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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教育发展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教育与政治、 

经济、社会、科技等的外在关系，很少关注教育发展 

与其教育特征的内在联系。教育特征是教育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教育发展则是教育特征的内在规定和 

必然结果。 
一

、传统教育的消费性、效益滞后性特征。使优 

先发晨教青只能成为社会的“理想” 

消费性，这是传统教育的特征之一。传统教育 

这种特征与传统社会或物质经济社会相适应，在传 

统社会或物质经济社会里，教育所生产的知识、科 

技，是属于精神产品，不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知 

识、科技与经济对经济增长是一种同构关系。这种 

关系又往往被经济所掩盖和替代。因而，导致人们 

对生产知识、科技的教育，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比较高 

的层次上给予重视。由于知识、科技是非生产力要 

素，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既然 

如此，消费性自然成为教育最本质的属性。 

当然，诮费性的教育特征也与国家承担教育职 

能有关。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承担起 

教育职能大约始于 l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福利国 

家的体制下，免费教育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其范围 

甚至从小学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不仅免交学 

杂费，甚至连午餐和服装等，也由国家提供。1949 

年新中国成立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 

上与西方的福利制一样，都把教育当作福利事业来 

办。国家教育职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供免 

费教育所必需的资金。教育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 

部分，发展教育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会 

投资于教育。随着人口增多，教育普及所需巨额费 

用的增长，使发达国家不堪重负，发展中国家更是如 

此。这种把教育作为福利事业来办，使投资者(不管 

是政府还是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投资力度减 

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发达，经费的短 

缺，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理 

想，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教育的周期长，效 

益滞后性是传统教育特征之一。一个人从小学人学 

到大学毕业需要 16年时间，假如读到博士，则要 21 
-- 22年，约占人一生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多。由于 

教育周期长，决定了对教育投资的长期性；也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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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滞后性。效益的滞后性是指投入到产出韵时 

空段，十几年到二十几年不等。效益滞后性，使某些 

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对教育投^减少。教育的消费 

性、效益滞后性的特征，使教育发展不能打破特有的 

思维定势，也使优先发展教育这一思路仅仅停留于 

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 

二、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增效性特征．使优先发 

展教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小平同志从生产力标准角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对教育的论述，充分揭示现代教育的本质 

属性和功能，他指出 “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 

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 

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 

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的今天，“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 

生产中发挥作用。”这深刻地说明，生产性是现代教 

育最本质属性和最主要功能。劳动力培养靠教育， 

科学技术发展也靠教育。人在受教育期间，是一种 

可能的生产力，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 

知识，从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教育 

不只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科学技术再生产为发展 

生产力服务，教育生产的知识、科技，本身就是生产 

力。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力要素是劳动力，以及生产 

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科学技术不是 

生产力的独立要素，它必须转化为劳动力或物化为 

生产工具。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 

独立要素，成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此时，知识本身就能增值，而不必转化为劳动力或生 

产工具，作为传递与创造知识、科技的高等教育，就 

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服务性的“外在价值”或“工具价 

值 ，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显而 

易见，增效性是现代教育的又一特征。 

教育的生产性，充分说明了教育是一切物质资 

料生产与再生产的先决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 

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生产率成十倍、以至百倍、千倍 

地增长，据有关专家估计，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中， 

生产增长的砷％～舳％是靠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成 

果取得的。正因为科学技术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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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科学技术又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因而人们不再 

把教育看成纯粹的消费事业，而认为教育是“收益最 

大的生产性投资”，“经济发展的源泉”。6O年代初， 

美国的舒而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论述了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教育发展 

综合指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的关系。据 

国外教育经济学家分析，在传统工业中，小学水平的 

熟练工作者占66％，中学水平的占4％～8％，只有 

1％～2％受过大学教育；而在现代工业中，中学水平 

的要占60％，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占劳动 

者的比例达 2o％～40％。可见教育对于经济发展 

的作用十分突出。据铡算，教育和科技对经济的贡 

献率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足 1o％，在工业经济后期达 

到40％以上．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达到舯％以上。一 

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 43％；具有中学文化程度，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lO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300％。大学毕业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 

劳动者的 1．4倍，高中毕业劳动者 1．2倍，这反映了 
一 条重要规律，即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可见，教育 

能开发智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发展科学技术，促进 

生产力发展，教育通过提高生产力构成因素之一的 

劳动者素质，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因和社会 

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这种生产性以及与生产力发 

展的本质联系，决定了教育必须优先发展。正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会生存》指出的那样：多 

少世纪以来，特别是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教育 

的发展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现在，教育在 

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经济的发展之前，这在人类 

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正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才能得到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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