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教育产业投资问题研究 

文/马 彦 

   1、序言 
   湖北是传统教育大省，无论从家庭、个人还是政府角度看，教育投资总量相对于湖北经济水
平而言是适度超前的。繁荣的背后存在许多问题，学者们在湖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
农村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于教育资本投资决策，经济学研究停留在
投资供求上，教育学研究一直以来是主张多多益善，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统计数据，采用
的是横向比较方法，从经济学角度对湖北教育投资问题进行分析。 
   2、问题分析 
   2.1. 湖北教育投资层次结构不合理 
   2.1.1高等教育投资与基础教育投资不协调 
   湖北省是典型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而高等教育绝对强劲的省份，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2004年，湖北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分别为833.72（全国均值1130.16，
排名27）、966.79（全国均值1246.54，排名22）、1007.34（全国均值1756.89，排名30）。2004
年，衡量义务教育巩固水平与质量效益的关键指标——“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低于全国平均值
4.59个百分点，排名21位左右。200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61.8%，低于全国平均值（62.9%）1.1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值（48.1%）3.22个百分点。 
   2004年，湖北高等学校经过多次大合并后仍有85所，位居全国第5（江苏、山东、广东、河
北）；招生数、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教职工数均居全国第3位，专任教师数居全国第2，仅次于
江苏。2005年的湖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4.9%左右，高出全国均值（15%）约3个百分点。 
   2.1.2普通教育投资多，职业教育投资少 
   湖北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大省，教育规模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等指标均据全国前
列，但湖北重视普通教育而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比较突出。统计表明，湖北中等职业教育从1999年
开始逐渐下滑，甚至跌到全国均值之下。近几年处于恢复性发展阶段，2004年招生数较上年增长
27.5%，但仍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徘徊在32%左右，离高中阶段普职教育预计比例1：1的目标还
很远。选择人口规模比湖北省小1000多万的浙江省做横向比较，2005年湖北中等职业学校数、招生
数、在校生数、教职工数以及专任教师数在全国排名分别为：14、10、10、12、10、10；而同期在
浙江省，同样指标的排名依次为8、5、4、5、8、6。很明显，湖北的中等职业教育相对落后，湖北
的教育大省头衔是以普通教育闻名而赢得。 
   2.2 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合理 
   湖北经济发展是极不均衡的，只是以武汉为首的少数地区的经济水平较高，远没有形成类似
于江浙一带的规模经济，由于经济和教育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决定，所以湖北的教育资源在地区分
布上同样表现出极不均衡。 
   2.2.1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过于集中 
   截止2005年湖北省有高校86所，其中武汉就有53，占61.63%，除了中央部属高校8所外，其他
全部是地方高校。另外，至2005年湖北批准设立的普通高校的独立学院33所，其中武汉有24所，占
72.73%。成人学院、大专班、培训学院等也大多集中在武汉。根据统计数据，湖北高教资源高度集
聚在武汉一个地区，高校数和专任教职工数的标准差分别为12.30和8471.86。 
   2.2.2 政府财政性教育投资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扩大 
   湖北省地区和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较大并有扩大趋势，教育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日益明显。
湖北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经费特别是基础教育经费
主要由各级政府财政支付，所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投入呈现非常强的相关性。 
   由于地区单相统计数据无法收集，采用“文教科卫事业费”（人力资本投资）代替“教育经
费”，对湖北各地区人口百分比和文教科卫事业费百分比进行比较分析得知：武汉的文教科卫事业
费百分比远高于人口百分比（高出7.8个百分点），宜昌略高，其他地区均低于人口百分比，其中
黄岗、荆州、孝感和其他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百分比与人口百分比的差距分别为3.9、3.5、3和
3.8。 
   湖北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源是体制问题，主要支撑农村教育的是县财政，湖北省73个县中仅有7
个财政收大于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及全省平均值的47.4%”，湖北既是全国高教资源比较发达
的地区，也是农村教育举步维艰的地区，在教育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仍把有限的



 

经费用于建设城区学校，在政策、经费、师资上重点扶持县一中，使其成为政府‘形象工程’，结
果是拉大城乡教育投入差距。 
   2.3 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投资需求差异 
   大学生就业难是本世纪初的焦点之一，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就业更难，农村扩招大学生在城市
就业尤其难，大学生被“贬值”，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缺乏信心，加上从上个世纪风行的到东南沿
海和大城市打工使一些家庭条件好起来，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形成美丽的“光环效应”，未成年人
退学打工现象比较普遍。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讲，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回报或价值补
偿，最终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需求。根据93—04年统计数据，湖北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支出占总支出
的比例从93年到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总体是递增的，净增3.65个百分点（13.53-9.88=3.65），
到99年达到最高点13.53%，此后总体上逐渐递减，至04年降到11.7%，与97年持平。如果把扩招后
高校收费大幅度上涨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可以推测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需求正在降低。 
   面临大学生就业难和外出打工风潮，城镇居民反应如何呢？有学者在湖北省内城镇居民家庭
进行抽样调查，“95.5%的家长希望子女上大学，在希望子女上大学的家庭中，7.5%的家长希望子
女读到大学专科， 30.9%的是大学本科，18.8%的是硕士研究生，42.8%的是博士研究生”。可见，
就业难更促使城镇家庭加大对子女教育投资；而打工风潮对城镇居民并没有明显影响。 
   2.4 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程度低 
   湖北教育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财政和家庭及个人，其所占比例为97.30%，社会集资经费也
主要由家庭及个人承担。在湖北，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仅为1.44%，社会捐资和集资
经费所占比例是1.25%；而在浙江，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为8.45%，社会捐资和集资经
费所占比例是3.37%。湖北教育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少，尤其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的积极性没有调
动起来，社会捐资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 
   3、 宏观政策建议 
   3.1、统筹地区和城乡教育经费规划，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统筹湖北地区和城乡教育经费规划，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就是使财政投
入重心上移，使中央和省作为财政性教育投入的主体，改变以往以县、市为主的模式，统筹财政经
费，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倾斜，以促进省内教育均衡。这样做可能会被认为挫伤经济发达地区的积极
性，其实不然，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其他商品，而且教育的“马
太效应”大且持久，教育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终必然制约全省经济发展。当然，统筹全省教育
经费、进行均衡分配，不是绝对平均和吃“大锅饭”，需要专业人士做科学规划。 
   3.2 分层次办高等教育，加强地级市高教力量 
   教育首先应该服务于地方经济，这是市场经济中的必然命题。湖北基础教育对地方经济的贡
献是显而易见的，但高等教育因为存在定位偏差而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长期以
来我省多数地方高校存在盲目模仿部属高校的办学和科研模式，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上
雷同；科研上重视国家级项目和全球全国热点，不屑于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研究；产学研结合意
识不强，效果不突出等问题。 
   “十一五”期间，湖北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整合现有高教资源，实行分层次办高等
教育，全面提高高教质量；适度控制武汉高校发展速度，尤其是独立学院的数量；为缓解高教资源
过于集中现象，加强地级市高等教育事业，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给予扶持，使政府在我省高教机会
获得公平性上有所作为。 
   3.3、调整高职院校布局，大力扶持县域中等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人才，随着职业教育逐渐被普遍重视和未来终身教育观
念深入人心，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将象现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样，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
职业教育办学地点越接近社区、接近群众，就越易见成效。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学校大多是
社区性的。湖北的高职院校半数以上在武汉，其中多数在远离社区的大学城，建议要合理规划，逐
渐向社区靠拢。 
   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作用重大，统计数据表明，我省农村子女进入高中和
大学的比例远低于城镇子女，“十一五”我省教育“瓶颈”是主要由中等职业教育连年低靡造成的
高中阶段教育，因此吸纳农村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 
   3.4、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发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发展县域经济对解决
“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县域经济已日益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的主体。当省会城市和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日渐饱和时，县域经济的地位就凸显出来。
东部沿海实践证明县域经济已经成为省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主要增长极。湖北目前
有73个县，湖北县域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1.1%，土地面积占全省95.5%，因此，促进湖北县域经
济发展对激活湖北经济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全省经济水平，扩大经济规
模，从而增强对人才的吸纳能力，对缓解我省长期人才严重外流和增加农村大学生就业而言是长远

 



之计。 
   3.5、提高办学市场化程度，丰富投资主体 
   湖北是教育大省，同时也是财政穷省，由于财政投入能力有限，湖北的居民家庭及个人的教
育负担相当重。在穷省办大教育的情况下，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出台利于吸收民间资金的政策措
施、提高办学市场化程度。湖北虽然没有浙江、福建等省份那样丰富的海外侨胞资源，但湖北有良
好的教育资源、教育基础和重教育风尚，因此扩大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的条件是具备的。 
   目前湖北民办教育事业刚刚起步，而且是集中在办普通本科院校下的独立学院，结果是加剧
我省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资两极分化，其原因是独立学院收费高。民办教育是企业性质，目标是
追求经济利益。政府在民间教育投资方向上要加以引导，用较优惠的政策，比如不同税收政策和贷
款利率等，把民间资金逐渐吸引到基础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领域。 
   3.6、建立教育资本投资收益率评估体系 
   经济学学者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率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已形成一套较成熟的理论和计算方
法。但在实践中教育投资收益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客观原因是操作难度大，主观原因是我们的政
府还基本上仅仅把教育当做福利事业。我们认为政府需要把教育投资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建立全省
教育投资收益率评估体系，由相关部门负责，每年或定期对我省教育投资收益进行评估，及时发现
问题，起到对教育资源配置有效与否的科学监督作用，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基金项
目：湖北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湖北县域人
力资本问题研究”（编号：SK2006C005）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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