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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一方面，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教育发展，经济增长也无从
谈起；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发展的关系。此外，教育系统中的弊端也能够引发各种
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南亮进、牧野文夫、罗欢镇所著的《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出于这种问题意识，从各种不同的侧
面分析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利用各种统计资料进行新的数据估算，而且还通过实地调
查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而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研究中国的现状和问题。
    另外，在专栏中介绍了通过调查和访谈获得的话题和作者的亲身感受。对于研究中国问题和从事教
育的专家，以及关心中国教育的读者来说，《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是一部内容丰富、让人感兴趣
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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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作为不平等化原因的教育　　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化现象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密切，这里指出了
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特有的教育财政体制使得公共教育服务在地区之间十分不均衡，它带来了国民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第六章）。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看，这成为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的原
因之一。第二，相同地区内部也存在快速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来可以获得较
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之间产生收入差距。这些情况已经被很多人指出过，
例如奈特（J.Knight）和李实从1988年的家庭调查分析当中得出结论认为，收入不平等的16%能够由教
育的不平等加以说明。　　后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教育的不平等能够成为收入不平等超越一代人继续
存在进而进一步扩大的原因。父母处于社会和经济较高地位的子女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进行学习，在
水平更高的学校上学。例如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正在成长的富裕阶层流行让孩子去被称为“贵族学
校”的民办学校上学，这里以豪华的设备和高水平的教育作为卖点，当然学费也极为昂贵，有些学校
毕业后还能去欧美留学。结果，他们很有可能获得与其父母同样甚至超过的更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进不了当地的公立学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能上没有被政府正
式批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里虽然学费低廉，但设备和教育内容都远不如正规的学校，而且小
学毕业后的去向也受到限制。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当地的中学，而大多数要离开父母回到老家上家乡的
中学（第八章）。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扭曲如果持续或者扩大，收入不平等化将进一步恶化。　　
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实际上在公立义务教育当中也能看到。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一种被称为“重点学
校制度”的特有的体系。也就是说，指定少数学校为“重点学校”，集中投入一些资源来培养精英的
一种学校。由于那里收取很高的学费，所以只限于上层阶级的子弟。他们通过优良的设备和优秀的教
师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毕业以后升人著名学校，将来能够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这样，较高的社会和
经济地位能够超越一代人得到继承。这种制度就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由于遭到国民的强烈批评而
于90年代后期废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制度。但是，由于上流社会的强烈要求事实上一直保留至今
，现在依然是“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并存的局面（详情参见第九章）。的确，在资源贫乏条件
下，需要有效地进行分配，而且也不能缺少学校之间的竞争，但是使用国民税金运行的公立学校之间
的差别化，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容易成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因此是不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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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亮进、牧野文夫、罗欢镇所著的《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以中国的“教育”问题作为焦点，尝试
进行一些经济学的分析。一方面教育是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教育的发展，经济发展也难以实现，另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这种相反的关系。这样，教育和经济之间不仅
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还存在教育体系的形式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的情况。本书正是依据这种
经济学的视点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之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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