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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教育服务的内涵与特征出发，对教育服务产出核算的基本问题进行探析，针对目前教育服务产出

核算的指标与方法，指出了这些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并讨论了教育服务产出的质量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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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

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些年，它已成为一种产业，担负着培养人力

资本、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因此，如何准确有效地对教育服务产

出进行核算成为重要课题。
2003 年底，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的由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主办的第七届 NBS
－OECD 国民经济核算国际研讨会上，也对教育产出核算问题

进行了讨论。下面，笔者先阐述一下教育服务，以此作为研究其

核算的基础。
一、教育服务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服务通常是针对部分消费群体提供的集体服务，可以

是一对一的教授，也可以是几十人几百人同时的班级授课；可

以是面对面的教学，也可以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教育。教育服

务主要是教育生产者（学校、学院、大学）向教育服务消费者，即

大学、中学、小学学生所提供的教学。
教育作为一种服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教 育 服 务 不 同 于 如 国 防、基 础 设 施 等 针 对 全 体 公 民

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服务。 因为这些服务通常由国家针对全体

公民提供，所提供的服务是通常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

共产品。而教育服务是由个人消费的服务，通常是提供给部分

群体。此外，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享受的教

育服务的质量也不尽相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

相对丰富，消费者享受的教育服务的质量也因此相对较高。
其次，教 育 作 为 一 种 服 务，也 有 着 服 务 业 不 同 于 货 物 生 产

的性质。（1）教育虽然和其他所有的服务一样，可以形成一种结

果，但是这种结果不能用来交换，即不能形成一种类似产品的

静态的“物”。因此，采取什么样的静态指标对其进行计量便存

在着很大的争议。（2）对于其他的服务，生产与消费环节是分割

的，然而教育的生产和消费却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的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计算教育服务的产出时，必须同时考

虑并区分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作用，在核算教育产出时就是

要同时考察教师和学生的贡献。对教育活动而言，消费者是否

参与对教育服务是否“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教

育产品的质量高低不能完全取决于生产者水平和生产条件，还

取决于生产对象———受教育者个体的能动性。这一特点是和物

质生产领域不同的。（3）教育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学生获得的

知识、技能，还包括学生的道德、品行等。接受教育后，受教育者

在今后获得的工作，人生的改善，对社会的贡献等都是教育成

果的体现。因此，教育服务产出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国民经济

核算中当然应当使用单一原则，否则无法确保国民核算的整体

一致性。但教育的多元性特征确实存在，这使得对于其直接产

出而言，核算工作更为困难。
二、教育产出核算的基本问题

（一）教育服务产出的定义

教育服务产出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教育的对象和成果不

是物而是人，教育服务的结果是学生知识的增加、技能水平的

提高以及道德品行的端正。教育为社会培养劳动力和人才，并

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推动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产出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
首先是教育的直接产出，即教育所提供的服务的总价值；

其次是教育的间接产出，即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投

入经济和社会后，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量扣除教育成本之后

的净收益。显然，教育产出核算应该是教育的直接产出，而不是

教育的间接产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民经济核算

专家研讨会将教育服务产出定义为“核算期内学生接受的教学

服务数量，该教学服务的数量需要用教学服务的质量进行调

整”。因此，教育服务产出的单位就是学生接受教学服务所花费

的小时数。
这里有必要区别“教育服务”和“教育服务的结果”。影响教

育服务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但是教

育服务以外的其他诸多因素对教育结果的影响也很大，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学生的课外学习。因此教育服务的结果不

等于教育服务。
（二）教育服务产出的核算范围

教育服务产出的核算范围是由其生产范围决定的。根据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3.1 版）（ISIC3.1），教育业是第 M部分，

其中只包括一个部门，该部门包括：任何水平，对任何职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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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或书面的，通过电视或收音机或其他交流方式，公共和私人

教育。它既包括正规学校系统内由不同机构提供的不同层次的

教育、成人教育和语言教育等，也包括各种层次的军校和工读

学校教育。该部门不包括娱乐方面的教育，如桥牌或高尔夫的

训练，也不包括政府教育部门的管制或管理教育。
ISIC 3.1 界定的教育业生产范围如下：（1）初等教育；（2）中

等教育；（3）高等教育；（4）其他教育。
初等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在本水平上为残障人所提供的

特殊教育和为成年人提供的语言教育，但不包括对儿童的日常

照顾活动。中等教育分为普通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包括了中等教育之后的全部教育。高等教育提供了种

类繁多的专业化教育方案。其他教育通常是针对成年人进行的

专门训练，和普通教育不具有可比性。
（三）核算方法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服务可以分为市

场服务和非市场服务。市场服务是按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或

其他方式处置，或者打算在市场上出售或处置的服务。有经济

意义的价格是指对买方希望购买的商品数量和卖方愿意出售

的商品数量有显著影响的价格。非市场服务指免费或按经济意

义不显著的价格提供的服务。由定义可以看出，非市场服务的

价格无法像市场服务那样直接得到，而且由于不易定义和测算

非市场服务的数量，因此对其进行准确的核算比较困难。
教育服务产出也可分为市场产出部分和非市场产出部分。

教育服务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只有很小

一部分是由营利机构在市场上通过交易提供，即绝大部分教育

服务属于非市场服务，且难以核算。
1.市场部分的核算。理论上，对市场教育服务的现价产出可

以通过常规方式测算，物量测算方法是利用适当的价格指数对

现价产出进行缩减。最理想的价格指数当然是针对每种类型教

育服务所编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s）。但是由于很多国家通

常没有相应的教育服务生产者价格指数，所以一般采用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s）。价格指数的主要问题是价格指数难以考虑服

务质量的变化，因此对价格指数的质量调整较为困难。另一方

面，大多数教育服务的市场部门可能存在明显的政府干预行

为，因此市场部门索要的价格可能是扭曲的，不能真正反映教

育服务的质量。从而在市场服务测算中使用价格指数缩减产出

价值的方法有时并不合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荐使用“产

出指标法”对教育市场部分的产出进行核算。
2.非市场部分的核算。 长期以来，由于无法得到市场价格，

对教育非市场服务产出的核算，一直采用投入替代法，但这种

方法假设劳动生产率不变，是不科学的，因为教育服务转移结

构的变化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改善了劳动生产率。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推荐使用直接测算教育服务非市场部分产出的方法，即

产出指标法（根据教育部门的属性，市场产出和非市场产出可

同时应用产出指标法进行测算）。
由此可知，以上方法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教育服务的质量。

很明显，质量是服务产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但

是，对教育服务而言，其质量不仅由生产者确定，还与消费者也

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教育服务质量难以确定。这增加了准确核

算教育服务产出的难度。
（四）教育产出的质量调整

教育产出质量调整问题是指教学活动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由于供应方的种种原因和需求方消费方式等原因产生的质量

不一致，在汇总教育服务产出时应该解决的“统一性”问题。
如果假设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并且假

定教育服务的数量单位是学生人数或者学生小时数，则教育的

质量可被定义为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过程中的效率。影

响教育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是教育环境和班级规模（学生 / 教

师比）。一般而言，教育环境与教育服务质量成正比，教育环境

越好，教育服务质量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班级规模

越小，教师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教育质

量就越高。除此之外，毕业生人数和升学人数两个指标也能近

似地反映质量变化。不过毕业生人数只能近似反映产出，这是

因为该指标没有包括不能毕业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教育

服务质量提高和由此带来的毕业生人数增加之间存在着时滞

等原因。鉴于此，我们用升学人数这个指标来弥补其不足。一般

地，教学活动都是分学年进行的，每一学年学生只有达到一定

标准才能升入下一学年的学习。
教育分为不同的层次，它们所包含的质量不同，同一层次

内部的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存在差别。对于每个学生而言，

不同学生的教育产出也是不同的。综合起来讲，我国有学者将

教育质量分解为教学硬件、教学软件、学生知识 / 能力 / 素质以

及社会评价四个准则层，每一个准则层又可细分为若干指标

层。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数学模型来测算教育质量调整系数，

从整体上考察影响教育质量的诸多因素，为准确核算教育产出

提出了新的思路。
三、小结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由于教育服务的特殊性，对

其进行核算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但是，教育产出核算存在的

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教育核算结果不能真实反映教育产出，而

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产业化的蓬勃开展，从核算范

围、核算指标、核算方法，到质量调整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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