个人和家庭承担能力的

实际情况，进行动态协调管理，客观评估监督。 

2．家庭（个人）要建立和完善对受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成本、课外辅导教育成本和素质能力提升教

育成本的合理配置 

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其行为的必然合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很多个人或家庭在教育成本上

不合理现象，其深刻的原因就是部分家庭教育投资的盲目性造成的。因此，除去较稳定的学校内教育成

本外，家庭（个人）应针对具体情况对学校外教育成本，诸如各种学习班、兴趣班、能力班、考试班等

进行合理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成本，控制家庭（个人）教育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不仅要高度重

视青年在智力教育上的投入与投资，更要注意对素质能力方面的投资，使素质能力方面的教育成本增加

并使之获得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3．青年自身要合理分配时间，在受教育、长才干与有效闲暇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在就业浪潮的冲击下，受教育年限或者各种素质能力成为就业竞争的主要筹码。在这样大环境的影

响下，势必增加青年受教育的时间而减少青年的闲暇时间。因此，青年需要做出理性的权衡，合理分配

受教育与休闲时间，以使个人的能力和身体状况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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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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