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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具有两大特色：第一，选择日本育英会奖学金制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能够准确把握战后日本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策的变化轨迹；第二，选择国家助学体系作为比较对象，能够切中当、前中国高
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焦点和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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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　　对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进行理论探讨的学术角度有很多。
毫无疑问，教育学尤其是高等教育学是在这方面用功最勤的学科之一。
但是除教育学之外，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学科也不少见，比如，我国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效
率和公平分别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概念范畴，也有学者从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对它们进行分析。
但笔者的个人感觉是，在上述这两个方面之中，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明显要多于对高等教育效率的
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多以维护社会公正道义为目的，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哲学思辨分析高等
教育公平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本书则以为实际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为核心目的，主要从经济学尤其是高等教
育经济和财政的角度人手分析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而且把这两个方面作为具有同等现实重要性的
概念并列起来进行研究。
　　从高等教育经济和财政的角度出发，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状况的标准有三
个：充分性（adequacy）、效率（efficiency）和公平（equity）。
充分性是指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总量上的充足与否，而效率和公平则是分析在一定量的高等教育资源投
入的条件下，投入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的两个基本原则。
充分性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整体对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也就是说资源在高等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之间
的分配。
因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充分性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这样，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状况合理与否的标准主要就是两个：效率和公平。
当然，对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也有包括学生家长和企业在内
的社会各界。
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基本趋势是政府尤其中央政府的投资比例在逐渐下降。
本研究关心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是其中的国家大学生资助的合理性，即主要探求高等教育
效率、公平和来自中央政府的大学生资助之问的关系，即国家大学生资助的效率和公平。
　　现代国家和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于高等教育事业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存在
有着极大的促进功能。
但是高等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事业，具有科研（research）、育（education）和社会服务（public
service）三方面的社会功能。
其中的社会服务功能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服务功能除下述狭义的社会服务功能之外，还包括科研和教育功能。
狭义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指大学在完成正常的教学和科研之余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指公益性服务
，比如，开办各种短期成人培训班，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大学教师担任政府和企业的各种政策
咨询顾问；大学举办面向社会的公开讲座和招收成人学生等。
但是目前为止，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缺乏相对精确内涵的概念，因此，本书
不把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作为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的科研功能也不是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具有，只有一部分高等院校才具有，比如在我国，只有
“985工程”大学才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而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主要功能是从事教学。
本书侧重于对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的研究，具体说就是研究在实现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的过程中如何
最大限度地追求投资的效率和公平。
换句话说，就是要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到什么样的学生身上以及如何投入到这些学生身上才能实现
效率和公平。
　　实现教育功能的高等教育经费有很多方面。
从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来看，这个过程不仅涉及教师和学生的质量与活动，还涉及促使教
与学双方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条件，如教学设备和基本物理设施等。
因此，高等教育经费可以通过对上述三个不同方面的投资来提高教育功能，但本研究主要分析用于大
学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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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方面的投资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更为具体的侧面，本研究主要分析用于资助大学生学习和生
活的费用，即大学生资助这一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和使用，主要侧重于对来自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大学
生资助的研究。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效率　　　　一、高等教育效率的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
看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它有两重最基本的含义。
第一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其衡量指标是投资的费用与收益的比较（cost-benefit）；第二是配
置既定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其衡量指标是投资的费用与有效性的比较（cost-effectiveness）。
我们一般理解的高等教育效率多指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高等教育效率时，往往侧重
第二个方面即使用效率，而忽视配置效率。
实际上，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即使不比使用效率更为重要，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效率内容。
本研究所说的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指篇一个方面，即高等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配置效率，
但有时也会涉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在有关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研究中，往往把配置效率置于首位，因为重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
率首先是出于资源的有限性。
不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如何高度发展，自然和社会资源如何丰富，但与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要相
比，其资源存量总是有限的，为此，追求效率首先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对于高等教育这个容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被忽视的社会部门更是如此。
有句俗话叫作“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较易于为大家所理解。
如上所述，我们一般理解的高等教育效率往往多指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说明了使用效率在高等教育资
源的效率这一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拿上面这句谚语来说明。
虽然大家都知道，对于一把“好刀”来说“刀刃”的重要性，也会在做刀时，把“好钢”分配来做“
刀刃”，但这样未必就能如愿以偿锻造出“好刀”，因为这个过程中温度的掌握和淬火等方面也非常
重要。
　　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是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两个指标，两者既互相区别又互
相联系。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指社会和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分配，即高等教育资源
在不同层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同一类型高校不同专业、同一专业不同个人属性的学生之间的
分配。
由于本研究侧重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所以是指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学生之间的分配。
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是指分配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是否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前者是高等教育投资的资源效率化的基础，属于国家政治和政策层次方面的问题，它首先与一个国家
和社会的高等教育财政总量有关，其次与国家对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主观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个认识
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先重点、政策选择有关。
配置效率虽然有客观必然性蕴含在内，但其中政策决策者主观选择的成分也比较多。
因此，既有选择正确即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也有与历史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
后者则是高等教育投资资源效率化的关键，属于政策实施技术方面的问题，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水平以及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水平密切相连。
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的客观内容可能会多一些，因而这方面的评价相对会容易一些。
但是不管是配置效率还是使用效率，要评判政策选择的对错非常困难。
人们常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之后未必能够“定论”，对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评价更是如
此，因为投资效果的出现可能在投资进行的10年、20年甚至100年之后，如此滞后的投资效果在一个短
暂的政策周期结束之后是根本无法评价的。
即使投资效果从理论上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评价，但还存在着一个投资效果的指标能否实际测量的问题
，现实中高等教育投资效果的很多侧面无法设定用于明确测量的指标。
　　　　二、高等教育效率实现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1.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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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由于我国各方面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实现了根本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
，效率原则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不例外。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在完全市场（per（ect market）经济条件下，社会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个人追求
收入贴现价值的最大化来实现，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是如此。
比如，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层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同一类型高校不同专业、同一专业不同
个人属性的学生之间的分配基本上无需政府政策的宏观调配，学生和家长能够自觉根据大学毕业生劳
动力市场上各个专业毕业生的工资状况来选择专业。
对于社会需要程度大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行业和职业，其从业人员的工资一般比较高，在高等院校的
各个专业里，其毕业生比较容易到高工资职位就业的专业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热门专业。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情况会及时和准确地传送到高等教育机会市场上，为广大
考生和家长所准确认知并成为他们升学选择和决策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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