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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产业理念比较及匡正

　史　秋　衡　α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教育产业理论体系的成型主要得益于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产业经济学。将教育

作为一种产业来进行规划和运作, 强调的是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关性。本文研究了高等教

育产业化的起源、内涵和基本方式, 揭示了高等教育产业观是意在通过产业规划, 提高国家的

生产力与竞争力。渡过高等教育产业理念发展的初级阶段, 回到应有的内涵中来, 是我国高等

教育产业理论应持有的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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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illu st ra tes the o rig inal conno ta t ion and the essen t ia l perfo rm ance of

h igher educat ion indu stra liza t ion and it exp la in s the indu stria l idea of h igher educat ion w h ich

is to ra ise a nat ion’s p roduct ivity and compet it ion. T he indu stria l idea of h igher educat ion

shou ld go back to the conno ta t ion of itself, and th is is the essen t ia l value w e ho ld today after

go ing th rough the elem en tary phase of the indu stria l idea of h igher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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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起源、
内涵及基本方式

1. 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起源与内涵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教育产业理念至少有五种

起源说。第一, 认为教育产业理念随商品经济理念

的出现而建立[1 ]。第二, 认为教育“产业化”的概念是

由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性”和“产业性”及其相关

的理论所引伸出来[2 ]。第三, 认为教育产业理念主

要是得益于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3 ]。第四, 认为教育

产业理念来源于对市场回应的绩效的要求[4 ]。第五,

经有关学者考证, 也有些人把 1992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看作是教育产

业理念的起源[5 ]。

笔者认为, 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进行运作, 强

调的是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关性, 绩效是其核

心。中世纪大学的法人会社, 是远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农业社会, 当时的法人社团的概念与现代法人社团

概念不同, 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产业分工, 当时出现的

商品经济远不是生产活动的主流, 在中世纪大学作

为解决商业纠纷、建立经济法律制度的工具方面,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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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产业关系、产业分工, 也远不如政府机构与其

他机构在这方面的影响大。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理

念,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教育产业概念

的出现。因此, 教育产业观并非产自中世纪。虽然教

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由来已久, 但直接促成教育产

业理念, 并真正具备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还是近代

的事。

教育产业理念起源何处, 教育产业理念提出的

根本目的是什么, 还需从教育产业理念提出时的内

涵和作用加以考察。国外教育产业观的起因与人力

资本理论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1957 年前苏联成

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向外界显示了这样

一个事实: 前苏联“以较大财政比例投资教育, 将教

育与经济计划及人力需求紧密联系起来, 终于在科

技、经济及国际上取得重大进展。”[6 ]美国等西方国

家在此强有力的冲击下, 舒尔茨等一批国际著名学

者相继开展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揭示了教育投资必

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理念。在此大环境下, 国际教育大

会自 1934 年以来, 于 1962 年第一次以“教育规划”

为会议主题, 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人格尊严的手

段, 也是各国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因素; ⋯⋯在规划涉及各洲活动的国家, 重要的是

把教育规划看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组成内

容。教育规划在这种规划中所占的篇幅应与教育在

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作用成比例。”[7 ]

国外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不久就形成了教

育产业的理念, 其根源在于外界认为教育阻碍了社

会进程。人们认为, 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 教育显然

是失败的,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教育只关

心自己的意愿而不关心市场需求。教育需要尽可能

用最合理、最系统化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在 1970

年和 1979 年的两次国际教育大会中, 改善教育的经

济效益和提高教育制度的管理效率成为新的中心议

题。如果寻找产业主义对教育影响的根源, 我们最终

会发现是技术革新在起作用。因此将产业经营的思

想应用到教育, 适用于提高产业效率的理念也开始

适用于提高教育效率。在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多重压力下, 教育开始成为促进国家生产力的重

要手段, 生产者个人获得工作技能及职业资格证书

的需求, 也要求教育面向市场。

2. 国外企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

随着前苏联卫星上天,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

国家不但举国震惊, 企业的技术形象和经营状况对

大学的依赖程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企业已能

主动利用大学的产业价值, 使自己成为具有很强竞

争力的知识型企业。

在企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中, 企业的技术

形象不仅是以当前的成功经营为基础, 还以已有专

业研究成果为养分。一个好的企业需要有相当数量

的利润用于雇用研究人员和支持研究计划。研究计

划对企业运行的介入可达到三个目的: 首先, 可以促

进企业产品开发与改进的速度, 提高企业获取利润

的能力; 第二, 推动企业内部的技术与知识的良性循

环, 形成了企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的核心动力,

技术与知识在这一循环中得到增值, 这正是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知识基

础, 也为当代知识经济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 出版的成果可以有力地支撑企业的技术形象,

企业与大学在产业联系上可以实现双赢。

3. 国外大学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

高等教育作为与工业完全不同性质的一种产业

类型, 归入了第三产业的范畴。随着大学走向社会经

济的中心, 各种产业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大学与企业

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大学不但可以自身获得收益,

也同时成为企业的产业发展基础和技术支持力量。

大学在四个方面支撑着企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

型。首先, 企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的核心动力,

也是大学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型的核心动力, 这一

个共同的“心脏”使企业和大学有了深厚的“血脉”联

系, 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产业正是靠着这种共

同的“心声”, 携手构成了各国新的产业结构体系。其

次, 毕业生的规模与质量支撑着企业内在的技术与

知识结构, 他们对提高企业容纳研究计划的能力, 对

提高企业及时消化现有科研成果的能力, 对认识可

商品化的科研产品的价值, 都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三, 通过开发企业需要的科技产品, 使购买者获得

直接的收益和利润。营利性企业正是在利润的引导

下, 产生对大学的依附心理, 收益和利润的大小决定

了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 美国硅谷与世界各国成功

的科技园莫不如此。第四, 大学在参与企业的研究与

开发计划中所得到的科研成果, 在使自己以及研究

人员获得收益的同时, 也大大加强了企业的技术形

象, 提高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从泛产业系统的角度来说, 教育产业作为第三

产业中的服务性产业, 像能源系统一样, 对整个产业

系统起到了基础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教育产业的

发展, 是属于政府职责份内的事。政府推动教育产业

的发展, 教育产业支撑起国家产业系统, 产业系统影

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国家经济实力支撑起一个强

大的政府。由此形成了一个教育产业运行机制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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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环。

自 20 世纪末以来, 国外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理念

进一步得到强化。从与产业化共生的效益出发, 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掀起了私立教育的

投资热潮。其发展的动力大致有三: 第一, 消除财政

赤字和偿还外债的双重压力, 迫使政府削减公共支

出, 需要在公用经费之外寻找新的教育经费来源; 第

二, 对政府干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怀疑, 以及私人营

利观念延伸到教育领域, 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了“私有化”计划; 第三, 虽然私立教育有可能威胁到

公平、入学机会和社会公正, 但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

教育的热潮似乎可以表明,“利润”和“发展”可以携

手并进。由此可见, 注重效益是私立教育成功的首要

因素。许多私立教育公司都意识到通过有效地利用

教学场地、技术和师资以降低成本的重要性, 并通过

创新维持效益处于较高的水平。创新可以分为工艺

创新和产品创新, 前者是指采用降低成本的技术, 后

者是指改善所提供的教育产品或服务以吸引新客户

和保持现有客户。各私立教育公司把这两类创新都

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 不光是私立教育走向

产业化之路, 公立教育也不甘落后。在现代教育理念

中, 学术型企业、企业化大学、大学管理企业化等提

法已司空见惯。

二、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引进:

从变异到匡正

1. 国外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的完善

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 国外教育产业理

论体系基本形成。教育产业对社会的发展和规划负

有责任, 提高教育生产力可以直接带来技术上的、人

力资源上的、社会产业结构上的收益, 能有效提高国

家的整体实力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能力。而引进市场

机制, 是激活整个教育产业的关键性因素。

当前, 就国外有关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价值及

作用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本理论

建立起教育与其他产业之间直接的、全局性的关系,

由此直接推动了教育产业理念的诞生。人力资本投

资是国家发展的基础, 教育产业规划与其他产业规

划有着紧密的联系, 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社

会要可持续发展, 需要教育的产业化。大学教育通过

产业规划, 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大学的科研职能, 有促进社会科技发展和服务

人才培养两个功能, 可以产出三种主要的产品: 对研

究和大学教学有益的论著; 对大学人才培养有益的

新技能与新知识; 可以买卖的、商业化的科研成果。

这些不同性质的产品, 对内可以用于人才培养, 对外

可以从不同角度促进社会科技的发展。

通过产业管理方式追求效益, 控制人才培养成

本与质量。不论是过去强调教育规划的功能, 还是现

在强调高教私营化和公校私营化, 始终都没有放弃

人才质量和培养成本这一对效益要素。目前国外教

育论著中经常论及的企业化大学, 是当前最主要的

产业化构想模式, 这里的“企业化”正是从经营和效

益来说的。日本正在推行的公立大学法人化以及英

国、美国的公校私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美国从

90 年代初兴起的特许学校, 将公立学校公平、不收

费或收费低的特点, 与私立学校重视经营业绩和教

学质量的优点相结合。由政府拨款资助、私人经营,

管理上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作为政府与

学校之间的契约关系, 学校必须达致双方认可的教

育质量和经营目标, 公校私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

而是为了追求效益。美国的公校私营已从早先的中

小学范围扩大到大学。

在高教国际化与高教本土化的结合中, 需要放

开教育的市场调节机制。将教育“锁”在公益性的盒

子里不利于教育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

教育市场的国际化竞争, 也迫使各国高等教育都十

分注重其产业性。教育市场是难以封闭的, 西方经济

发达国家在加强本国教育产业规划的同时, 不断加

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倾销, 互联网等现代

化电子通讯手段更强化了这一趋势。这种发展策略

被陈玉琨教授称为是对内强调公益性、对外强调产

业性。

因此, 国外对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诠释, 主要是

定位在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 注重产业规划和市场

竞争的结合, 注重公益性与产业性相结合, 兼顾院校

质量与培养成本, 是对欧美等西方国家大学自治和

行政不干预政策的适当调整。在这里,“高等教育产

业化”、“大学企业化”的理念, 绝对不能用传统工业

界的理念来进行诠释, 不能照搬传统工业追求最大

利润的工作目标。原因在于, 高等教育产业化并不意

味着政府逃避了应有的扶持公益性产业的责任, 而

恰恰是从规划上、从行政控制上、从经费资助上, 对

高等教育发展行使了应有的整体推动作用, 是对内

可以适应市场机制、对外可以增强国力的一种极为

有效的教育行政措施, 也是强化产业间必然联系的

一种教育理念。

2. 产业化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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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教育产业化理念萌芽于 80 年代中期, 其间

当然包括对国外教育产业化理念的引入。但国内的

改革开放及由此带来的条件变化是主要因素。实行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为人们认清教育的产业性、

形成教育产业观奠定了外部条件, 经济学界和教育

学界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教育的产业性, 并有人提

出了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在 1992 年颁发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 教育

被定义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

的基础行业”, 并被归入第三产业。经济学界大力推

动了对包括教育界在内的各行各业产业化的讨论,

并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界, 引发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产

业观、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大讨论。

由于国内多年的计划经济模式及相应观念在人

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尽管高等教育的产业性已在

政府的政策实践和产业统计中得到了肯定, 但理论

界和行政管理部门对高等教育产业及产业化的理解

仍存在不小的分歧。1998 年和 2000 年曾出现了两

次有关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大辩论, 并明显分化为四

种观点: 教育可以产业化并主张产业化或部分产业

化; 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反对产业化; 教育是产业但不

能产业化; 教育不是产业。

教育产业理念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出现之初, 虽

然也曾有过一些争论, 但没有出现像我国这样激烈

的辩论。之所以如此, 原因是多方面的。

教育比较中存在文化自我意识。首先, 国内一些

研究人员在借鉴它国术语时, 未下精力研究它国历

史, 而是通常采用自我解释、本本主义、断章取义的

研究方式。其次, 国外的现代高等教育产业理念是逐

渐演变过来的, 目前盛行的教育私营化浪潮是在原

有教育产业内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行为, 是日益扩

张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

矛盾的反映, 亟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营利而是绩效。而

我国对现代产业概念的引入与接受历史十分短暂,

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却是教育财政经费严重不足,

自然而然地把“私营化”理解为完全的营利问题, 低

估我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民办高教的积极作用。

再次, 国内目前经验管理的成份很重, 管理中规范程

度比较差, 盲目创新, 经验式管理实践中的理论概念

模糊及找先例的现象严重。

我国曾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 将管理过程中

的计划职能无限扩展, 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体制地位,

教育更是登上了上层建筑的宝座, 人们认为教育只

有公益性价值的理念一时还难以改变, 忘记了高等

教育发展长河中的曲折历史, 也忘记了当今国际高

等教育极其多样化的现实。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前, 我国面临的是穷国

办大教育的窘境, 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公立大学大学

生享受的免费教育, 形成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窘

况, 校办产业成了各高校的热点, 创收曾经成为各高

校的主要任务, 对校办产业和创收的批评兑现在高

等教育产业的身上, 而这本不属于教育产业的范畴,

产生了对高等教育产业理念和内涵的误解。

我国几乎没有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政府资助以及

专门的法规规范, 并将其主要限制在专科层次以下,

私立高校大多处于市场竞争不公平、学校自生自灭、

极力追求营利的传统企业生存环境, 给人们一种高

等教育产业理念主要属于微观层面的错觉, 误认为

强调产业化就是把高校当企业。

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曾经封闭了几十年, 高等

教育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政府的意志, 而没有

来自高等教育国际化所造成的产业化浪潮的冲击,

使我们形成了坚固的“公益性”堡垒。面对W TO 的

临近, 这个堡垒已使每年上百亿元潜在教育消费痛

失海外。

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进入W TO 环境、培

养国际化人才的未来发展之中, 高等教育产业化将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因此, 亟

须提高我国对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理解的层面和重

心, 渡过高等教育产业理念发展的初级阶段, 回到其

应有的内涵中来, 端正高等教育产业的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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