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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经费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教育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教育经费不仅是教
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必要前提，而且一直是影响我国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质量提升的
最直接的物质因素。
教有经费更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教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加重要。
本书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理清与透视教育经费的实质和旨归，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我国
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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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节　教育经费研究范围界定及研究方法　　一、教育经费及其研究范围　
　关于教育经费的含义，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经费主要是指国家用于发展各级教育事业的费用。
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即各级各类的学校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建筑校
舍和购置大型教学设备的费用）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经费是指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及个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是为教育
提供物质条件的货币表现，是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物质保证。
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经费及其他经费。
本书主要采用第二个定义。
　　二、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经费也不例外，它是指研究教育
经费及其规律时所采用的方法。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来研究教育经费，都要遵守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定性研究是根据研究者的认识和经验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
种性质或某一现象变化过程和变化原因的研究方法，是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质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它的优点是能有效地处理教育经费研究中那些难以用定量方法加以研究的问题，从而从总体上把握研
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其缺点是在教育经费研究中采用定性方法容易渗入主观和经验的东西，研究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会受到
一定影响。
　　定量研究是对事物属性进行数量上的分析，从而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研究方法。
它的优点是资料客观可靠，统计分析较为科学精确。
它的缺陷是许多教育现象很难用精确数量关系加以表达，如对教育经费的理论研究就不能采用此法。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不能认为定性研究是不太科学的方法。
事实上定性研究是有自己严格程序的一种科学的归纳分析，真正用好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第二，定量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比较直观，易于看出事物之间的关系。
第三，不是所有教育研究的问题都可以运用定量研究。
教育现象许多是模糊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因此，不宜盲目搬用定量研究。
　　因此必须把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对教育经费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数量的分析并举，用定性分
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再用定量分析进行验证；或者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教育经费中存在的问题，
再用定性分析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在可行研究中有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之分。
　　实证分析方法是在分析教育问题和建立教育理论时，撇开对教育经费的价值判断，只研究教育经
费中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假设”的方法，力图说明
和回答的问题是：第一，教育经费是什么？
教育经费的现状如何？
第二，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它不回答是不是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等问题。
即它企图超脱和排斥价值判断（教育经费是好是坏，对社会有无意义的价值判断），实证研究的内容
具有客观性。
实证研究就是要分析教育经费的一些经济表现，如教育投资、教育消费、教育成本以及教育效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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