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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教育经济学基础》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教材。
作为教育管理专业（专科）“教育经济学基础”选修课程的文字教材，我们在编写时打破习惯套用的
“学科中心”的写作模式，尝试立足于“问题”，寓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于问题的分析、解决之中
。
　　在教材的框架结构上，以“基础知识-现实分析-材料阅读”为一体，努力做到从内容到形式上都
有所突破。
在基础知识的分析处理上，依照“是什么”、“为什么”的逻辑顺序进行陈述。
对现实中的有关现象，依照“实然”、“应然”的逻辑思路进行分析。
对阅读材料的筛选与取舍，以教学需要和知识拓展为线索，尽可能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料，尽可能展示
那些结合教材内容的新的发展趋势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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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楚红丽，女，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参与“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对研究生人才的需求研究”、“北京地区高校科技研发与首都
经济增长关系”、“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研究”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参编多部教
材，专著一部，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公立高校与政府、个人委托代理关系及其问题分析》、《关
于我国教育股份制的思考》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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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确定合理适度教育总投入规模的方法第五节 我国教育总投入规模变动趋势第6讲 办教育的钱如何来
第一节 社会产品的分类及其有效供给第二节 衡量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第三节 四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
式第四节 教育的混合产品性质与资源配置方式第7讲 政府用在教育上的钱如何分配和使用第一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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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讲 教师应该得到多少劳动报酬第一节 教师的劳动报酬与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第二节 我国教师劳
动报酬演变历史及改革实践第三节 目前我国教师劳动报酬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第四节 改革进程中我
国教师劳动报酬问题的根本动因与对策第11讲 学校也需要“营锖”吗第一节 营销的定义第二节 学校
营销的定义第三节 学校从事营销活动的基本价值观第四节 了解学校营销中的核心理念第五节 学校营
销的技巧与手段附录 教育经济学阅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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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在产品质量上把关不严，“水货太多”。
这种现象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尤为突出。
三是在要素投入的技术比例上，消耗性开支过大。
几乎是所有的高校，非教学人员大大超过教学人员；有的学校有关部门不注重成本核算，对人、财、
物的管理制度不严，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在教育投资问题上，人们长期以来关心和重视的是教育投资资金短缺问题，而对投资效益和投资
效率尤其是无效投入问题很少关注。
其实，教育的无效投入危害很大。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浪费了资源，延误了时机。
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的教育投资必须是精打细算，充分发挥“增殖”作用，努力提高
投资效益。
二是败坏了学风。
如果我们的教育只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一味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人员比例”、“专业
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仅浪费了钱财和时间，更严重的是贬低了教育的价值和败坏了学风。
三是扭曲了人才供求信号，导致了“知识失业”。
今天，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指标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演进趋势及经济运行的
投入与产出的循环来看，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世界科技
竞争的需要。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知识失业”现象却相当严重，许多本科以下（含部分本科）学历的学生
找不到工作，并且就业形势严峻。
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提出了疑问：是不是“教育过度”了？
高，等教育目前要不要大力发展？
其实，这是一种假象。
产生这种“假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调整。
传统产业部门正在向现代产业部门转轨，一方面传统产业部门接纳不了现代人才，而另一方面现代产
业部门又一时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教育结构不均衡。
即区域结构、层次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等多种结构都不均衡，既造成了许多地方、许多层次、
许多学科、许多专业的人才大量剩余和积压，也造成了许多地方、许多层次、许多学科、许多专业的
人才短缺。
三是教学质量不高，“水货、假货多”，扰乱了人才市场和秩序。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决定了我国现代部门就业机会的有限性，这样一来，许多岗位就被人
“滥竽充数”了，这是导致“知识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知识失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危害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知识失业”容易导致教育需求的无限扩张膨胀。
因为，如前所述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现代部门就业机会少，一方面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怀才不遇者
只好屈身俯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倾向于用那些文化程度高的人，来替代由原来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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