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文/李海林 孙耕梅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推动经济靠科技，科技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优秀的教育, 
教育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缘于人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
用，教育通过对人的培养教育和改变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源。 
   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不同类型的教育与经济联系的程度不同, 其社会功能就
不同, 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 教育与这种需求的适应程度直接决定教育的生产
和经济功能的发挥, 因而, 教育的类型结构 专业结构 课程结构 劳动者的知识结构相适应。 在研
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 又产生了教育与职业的联系。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满足
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需求实现的，由于经济发展处于主动地位，职业教育发展会滞后于经济发展，由
于受教育成本效应和预期教育收益效应的影响，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调整会对经济发展作出过度反
应，导致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不相适应。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当出现某类人员短缺时,就会
有更多的人员接受此类方面的教育,来缓解这项职业的短缺。但教育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当人才
短缺之后一段时间才发现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教育投资, 而如果培训场所不足, 又需很长时间才能扩
大此类人员的数量。另外，一旦此类人员待遇优厚为世人所知时，便会有大批人员进入此行业，最
终造成此类人员过剩并造成失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对市场进行调查、评估和预测, 从而
合理安排和调整教育结构和培训，避免教育资源和资金浪费。如果不考虑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味扩大教育规模，教育发展过快，占用物质财富过多，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 教育
发展必须跟经济发展的科技水平相适应, 教育的功能最终要通过社会对其成果的吸收消化来实现。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经济建设中以科技水平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也不同。 教育发展水
平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科技水平, 就会因 “无用” 而被抛弃, 教育发展程度超越经济建设的科技水
平, 就会因 “用不上” 而闲职, 在这两种情况下, 教育成果都不能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 教育
发展程度不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 教育发展程度过高, 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负担。  
   教育通过对人的培养教育和改变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源。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来服务
于经济建设, 这是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教育的实质是传授价值
准则, 使其成为受教育者思想的一部分,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较高经济高度发达的国
家, 与其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密不可分。“自立教育”是美国教育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这种教
育贯穿了人的一生。父母从小让孩子养成了自己从跌到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的思想. “自强自立” 
“劳有所获” 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教育观, 孩子们懂得“自立”，为他们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中国的“填鸭式”教学相反，美国在中学教育方面采取了“开放教室”方案，即老师在桌子上放
好书或安排好活动，学生们就独立活动或分组活动，这种教育方法使学生们更愿意与教师合作，因
为他们在活动时会产生大量的疑问，包括比较荒诞的问题，需要老师来解答。这样长期在这种轻松
而又充满了浓厚学习氛围中，学生们已培养了诸多能力：动手能力、质疑能力、思考能力、解答能
力……这些对以后从事任何工作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民主观念在师生之间创
造了一种非正式氛围，并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学生是平等的，而教师的作用不仅是传授知识和价值
观，还包括促进和调整学习过程。教授们的教学风格多种多样，但他们拒绝"讲课、记忆和测验"这
种讨厌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有趣的形式，有小组讨论、针对课文的专题研究、合作性实例分
析和角色扮演等等。学生们可以自由提问和表达思想，甚至是表达“反权威”思想，教授们是宽容
的，决不会吝啬他们的称赞与鼓励。从长远来看，学生们会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合作和有创造
性。教育能推进经济的发展, 而其中受教育的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学会独立、学会创造、学会思
考的人才是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量。  
   教育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教育工作者绝不能就教
育论教育, 不能脱离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孤立的考虑和实施教育和改革, 经济的发展要求与之适应的
教育体制, 就业市场的变化也必将带来社会教育消费观念的改变, 对相应的教育产生压力，如不及
时加以调整, 就会出现人才结构失调的局面, 从而造成失业问题。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缘
于人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学会自强自立、学会创新 、学会思考的高素质的人是教育
成为经济资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因而人的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的课题（作
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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