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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考试经济是建立在高等教育考试基础上的经济，它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联系密切，事关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深刻影响着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本文以高等教育考试经济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高等教育考试与经济的关系变迁

，分析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表现形态，深入探讨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性质与功能。

从高等教育学角度，考察和分析高等教育考试经济对人才选拔和培养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质量。

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述研究缘起与意义，综述相关文献，厘定研究思路与方

法。第二章界定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相关概念。第三章论述高等教育考试与经济的关

系变迁。第四章分析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表现形态。第五章探究高等教育考试经济

的形成原因。第六章系统考察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功能。第七章为案例研究，探析

高等教育考试培训机构的性质、功能与影响。第八章总括全文，探析高等教育考试

经济的性质特点，评价其利弊得失，就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获得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教育考试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高等教育考试基础上的教育经济

，主要系指因着高等教育考试活动地进行而衍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总称

，它是教育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高等教育考试经济以高等教育考试产业为核心

，同时包含由高等教育考试所驱动的一系列关联产业。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考试规模扩大，高等教育考试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

，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功能。科举考试对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经济条件是科

举竞胜的主要限制性因素；近代高校招生考试基本采取单独招考模式，考试竞争存

在较高的经济门槛。现代高等教育考试主要采取统一考试模式，相对减小了经济因

素对考试的影响，但高等教育考试经济和近年来推行的考试制度改革扩大了经济因

素对人才选拔的影响。

第三，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形成乃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它是一个综括了教育和

考试文化传统、高等教育资源竞争、高等教育考试发展、社会资源竞争和市场供求

机制等广泛内容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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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高等教育考试经济对高等教育考试、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

功能。对于高等教育考试主客体来说，它适应了其考试需求，融合了高等教育考试

与人的关系。对于高等教育考试来说，它有助于提升考试质量，促进高等教育考试

的专业化。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它作为教育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补

益于社会经济发展。

第五，高等教育考试经济对高等教育考试、高等教育和社会系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对于高等教育考试群体来说，它加重了应试人群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增

加了考试主体的施考难度，损害了考试主客体的利益；对于高等教育考试活动来说

，它扰乱了考试活动的正常秩序，破坏了考试公平公正，降低了考试测量的真实性

；对于高等教育活动来说，它损害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影响了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降低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效率；对于社会系统来说，它破坏了市场经

济的环境和秩序，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维持和扩大了社会不平等。

藉由相关结论，本论文就高等教育考试经济的发展胪陈若干政策建议：社会层面而

言，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调节收入缩小社会差距，促进和坚守社会公平正义。

教育层面而言，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改良高校招生选拔机制，臻善教育质量评

价机制，提升高校办学质量。考试层面而言，拓展高等教育考试的理论与技术研究

，保持高等教育考试改革的灵敏性，推动高等教育考试治理结构改革，提升高等教

育考试的现代化水平，建立并完善高等教育考试援助机制。产业层面而言，应规划

发展考试产业，鼓励发展考试技术产业，限制发展考试培训产业。市场层面而言

，规范高等教育考试培训市场，重拳整治高等教育考试作弊行为，加强高等教育考

试期间的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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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 kind of economy based on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closely connecting with basic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t affects talent sele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equity. The paper takes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 studies

the chang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t and economy, analyzes its manifestation and

deeply discusses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pedagogy, the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made by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on talent sele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explore countermeasures and solutions to its problems so a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al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paper consists of eight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reason

and its significance, summarizes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confirms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Chapter two defines concepts relating to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the change on the relation of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y. Chapter four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five discusses the

factor contributing to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six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function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seven is case study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training institution of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eight is conclusion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per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offering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existing problems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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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s ar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itself is a sort of educ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 generic term of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phenomena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a special form of educational economy.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makes the industry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s its focus, meanwhile, a series of correlative

industries driven by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also contained in 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nlargement of

examination scale, examin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gradually have a closer

contact with economy and create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conomic function.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has made dual influences on economy and

economic condition is a major restrictive factor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modern

entrance exam of university usually adopts alone admittance mode, therefore,

there is a higher economic threshold in the competition of examination. Modern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mainly adopts unified examination mode which

relatively alleviat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factor on it. However, examination-

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cently performed examination reform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factor on talent selection.

The formation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roused by

many factors together and a systematical engineering with extensive content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education and exam,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resource competiti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mechanism of market, etc.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economy. As to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higher education, it adapts its needs of exam and

harmonizes the relation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human being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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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t can elevate the quality of examination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s to social

economy, being a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educational economy, it, to some

extent,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also mad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system. As to the groups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t aggravates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mental stress of examinees, increases difficulties in

designing test for examiners and damages the interest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exam; as to the activity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t disturbs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activity of examination and lowers the authenticity of

examination; as to the activity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t damages the

impartiality of entrance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lowers the efficiency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s to social system,it damages the environment and order of market

economy, indulge the unhealthy tendency of society and maintains and enlarges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 on. 

According to related conclusions, the paper offer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avoid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 aspect, driv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djust income to narrow down social disparity and promote

and stick to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in education aspect, balanc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in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enrollment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In exam aspect, expand researches on theory and

technique, maintain the sensitivity of reformation on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romote reformation on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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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build and perfect the assistance mechanism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industry aspect,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f

examination,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technical industry of examination and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industry of examination. In market aspect,

normalize the training market of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everely punish

cheat behavior in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inforce the market

supervision during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examination-driven economy; exa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economy; education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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