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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教育政策引领教育竞争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引致了19世纪西方政治学界针对政府干预社会团体与个人活动的行为发生了一场

争论。早期的亚当·斯密及稍后的赫伯特·斯宾塞等人主张政府应尽量少用公共政策即所谓“看得见的手”来干预

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活动（当时主要指经济活动），而应让“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到底“看得见的

手”和“看不见的手”，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市场的确需要政府，但政府并非是市场的唯一需要，市场还需

要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分散化、多元化趋势进一步要求国家

用“看得见的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探寻在市场之外政府干预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 

    政府的教育预期目标一般体现在教育政策当中，通过教育政策引领教育改革，在改革中引进竞争机制，在竞争

中建立秩序规范。教育竞争何以必需？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证明，只有竞争才是发展最深厚的动力。竞争是经济学的

核心概念，“竞争出效率”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推论。因为学校懈慢，教育资源稀缺，公正平等的民主意识

淡薄，所以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效率、民主平等、竞争秩序的改革。在以竞争为主格调的各项教育改革中，在新公共

管理思想的影响下，教育再也没有昔日宁静的日子了。 

    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标志是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美国教育改革的真正标

志是1983年4月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的《国家处于危机

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s for Educational Reform)的研究报告。中国和美

国的教育改革，在时间上只有两年之差，与其他各国也是相差无几。为什么教育改革的浪潮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也

许能在新公共管理思想中找到答案。 

    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就把时间作为价值的度量，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的时间价值理由。稀

缺世界中的规则，使这个世界中所有东西都要按稀缺程度来排队。我国的高考招生就是按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程度排

队的典型例子。过去招生比例一直比较低，最近几年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供需矛盾才得到相对缓解。—随

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动不居，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心理会更加强烈，以回应在就业中进一步强调的专业化

社会分工，以扩大个人生活中所追求的幸福函数。既然存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政府通过教育政策引领教育竞争，

建立竞争秩序，以期达到预期效果，这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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