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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入主导下的教育协调发展 

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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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在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的交替变化中不断发展，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教育的多重效益，教育协调发展有效促 

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果从根本上制约着教 育的投入 ，影响教育的协调发展。本文立足我 国教 育在公共投入 主 

导下 ，有 限投入约束的实际和经济发展现状 ，构建教育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指标体 系和描述教育协调发展 和经济增长两个 多 

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所共 同构成的系统关系实用评价模型，在定性分析 当前我 国教 育发展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础上，以 

我 国“九五”期 间经济和教育的统计数据作实证演算 ，并据此提 出相应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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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armoniOIl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Under the Dominant Public 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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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Education is developed continuously in the changes between gross contradiction and structure contradiction．Multiple benefit of 

education is made by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education．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d ucation will help promote economic growth；and the 

latter in f啪 will fundamentally constrain the investment in eduoa~on．and thus east its innuence on the prospect of education developme nt． 

This dissertation sets its goal as to cla曲 the comprehensive co-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For 

this pu )se，the author will first 0f all observe China’S current education investment，which is made mostly by the state，and the country’S e- 

conomic statUS to construct a couple of index systems to depim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espectively．After that，the paper 

will estabhsh and rationalize a feasible medd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elfl~on$between the two systems．At the end of this paper．山e author 

will take statistics reflec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 nts during the country’s Ninth Five-Year Program to corroborate his 

points of view．He will also proceed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e to give his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rdated state poh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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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源泉。我国教育发展起点低、规模大。改革开放后， 

随着教育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国民收入分 配格 局的变 

化，教育投入开始 由单一的 国家 投资转到 国家财政拨款 为 

主，集体 、学校和个人投资为辅 的多渠道投 资，并逐步建立了 

以财、税、费、产、社、基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公共投入主 

导下的教育投资体制。 
一

、教育发展的实质是教育体 系内各层次 总量与结构矛 

盾的交替变化 

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从原 始的家庭教育 、师 

徒传授演绎发展到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育工具和教育 

理论进行全方位 、有计划 的现代教育 ，已经成 为一个多层 次 

综合的立体教育体系。教育系统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存 

在总量和结构这两大矛盾，两大矛盾总体上制约教育的发展 

程度、方 向、水平和规模 ，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 的交替变化推 

动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发展的实质是教育体系内各教育层次的总量与结 

构不断地变动演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起步阶段，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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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要矛盾 往往主要表 现为量 的矛盾 ，即量 上的短缺 问 

题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 ，总量 矛盾 日趋 缓和， 

层次结构矛盾逐渐突显 ，而且往往伴随人才的过剩浪费与严 

重短缺并存 、教育效率低下等现象 。 

二、教育协调发展有利于教育在其多重功能的发挥中形 

成教育的多重效益 

教育的协调发展是指在先进的教育发展思想 观念与理 

念 下，拥有 与经 济发展相协 调的教育 投入，具有适 度的发展 

速度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平衡 且全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提 高， 

教育效益对 社会经 济文化贡献率 与投入 相协调 ，教育 信息 

化 ，教育法制化逐 步健全 ，终 身教育体 系逐 步完善的可持续 

的发展。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人的智力、品德甚至体力等方面 

的发展，使人类能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社会 与 自然环境。具体 

地讲 ，教育具有 以下主要功能 ：一是认识功 能；二是教育具有 

教化功能；三是规范功能；四是凝聚功能；五是信息功能；六 

是实践功能。 

教育具有的多重功能表 现为教育在人类 的社会生活和 

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行使的职能 、产生的功效和效用 

等。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 了教育 的多重效益 ，其多重效益总 

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精神上 的效益 ，即在人类精神 文明建设 

中的作用和效益 ；物质上 的效益 ，即在人类 物质文 明建设 中 

的作用和效益。发展教育既要讲求社会文化效益 ，又要注重 

经济效益 。教育只有在协调发展中产生 良好的经济效益 ，才 

可能保证对教育持续不断的经济投入。 

三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一)教 育与经济的关系紧密而复杂 

教育是复杂的、多 因素相互 作用的开放 系统 ，其协调发 

展具有全局性 、关联性 、综合性和 实践性 。协调发展 的教育 

促进经济的增 长。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关 系的科学 

认识与准确评价 ，关系政府对教育结构的宏观布局和对教育 

本身发展的有效指导。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取决 于教育 现 

象和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 ，还取决于衡量教育效益的多因 

素性 ，理论的不完整性 ，借鉴 中的制度性差异 ，定量计算中模 

型假设的不合理性 以及数据缺陷等。教育 作为一个复杂的 

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 ，其发展具有全局性 、关联性 、综 

合性和实践性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多级递 阶，多输 

入 、多变量 、多 目标 以及在时间、空间、数量上的不均衡性 。 

(二)教 育协调发展 带动 多层 面的物质投资在 经济增 长 

的短期产生直接贡献 

教育并非单纯 的消费性、福利性投资 ，而是与物质资料 

投资类似 、甚至是效益更大 的生产性 、建设性投资，它源源不 

断地“生产”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力资本， 

体现 出比其他产业更高效率的生产性特征。教 育事业的发 

展要求不断形成有 巨大资金投入 的教育 基础设施 ；教育 活 

动 、科研活动 自身也要消耗大量的活劳动 ，因此 ，教育可 以为 

经济增长做 出直接贡献。在短期 ，由于教育 的扩展需要增加 

相关的投入，不论投资是由政府 、企业 或者家庭个 人承担 ，投 

资增加都会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因为投资乘数的作用，一定 

量的教育相关投入增加会带来数倍产 出的经济效益 

(三)教 育消 费的扩大通过促 进社会 总需求增加在 经济 

增 长的 长期发 挥 作 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教育对 自身素质 的提高 ，个人 

生活的便利 ，家庭 的社会声 望等都会产生极 大的影响 ，而且 

对未来个人收入预期有直接影响。所 以，有一定经济 能力的 

个人或家庭 ，倾向于选择有更高质量的教育供给 (学校 、专业 

和教师等)，这种选择就是对教育质量 的鉴别与 消费，由此 ， 

教育市场在教育需求不断增长中产生。这种积极的教育消 

费趋 向，有利于增加社会总需求 ，有利于个人 教育消 费基金 

重新合理分配 ，甚至有利于改变人们 的消费观念 ，改变 家庭 

和社会的消费结构 ，并最终使人们更积极努力地获取足够的 

经济收入 ，有力地推动社会 的发展。协调发展的教育要求尽 

可能从总体上同步社会发展 ，并满足 老百姓多层 面 、多角度 

的需求 ，提高教育 质量 ，增 加教育服务 内容。教育 的协调发 

展还带动与教育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发展 ，为经济增长做 出问 

接的贡献。对经济增 长的长期作 用主要 由于教育 培养 了社 

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进 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四)经济增长为教 育协调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教育经济效益的产生 以一定 的经济投入为 前提。教 育 
一 定程度上是指通 过人 力投资的基本形 式——教育投 资所 

形成的，按照有计划 发展规律去 培养和 训练 劳动能 力 的活 

动。从这个角度看 ，教育的投资和经营可 以看作是一个产业 

的一种投入产出过程。教育协调发展 ，根本的是要保证长期 

和持续的教育投入 ，这必须 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 

(五)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 具有制约和导向作 用 

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教育的规模、内容 、组织形式 、教 

学方式和教育手段 ，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 力的素 质和 

教育培养人才的素质。从根本上说 ，一切非物质 生产部 门都 

是直接或间接适应生产的需要并根据生产可 能提供的物 质 

条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最终受经济发 展水平 的制约。 

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与发展速度与经济建设 的规模和发 展 

速度相适应 ，在数量上协调 。 

四、教育协调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分 为内部作用与外溢作用。 

教育的内部作用是-4 J‘‘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 (率 )的作 

用”。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 国所处 的平均技 

术水平 ，而且还包括劳动力 的教育 水平、生产技 能训 练和相 

互协作能力的培养 ，这就是“人力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本作 

为内生变量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 ，其积 

累可 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其他要素 的收益增 加从 而实 现总 

的规模收益递增【引。教育的外溢作用包 括：提 高受教育 的品 

质(指健康状况 、认 识能力 的发展 、接受教 育的程度 、选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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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质 、未来 收入等 )；提高家庭 内部 劳务 生产的生产率； 

改善受教育者本人的健康状况；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 

状况 ；降低生育率 ；提高?肖费者选择效率 ；提高劳动力市场双 

向选择的效率 ；婚姻选 择更具 效率 ；提高储 蓄率 ；降低犯 罪 

率 ；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促进 技术进步与传播等。教育协 调 

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教育再生产 了劳动能力 

人获取科学知识 、技能 、增进能力，由一个潜在的劳动生 

产力成为真正的生产力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有助于经济的 

发展。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 用就在于通过 自己再 

生产的劳动力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表现 出来。马克思认为：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要改变一般的人 的本性 ，使它获得 

一 定劳动部门的技能 和技巧 ，成为发达的和专 门的劳动力， 

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 

(二)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 

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两类：物质技术和劳动质 

量 ，也可分为 自然 因素 、社会 因素 ，其 中各种社会 因素是主要 

的 ，而这些社会因素都与教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教育是提 

高劳动生产 率的有力杠 杆 ，劳动力充 分发挥作 用的直接结 

果 ，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 ：“劳动生 

产力是 由多种情况决定 的，其 中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 

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 自然条件”，影 响劳动 

生产率的这五个因素 ，在现代无不与具有 一定文化科学知识 

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有关。 

(三)现代教 育是科技 第一 生产 力由“潜在”变为“现 实” 

的前提和条件 

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上看 ，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 系 

源远流长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 教育 。教育 的科技作用 

主要表现在：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劳动生产者素质；传递科学 

文化知识 ；促进科学研究。现代教 育不但 再生产科学技术 ， 

创造新的科学技术 ，而且还创造新 的生 产力 ，科 学技术是发 

挥教育经济功能的优势所在。现代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的中间环节。作 为科 学、技术、管 理基础的教育是经 

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四、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模型概述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互作用 的统一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 响、相互作 

用 ，并且其关系存在信息不完全、准则多样性 ，从信息到结果 

是 由多到多的灰映射 ，二者之 间相互协 调和相互促进 ，教育 

协调发 展与 经济增 长之 间 的关系 与作 用不 确定 等灰 色系 

统 一8_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有以下实证分析模型： 

设有 自然数序列 X(t)、Y(t)，即 ： 

。(t )= {Xi(t1)， (t2)}，⋯ ，置(t ) 

(tI)= { (t1)， (t2)}，⋯ ， (t ) i， ，t= {1，2， 

⋯

，，v}。 

则有 ( )、l，( )两数列在 t时刻的关联 系数 ( ) 

c) 

I 盯翦 盯竹 I 

其中： 

3x(t)= (t+1)一 (t) 

Ay(t)= Y(t+1)一Y(t) 

(2) 

(3) 

(4) 

(5) 

利用 (t)可 以得到每个 l，指标与 X指标在 t时间区问内的 

平均关联度大小 ： 

1 N]-1 

R=— >：7 (t) (6) V
～  

运用此模型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协调 发展关 系作 实证分 

析具有 以下特点：(1)模 型所用数据量 较一般 的函数相关性 

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要求较少而分辨率高 ，回避 了不同指标 的 

数量级和量纲 ，模型具有很好的扩 展性 ；(2)模型所需 的原始 

数据无须标准化和选择参考点，便于计算机处理；(3)原始数 

列中含有零或负值时 ，不影响评价效果 ；(4)通过滤波处理计 

算关联时，两序列均起作用。 

(二)指标构建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评价 ，坚持教育协调发展 

与经济持续增长相结合 ，宏观政策与微观 措施 相结合 ，具有 

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能够使不 同区域 ，不 同发展 

· 时期都可以运用此模 型进行 所在 区域 教育 发展与 区域 经济 

增长的关联性分析与评价 ，为该 区域 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指导 

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同时重视根 

据社会、经济需求协调发展教育和前瞻社会时代的总体变革 

趋势 ，注重发挥教育 的先导性作 用的总要求 ，结 合我 国教 育 

发展的阶段状 况，从教 育思想 观念 、教 育投入 、教 育发展速 

度 、全 民受教育水平 、各层次教育情况 、师资队伍 水平 、教育 

效率和效益水平、教育信息化程度、教育法制化程度、终身教 

育体系十八个方面来诠释教育协调发展，同时考虑计量的可 

能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如表 1指标体系描述教育 

协调发展 X(t)。 

由于经济发展往往 只能用文字来定性描述 ，而经济增长 

是经济发展的总的外在表现 ，是经 济发展 的总量 表现形 态， 

是经济发展可观察 、可度量 因而也 是最 现实 的层 面。考虑从 

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结合我国经济向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济转 

型时的基本特征 ，考虑经济总量 、三次产业 、经济增长质量三 

个方面的同时 ，增加市场化水平 和工业化水平准则并具体地 

选用 l5个指标如表 1刻画经济增长 Y(t)。 

(三)数据收集与模型求解 

根据所建立的评价模 型和教 育协调发展与经 济增长指 

标体系，收集相应的统计数据，确定各指标值(表 1)。 

http://www.cqvip.com


l5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9卷第 2期 

将数据代入式(1)至式(6)中，利用Excel2000软件进行计 

算 。得到 l，(￡)与 (￡)两数列在 t时刻的关联系数 (t)，即 

由 l8个 X(￡)指标与 l5个 Y(￡)指标在 5个时间总共 18×15 

×(5一1)= 1080个关联度 (￡)数值。 

表 1 教育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5—20OO，中国统计 出版社，2001。 

(四)实证分析与评价 关联值代入下列公式进行平均： 

认为b ’ 联强度 

． 

联 
詹 ： 0

．35< y≤0．65时 ，关联度强度为中；当0．65< y≤ 1．0时， ～  × 

为强关联度。将表 1中 x(t)与 r(t)两个数列在各个时刻的 得到关联系数的均值 =0．5227，总体上表征了教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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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状。根据关联值大小 ，建立教育协 

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强弱表。在所有教 育发展与经济增 长 

的指标 中，三种强度的关 联程度 由强到弱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39、222和 9次 ，占总数 270次的比率依次为 ：14．44％ 、82．23％、 

3．33％。其 中中等强度 占绝大多数。在强关联 的教育发展指标 

中 ，又以 l2、 、 l4、 5、 l0、 ll出现的次数最多 ，出现次数 

分别 占到所有强关联因素个数总和 39次的 15．38％、12．82％、 

12．82％、10．26％、10．26％ 、10．26％。在 中等强 度的 教育发 展 

指标 中 ，又以 、 l6出现的次数最多 ，均出现 15次 ，分别 占所 

有中等关联 因素个数总和的 6．76％。 

六、结论与建议 

对以上我 国“九五”期间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关 系 

实证计算的结果 ，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出很多启发和结论。 

第一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从总体上呈现同相 、 

正相关关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第二，每 10万 人 中教授 数(X12)，普九地 区人 口覆盖率 

(X7)，各级各类学校师生比(X )，高等教育在校生年增长率 

(X5)，每 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lo)，以及每 10万人中在校 

研究生数( )等较其他所有教育发展指标 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表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 ，高中升大学升学率和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率在经济 

增长指标 中(实现经济增长中)具有普遍而广泛的影响。在 

等强度的教育发展指标 中，高中升大学升学率 和各级各类学 

校毕业率应给予特别关注。 

第四，尽管教育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对“质”的影响来 

实现，但“九五”期间我国教育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量”的影 

响重于对经济增长“质”的影响。 

第五，教育发展对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第三产业产值有 

着尤为重要的影响。经济增 长受教育协调发展平均影 响强度 

较大的指标是 ：GDP总量(Y )，人均 GDP( )，第三产业从业 

人数 占总从业人数 比重 (Ylo)和第三产业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 

值比重 (Y】4)。 

第六，高等教育与第二产业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 

其重要作用应引起相当的重视。每 10万人中教授数(Xl2)反 

映了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施教者的数量)，而高等教育在校 

生年增长率( )，每 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lo)，以及每 10 

万人中在校研究生数(X。 )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 

(受教者的数量与素质)，这几个指标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高科 

技高技术因素密切相关。 

第七，教育层次越低时，教育投资收益率越高。少量的教 

育投入却可能使受教育的人数大增，尽管培养的劳动者受教 

育的整体水平比较低，但迅速提高小学甚至高中阶段劳动者 

的比例，减少人口中的文盲率，这对个人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收 

益率 ，导致 国民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率较大。所 以，基础教 

育因量 大 面广 影 响作 用 不可 低 估。普九 地 区人 口覆 盖率 

(X7)，各级各类学 校师生 比(X )则更偏 向于初等教 育和 中 

等教育的成效，这两个指标 与经济发展的强关联性从一个侧 

面省力的反映了我国过去 15年的教育发展成果 ，但对 于我国 

以农业人 口占多数 ，平均文化素质偏低 的基本 国情 ，其普及面 

和人数都是具有相当大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其影响作用不可 

低估。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呈现出三个紧密 

相关 ：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高等教育发展总量 

与质量与第二产业总值和第 二产业从业人数 比重 紧密相关 ； 

“普九”覆盖率与第三产业总值和第三 产业从业 人数 比率 紧 

密相关。 

第一 ，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基础工程 ， 

是配置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 ，又是当前我 国面临逐 步增 强 

的就业压力的“缓释器”。无论从社会主义现代 化战略全局还 

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角度 ，都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动摇 ，并给予足够重视 ，科学指导 ，按照教 

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结合实际 ，合理布局 ，协调发展 。 

第二 ，在我国教育体系完全建立之后 ，结构问题应成为指 

导教育布局的重 中之重。衡量教育的发展不能仅看总量 ，更要 

注重教育的层次 、专业结构和经济部门的产业 、行业与人才需 

要结构相适应。正确处理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 系，在深化改 

革中，逐步确立规模 、结构 、质量 、效益内在统一 的全面协调的 

发展 观 。 

第三，经济增长 目标及为达 到 目标所作的计划要使教育 

发展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一是各级各类教 

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应同经济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相适 

应，两者在数量上要协调发展；二是避免在指导教育规划，平 

衡教育协调发展实践中简单的数量扩张，忽视教育各层次需 

求结构的均衡性 。三是教育质量应有保证 ，各级各类教育的 

教育成果应达到教育 目标 、确保质量合格 ， 

第四，教育必须既要讲求社会文化效益 ，又要注重经济效 

益。教育只有在发展的过程 中产生 良好的经 济效益 ，才 可以 

保证对教育持续不断的经济投入 ；只有 充分发挥 教育的经济 

效益，才能保证教育可持续协调发展。教育投资在社会总投 

资中所 占比重最终 由一定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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