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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我一直研究和教学的一个主要领域，这本书就是在我多年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
的。
在教育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受国内教育实践和改革进程等因素的影响，我
国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并不十分成熟，对某些研究方法的过度偏好和盲从，造成研究方法如定量研究
与定性研究的割裂、对立和封闭。
同时，某些学科著作要么内容过于陈旧，忽视对新问题的探讨，要么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不客观，甚至
误导决策；而且，贯穿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思想缺乏或不够突出，并且研究视角平淡和随
意。
这些因素使得学科知识体系急待创新。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教育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这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巨大挑战。
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在课程体系、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
新的要求，构建具有引领时代发展功用的教育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变得刻不容缓。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愿望，作者开始了对建立新的教育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探索。
由华中科技大学推出的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材（建设）基金直接加快和促成了本书撰写计划的
实施。
本书从构建广义的教育经济学体系出发，以教育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和制度合理安排为中心，在阐述
学科基本理论、研究专业领域核心问题的同时，探讨和及时反映学科领域的新成果、新理论。
在研究内容上，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分析，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使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尝试性地开展多学科研究，创建跨学科的有特色
的知识体系。
全书分十章构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教育
成本、教育效益与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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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领域内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跨学科基础
课程和教育学科、经济学科的专业课程。
本书以教育资源配置为中心，构建广义的、具有跨学科专业特色的教育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全书共分十章，包括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教育成本、教育效益与盈利、教育
需求与供给、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财政及其体制改革、教育收费、教育金融、私立高等教育经济。
    本书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力图在提高学术性的同时，站在
学术前沿，结合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重要经济问题和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内容涉及教育盈利、
过度教育、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高校学费、教育利用资本市场、私立高等教育产权等，旨在教育经济
学学科体系中实现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有效对接。
本书可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育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学生自学用书
和有关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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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交集  第二节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    一、教育经济学科
的产生和发展    二、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第三节  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高等教育与经
济的关系    二、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发展第二章  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发
展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修正    三、人力资本研究在我国  第二节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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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国际比较第三章  教育成本  第一节  教育成本的概念与分类    一、成本的概念    二、教育
成本及其分类    三、教育成本的复杂性  第二节  教育成本的计量    一、教育成本项目    二、教育成本核
算主体    三、教育成本计量方法  第三节  高等教育成本比较    一、美国公立和私立高校成本比较    二、
我国民办与公立高校成本比较  第四节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概述    二、高等教
育成本分担结构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第四章  教育效益与盈利  第一节  教育效益概述    一、
教育效益、教育效率、教育收益    二、教育收益与教育盈利  第二节  教育效益的范围    一、教育收益
的主体    二、高等教育的多元综合效益  第三节  教育收益率    一、教育內部收益率    二、明瑟收益率    
三、教育收益率的国际比较  第四节  私立高等教育的收益与盈利    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收益与盈利   
二、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收益和盈利    三、教育盈利与办学质量    四、民办高等教育盈利性与公益性
第五章  教育需求与供给  第一节  教育需求    一、教育需求概述    二、教育需求的形成    三、教育需求
弹性  第二节  教育供给    一、影响教育供给的因素    二、教育供给函数与供给弹性    三、教育供给的规
模、结构和秩序  第三节  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变化    一、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二、高等教育需求与
供给的变化第六章  教育资源配置  第一节  教育理财：教育财力资源的配置    一、教育理财的标准    二
、教育理财的公平及其指标体系    三、教育理财的效率及其指标体系    四、教育财力资源配置的公平
与效率的协调  第二节  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与规模经济    一、教育规模经济原理    二、高校规模经济的
研究成果    三、我国高校规模的变化与效率  第三节  高等教育财政中立    一、高等教育财政中立的框
架    二、财政中立与高等教育发展    三、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中立现状及其影响第七章  教育财政及其体
制改革  第一节  教育财政及其发展    一、教育财政的含义与范畴    二、教育财政的本质    三、教育财政
的功能    四、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第二节  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一、教育经费的部门预算    二、义务教育
财政转移支付    三、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第三节  第三部门视野下的高校财务管理    一、从第三部
门视角研究高校财务管理的意义    二、高校作为第三部门的财务管理的特殊性    三、高校财务管理规
定    四、高校财务会计的双轨制第八章  教育收费  第一节  教育收费的性质和结构    一、收费与税收    
二、教育收费理论    三、收费的分类与结构    四、教育收费的功能与性质    五、教育收费的设立与规
制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费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费的研究成果    二、高等教育学费的性质    三、高等教
育学费标准与计量    四、学费与教育财政  第三节  教育税费改革    一、教育部门税收优惠    二、我国教
育费附加的演变与改革第九章  教育金融  第一节  教育金融的本质与功能    一、教育金融的概念和本质 
  二、教育金融的功能  第二节  教育金融体系    一、教育类上市公司    二、教育券    三、教育信贷    四
、教育债券    五、教育金融机构与制度  第三节  大学与股份制    一、股份制对大学发展的影响    二、股
份制与大学的治理模式    三、大学股份制改造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四、大学实行股份制的制度环境
第十章  私立高等教育经济  第一节  私立高等教育与经济    一、私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    二、民办（
私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第二节  我国民办高校资源配置的充足性    一、资源配置充足性的功用
与质量成本    二、资源配置充足性的标准与测定    三、民办高校资源配置不足及其成因  第三节  民办
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    一、民办高等教育供给特征    二、民办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    三、民办高等教
育的过度竞争  第四节  民办高校产权    一、民办高校的产权结构及特征    二、民办高校产权的界定、
分类及其调整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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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综合发展观根据综合发展观，经济发展包括直接的经济层面和间接的经济层面，涉及经济增
长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国家整体、不同的人群和个人的经济层面与经济影响层面的综合指标
的全面提高与改善，经济发展的覆盖面更为广泛，经济的基础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在综合发展观下，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等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每个
人的尊严、价值、社会地位、就业和教育机会、科学文化知识和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与丰富。
（二）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发展的内涵经历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变化。
概括地说，经济发展是指以国民生产总值及其人均指标、国民收入及其人均指标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
济的增长及其制度的完善。
这些指标既包括数量和质量指标，又涉及技术和制度指标、生产和分配机制，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接经
济指标和间接经济指标得以反映：一是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及其增长率、国民收入等整体与人均指标的
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二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先进知识的运用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现代工业、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的份额不断提升；三是经济分配制度、劳动力就业和公民社会保障制度的
完善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健全。
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降低，公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标准和覆盖面不断提高，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分配日趋公平合理，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的程度显著增加
，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更加持续、稳定。
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交集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
通过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增加国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和
社会地位。
实现发展的目标既需要良好的制度，又离不开基本的条件——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财力资源、人力
资源等。
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源，教育发展需要物质资源、财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力资源的层次和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形态和水平。
教育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提供各种各样的合格人力资源的主要渠道和平台。
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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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经济学》从构建广义的教育经济学体系出发，以教育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和制度合理安排为中
心，在阐述学科基本理论、研究专业领域核心问题的同时，探讨和及时反映学科领域的新成果、新理
论。
在研究内容上，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分析，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使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尝试性地开展多学科研究，创建跨学科的有特色
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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