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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教育投资、教育效益等问
题进行讨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
新的修订主要目的在于突出教材特点，反映时代特色。
随着研究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扩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新的理论
、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的引入和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该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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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先佐，1992年6月毕业于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Ph.D. in
Economics)。
回国后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院长；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7年12月被原国家教委评为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2006年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
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其主要社会兼职有：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
科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教育与经济》
杂志常务副主编。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教育财政、教育政策与农村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已出版《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经济学新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中西部
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破解“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实践探索》(江苏教育出版社)
、《筹资兴教：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财务与成
本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专著、译著、教材15部。
在《教肓研究》、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教育学刊》、《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中国教育发展评论》、《
中国教育经济评论》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50篇，其中50余篇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美国的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等中英文权威报刊转载。
先后主持并完成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12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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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早期的教育经济思想
　第二节 教育经济学的形成
　第三节 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第四节 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章 教育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 从革命的视角看教育与经济发展
　第三节 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第四节 教育、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第三章 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 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章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概述
　第二节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第三节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
　第四节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
第五章 教育供给与需求
　第一节 教育与劳动力供求
　第二节 教育供求
　第三节 教育供求矛盾及其调节
第六章 教育与就业
　第一节 教育与就业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 教育与就业问题的解决
　第三节 教育与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
第七章 教育投资
　第一节 教育投资的性质与特点
　第二节 教育投资主体的行为分析
　第三节 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
第八章 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一节 经济学领域效率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教育学领域效率的含义
　第三节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考核与评估
　第四节 教育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及其制度根源
　第五节 提高我国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对策思路
第九章 教育成本
　第一节 教育成本概念
　第二节 教育成本的分类
　第三节 教育成本的核算
　第四节 教育成本控制
第十章 教育经济效益
　第一节 教育经济效益概述
　第二节 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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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教育成本收益的测量与分析
第十一章 学生资助制度
　第一节 学生资助的含义、来源及作用
　第二节 学生资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我国学生资助制度分析
　第四节 进一步完善我国学生资助制度的对策思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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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择教育供求矛盾调节措施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信息不仅对于教育供给方还是教育需
求方的决策都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上，教育供求矛盾的调节对策才能有
的放矢，产生较好效果。
这些信息包括：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及趋势；用人单位的工资待遇、发展前景；学校的师资力量、
办学条件、专业设置、学费等。
为此，应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进行科学的教育预测。
教育预测是通过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与人口等社会因素与教育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及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为确定未来教育的规模、结构、内容、方式，为制定中
、长期教育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的教育预测是建立在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人口变化趋势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预测、人才需求
预测等基础之上的，它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教育供求趋势，帮助教育供给方作出正确判断，进行合理
的教育供给规划。
（2）建立权威性的评估鉴定机构。
评估鉴定是传播教育信息的重要方式，如果政府不对教育机构进行评估鉴定，就应鼓励私人自愿性鉴
定机构承担这种职能。
①一般来说，政府的评估鉴定结果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政府应该发展这种机构，定期对各类教育
机构的教育质量、办学条件和学术水平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鉴定，以帮助人们进行合理的教育需求决
策，减少、避免盲目性。
（3）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
为了有效地调节教育供求矛盾，应在各地普遍建立职业介绍机构，负责收集、储存、提供和交流劳动
力市场供求信息，除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之外，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每年应将其毕业生的数量、专业
提供给职业介绍机构，所有毕业生亦应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注册。
与此同时，社会各部门和用人单位也应向职业介绍机构提出所需各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
、规格等要求，以及本部门、本单位的现状、发展前景、工资待遇等。
这样，教育供求双方可取得直接信息。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来讲，通过职业介绍机构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录用条件和工资待遇等信息
，可以选择理想的工作单位；对用人单位来讲，通过职业介绍机构了解毕业生的类别、专业、数量等
方面的信息，也可录用到所需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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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经济学(第2版)》是21世纪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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