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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是一个内外部关系日益复杂的过程。
从价值取向来看，现代高等教育已经从古代的单一价值取向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
；从类型来看，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包含了公立、私立、公私混合以及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古代高
等教育的公益属性开始发生动摇；从功能来看，曾经被视为社会中“独立王国”的高等教育，与经济
发展之间已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无论是那些带有某些高等教育特征或属性的古代中国的太学、国
子监和古希腊的学园，抑或是诞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所具有的超然物外、被称之为“象牙之塔”的
一些特质，在今天的大学身上已踪迹难觅。
虽说传统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客观上也或多或少地为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从根
本上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有意漠视，还是不由自主的无意忽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关心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是天然的，而是在高等教育结构日益优化、高等教育功能
不断得到释放和大学职能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有机
统一的产物。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直接结合是在高等学校第三职能即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出现之后，并且以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于19世纪后期试行的新型办学模式为分水岭。
在此之前，欧美绝大多数大学都将自己与尘世视为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对外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漠
不关心。
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一股强大的外在力量，在它的推动下，高等教育最终不得不进行各种样
式的变革，如课程内容改革、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等。
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相互推动发展。
历史地看，西方高等教育的变革是比较清晰和显著的，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
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的洗礼之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下，高等教育实现了结构与功能体系的全面革
新，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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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为何要进入资本市场？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进入资本市场？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的效益与冈险如何？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可行性及障碍是什么？
⋯⋯高晓杰的《美国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以美国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逐一作出解读。
作者通过对美国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的系统研究和理性思考，认为目前中国民办高
校进入资本市场依然存在诸多制度约束和观念障碍，但中国的民办高校最终会融入资本市场的国际大
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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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经济对教育领域的人侵，这种理论也试图用来解释教育的行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创设了一个理想的理论
氛围，而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又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和心理学
的释析。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一个“经济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要
受到趋利避害的本能约束。
作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是有“有限理性”的，它在把教育看作一种服务的同时，更把教育看成是
一种投资、一种经济行为。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它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它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应该同
时带来总体社会利益的增加。
当然，必须承认，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自发地促进社会公益，而是在一
定的制度保障下，才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这从理论上解释了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利用市场机制对教育这一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时表现出的
对利润的追求。
但这种追求绝不是它所追求的全部，它还会同时追求一种能给它带来长远利益的更高级的需求，这就
是办学时对社会利益的兼顾。
无论这种意识是完全出于经营者的主观意识，还是周围环境的客观需求，反过来也都会为它带来效益
。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使它在走进资本市场之前，面对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
殊性以及资本市场所具有的风险性，必须审时度势，不能以资本市场对教育的冲击为代价，造成对求
学者、投资者、社会利益及其自身的伤害。
这表面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更深层次上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这一理论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所承载的风险首先设置了一层理性的屏障。
　　如果沿着这一流派的理论线索进一步分析，理性预期学派的“规则最适宜”理论又确保了营利性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将进入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减少到最低。
在美国，对这种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实施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不仅有来
自于联邦、州、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也有来自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严格监管。
尽管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通常被人们看成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经营行为，但对营利
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监管，甚至还有来自投资者的第三重监管，都使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进入资本市场所引发的风险尽量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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