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教育产业化对发展我国教育的启示 

文/黄要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教育业的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学术界
开始探讨“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通过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巨大的教育投资，引进市场的竞争
机制，可以极大限度地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效益等。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是公共性事业，不能
进行市场操作。我们认为，两种观点各有千秋，不能用二元论的观点加以简单的评论。但是有一点
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保持教育领域特有公益性的前提下，若从目前我国社会各领域面临整体转型和
我国教育系统长期以来缺乏体制改革活力的角度考虑，可以说教育领域的竞争运营和产业操作不失
为改革我国教育大一统现状，提高我国教育过程效率的良策。通过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模式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发展教育产业，实现竞争营运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民营教育是发展我国教
育的有效手段和时代需求。 
   一、目前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教育模式下经费不足 
   我国传统教育一般以公办教育为主，对教育的投资大部分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获得，教育经
费仅靠政府单一渠道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近10年来教育经费仅占国
家GDP的2.5%-3.0%，远低4.6%的世界平均水平。据《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
全国研究生教育招生26.9万人，在学研究生65.1万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382.2万人，在校生
1108.6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04.1万人，在校生1240.2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752.1万
人，在校生1964.8万人。全国初中招生2220.1万人，在校生6690.6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829.4万
人，在校生11689.7万人。特殊教育招生4.9万人，在校生36.5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2004万人。全
国每年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口2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0%以上。虽然我国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
加，但是由于受教育的人口多，人均教育经费不多，在长期内难以满足需求。2001年，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为3057.01亿元，按2001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27627万人计算，平均每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仅239.53元，2002年，平均每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271.80元。可以说教育经费的短缺已成为
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要真正解决教育资源短缺问题，除了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外，还需要充
分发挥教育市场的筹资功能。 
   2、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导致了人力资源
和教育的结构性失调，原有的办学机制已难以适应不断的发展变化，教育为人们提供的是提高科学
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效用，过去那种盲目办学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从而造成
了教育行业供求不均衡的状况，这种教育短缺问题，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
性短缺，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不能解决终身教育的问题，不能为人们提供足额足量的教育需求，
所以，需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形成多样化的办学模式，这虽然将对公立学校的办学会产生
一定压力，但是可以形成一种竞争机制，激励公立学校不断改进、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
位，从而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3、传统教育体制下教育的运行效率低下 
   教育的运行效率，包括教育质量的保障和经营效益的提高，主要涉及到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
体制。从企业角度来看教育运行，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政府的强制干预下的产物，并不是由市场
机制选择的方式实现的。这将导致教育系统管理体制上的低效率，各大高校不能运用市场机制的作
用解决教育需求上的市场问题和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传统模式下的高校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
育资源的调整，激发教育的活力，促进各类教育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尤其是不能满足职业
教育的发展要求；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教育体制不能创造一个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不利于提升教育
的经济价值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国外教育发展的运营模式 
   国外的教育体制与我国的传统教育体制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在很早的时候就引入的教育产
业化的概念。1990年，美国经济学者保罗·罗默又提出技术进步内生理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必然
要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向“知识积累和创新”的生产方式转移。教育将具有明显的经济活动
性质，它将会与科技业、信息业一起，构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产业———知识产业。在许多发达
国家，教育既具有公益性又具有产业性，在一定范围内适度引进产业机制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已



 

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备，依法办学已成为实际
操作中的刚性原则，在国外，实行教育的市场营运和民营化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综合发达国
家发展教育产业的路径，其教育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公学私营模式。这种模式在保持学校公立性、公益性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办
学活力，改善教育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学私营是美国基础教育发展最具特色的改革之一。
199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学校——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这种学校的举办
者可以是教师、家长、社区居民、有关团体和机构等，但前提是必须与州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签订合
同。州地方政府按照学校的学生数向学校拨付人头费，但该费用不归举办者所有。为了鼓励学校举
办者的积极性，如果学校达到合同规定的评估标准，举办者可以得到人头费15%的管理费用。特许
学校在管理上充分享受办学自主权，举办者有权任命校长、聘用教师、设置课程和使用经费。公立
学校私营化在英国、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有所发展。 
   2、产业运营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引进
产业的运营和管理模式，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模式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同时，也
按照产业的运营方式计算投入与产出，讲究教育的经济效益，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制，引进成
本、效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资助大学经费的份额由
1980年的80%下降到1991年的47%，学费的收入则由8%上升到35%，其他收入由12%上升到18%。从
1997年起，澳大利亚高等学校的学费大幅度上涨，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从1981年的90%下降到1996年
的55%，之后每年还将减少1%—3%。德国向来以各级各类学校学费减免制而闻名于世，然而近几年
来，德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投入开始下降，经济界、基金会、企业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投入逐渐
成为衡量大学开放程度和灵活性的重要标准。 
   3、科技园区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园区以来，各国
已经建立起了各种类型的科学园区达500多个，它们作为高等学校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科研成果的转
化基地，依靠智力资源开发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科学园
区的规划一般由国家、地方、国家与地方联合或者由有条件的大学来承担。如法兰西科学城集中了
法国60%的大学和43%的科研机构，共有3万多科研人员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许多国家在建设科
学园区的过程中，大都给其指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房地产租售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外资
引进优惠等，还有的国家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技术咨询服务和行政帮助。由于科技园区是知识经
济的开拓者，预计它将在21世纪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 
   4、民营教育或者民营教育公司 
   上述的几种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在公立教育的框架下建立的，除此之外，民营化教育也是国外
教育的重要模式，比如美国的哈福大学就是一所私立大学，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最有名的大学。再
例，1992年成立的美国爱迪生公司(Edison Project)，在全美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管理79所学
校，在校学生3.8万名。该公司到2005年管理的学校达到420多所，学生数将达到26万。1999年7
月，微软公司的合伙创始人艾伦(Paul Allen)注入3000万美元，成为投资人之一。1999年11月，爱
迪生公司在美国华尔街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所以，纯粹的民营教育在国外有着巨大的影响和
发展空间，这也成了国外教育发展的重要模式。 
   三、启示：大力发展民营教育 
   国外教育产业开发和运作的经验说明，教育是一项既具有公益性又具有产业性的事业，特别
是知识经济的作用日显突出的今天，教育的知识产业特征更加明显。强调教育的产业性，就是要进
一步树立关注社会的教育需求，关心教育消费者的权益;树立教育的效益观念，处理好公平与效益
的关系，处理好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进一步突出教育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基础地位；引进产业
的竞争机制，促进教育体制的改革活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教育产业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它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专
业服务为产业核心，以教育基础设施、教育设备生产和产学研结合的校办产业等为产业主干，以教
育相关服务为产业枝干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最有边际效益的产业。从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看，各国
非义务教育的发展都在增加政府教育投入的同时，加大了市场筹资的比重。因此，我国要加强对资
本市场、成本分担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在当前特别是要研究利用资本市场发展教育，利用债
券、股市等融资渠道进行教育融资等问题，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政府外的第二财力支撑。教
育民营化可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通过教育资金的多渠道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从而满
足我国目前加强全民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需要。教育民营化本质上就是利
用公民社会选择机制和市场机制来打破传统的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对公共教育的垄断，形成一种包括
公民社会选择和市场机制在内的多样化的公共教育供给机制。民营教育的规范发展，既可以引导民
营资本的合理流动，又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必要的教育服务（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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