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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综论

世界高等教育的私营化趋势初探

温松岩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在对教育私营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私营化趋势及形式进行了简要的归

纳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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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私营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以来教育界出

现的世界范围内的浪潮。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世界银行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发表了有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的报告, 两份报告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是, 都承认目前高

等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 即高校招生数大量增加, 规模迅速

扩大,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但两份报告提出的解

决办法却各不相同。教科文组织的意见是,国家应当从长远

利益考虑, 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出发, 增加对教育的投

资。世界银行报告则认为,解决这一危机的主要途径是实行

高等教育的私营化。世界银行报告的观点在国际上得到广

泛的认同。

本文中的 私营化 泛指政府办学行为以外的一切教育

活动[ 1]。具体说, ( 1)既包括非政府单位举办和经营私立学

校,也包括由它们管理公立学校; ( 2)既包括政府直接资助私

立教育,也包括非政府方面参与公共教育的运营; ( 3)既包括

公私双方合作办教育,也包括公共教育机构运用市场原则和

机制进行自我管理,等[ 2]。实际上, 私立教育历史十分悠久。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教育应该说是私立教育, 而且, 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论中外, 私立教育均占有统治地位。工

业革命之后 ,随着欧美国家强制义务教育的普及, 公立教育

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教育始终被当

作是一项公共事业, 办教育则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对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

用的认识深化及教育民主化运动的展开,私立教育的发展在

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而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

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尤其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都遇到了公共经费短缺的问题,这就迫使他们压

缩公共教育经费,导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这样高

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政府财政拨款的相对削减就形成

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无法承受日益

上涨的高等教育费用。这就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使

高等教育出现了世界性的危机。

同时, 由于政府的垄断, 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效益低

下,大量教育资源浪费, 高等教育机构也缺乏应有的活力。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就是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像其他行

业那样面向市场, 引入竞争机制, 这就使得很多国家的政府

开始把发展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人投资上, 希望通过多元化

的资金来源、公私立高等教育间的竞争使高等教育有一个良

性的发展,为此他们纷纷制定政策, 鼓励非政府部门投资或

捐资教育, 掀起了大规模的教育私营化的浪潮。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 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

会对其产生影响。教育私营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

西方国家逐渐抛弃了二战之后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后, 把

市场看作了组织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手段, 随之进行的国营经

济部门私有化改革及公共职能部门私营化运动。而其主要

依据则直接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

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弗里德曼。他在 1955年发表的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一文

中最早提出了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他认为, 19 世纪后半期

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由于对其缺

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 就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

费。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 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市场化的道路, 将市场

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他在 公立学校: 使其私营化 中论述:

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

过私营化之路, 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

私人企业个人经营。否则, 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

大地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 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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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此

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 而只有竞争才

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 。[ 3]弗里德曼的

上述论述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而言的。同时他认为在高等

教育领域也需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他主张无论私立还是

公立高等学校均应向学生收取全额学费,同时政府要改变目

前这种向公立高校拨款的资助办法, 而改由其他方式, 例如

实行教育券等形式,由学生来自主选择就读的学校, 以这种

方式使高等教育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调节。

弗里德曼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从高等教育的属性看,

它具有 准公共产品 及 私人产品 的性质。作为准公共产

品的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排他性, 即 一些人享用了这些服务

之后,就减少了另一些人对这些服务的享用 [4]。而且, 在西

方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 作为

一种产业,就必须讲求其经营的效率及服务质量。

因此,在上述理论指导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私营化趋势极

其明显。私人开办的大学和学院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而且私

立院校入学人数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公立院校。实际上, 高等

教育私营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出高等教育危机的一

种政策选择。

高等教育的私营化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私立院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迅速的增长。

这一趋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按照阿尔特巴赫的观点,

又尤以亚洲为最。(见表 1)

表 1: 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 ) [ 5]

国别 年份 比例 年份 比例 增长

韩 国 1955 55. 2 1995 82. 2 + 27

日 本 1955 59. 7 1994 76 + 16. 3

马来西亚 1961 0. 0 1996 24 + 24

泰 国 1967 1. 9 1995 45. 85 + 43. 95

菲 律 宾 1965 88. 8 1994 76. 5 - 12. 3

巴 西 1960 44. 3 1980 53 + 8. 7

哥伦比亚 1953 33. 6 1983 60. 4 + 26. 8

而 在传统上公立院校占主导地位的亚洲国家(例如中

国和越南) , 私立高等教育也在迅速发展 [ 6] , 据统计,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民办高校发展迅速, 至 1997 年, 达

到 1000 多所,学生 100多万, 约占高校学生总数的 1 6 [7]。

其次是学生的学费在高等教育支出中的比例显著增长。

以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办学经费

来源的不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历来对公立高校的经

费上采取大包大揽的政策,而私立高校的经费则主要来源于

学生的学费。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以来几乎所

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学费都大幅增加,在办学成本中所占比例

日益增多。例如, 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公立大学学生缴纳的

学费较少,一般每年只有一、二千美元。但是,进入九十年代

后,学费直线上升,某些公立大学每年的学费高达 1. 5 万美

元, 而较好的私立大学每年大多也不过 2. 5 万美元。这表明

学生缴纳学费越来越成为公立大学办学的物质支撑点,公立

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区别越来越少 [8]。

再次是把公立大学推向市场。以往除美国之外的世界

各国高等院校基本上是靠公款运作, 与市场保持距离。而随

着教育经费的缩减, 各国政府纷纷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教

领域。如泰国政府宣布, 从 1999 年起 5 年内, 所有 20 所公

立大学都将变为自治的大学, 主要依靠自筹资金生存[ 9]。

至于高等教育私营化的形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由政府鼓励和支持私人、团体、私营部门办学及对私

立院校提供财政资助。这一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概括起来有

三项内容:建立和健全法律、政策体系。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有关教育私营化的法律法规, 以

保障私立院校和教育私营化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设立相关

的管理机构, 负责审批资助和质量控制;由政府通过贷款、设

置奖学金及减免税收等对私人或私营部门办学提供财政资

助。

2.公立大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公立大学经费来源的

多样化, 是各国各地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

个共同举措。它主要是通过提高学费在公立大学教育经费

中所占的比例, 增加公立大学创收的途径以及改革旧有拨款

和经费使用办法等途径来实现。

3.企业的直接参与。在教育私营化的进程中, 公司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发挥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直接举办和管理

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例如,英、法、美、日等国家的许多企业都

主持开展了大规模的专业和技能培训; 许多国家的私营公司

为当地的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仪器设备及经费支持,等等。

4.营利性院校及教育产业公司的出现。一直以来,教育

被视为一种公益事业, 无论公私立教育都不以营利为目的。

但随着市场机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和公司企业的直接参与

教育私营化, 一些人开始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营利的产业来

经营, 营利性大学和教育公司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美国

的凤凰大学、巴西的 UNT P公司和印度的 NI IT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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