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我国教育产业化的相关问题 

文/靳俊丽 马海玉 

   将产业方式引入教育系统，开拓了改革的思路，给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教育到
底是不是产业？教育应否产业化？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本文就此问题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一、教育是不是产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产业表述为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行业，即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相
互联系的企业的集合，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是对同一属性企业的归类。20世纪50年代以
后，产业属性又增加了以提供劳务为主的经营性内容，企业和生产性劳动是产业的两种最为基本的
属性。在当代，产业一词的涵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产业是指生产同一类或具有密切替代
关系的商品的生产者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广义的产业是指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提供同一产品
或劳务的企业群体、行业、部门。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得到报酬的活动；二是有自己特有
的产品或服务；三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教育来看，它能满足产业的上述三个条件，因此，
从当代产业的概念理解，教育就是产业。并且，我国在1985年就由国家统计局正式明确，第三产业
有四个层次，其中，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科学
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又在《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
“教育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但我们
同时也应该看到，教育产业又不同一般的产业，教育生产是一种服务产品，它的产品是由人形成而
非某种物化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收益率和个体收益率都是难以准确量化的。教育过程的长期性决
定了其经济效益的长效性，教育目的的多样性及受教育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回报的丰富多元性，
即不能以单一的经济收益来衡量教育的价值。教育产业既有市场调节的一面，又有市场无法调节的
一面，办教育既有盈利的一面，又有无法盈利的一面。 
   二、教育应否产业化 
   在21世纪初，中国人都认为“教育产业化”是错误的。2006年2月27日，教育部召开2006年第
三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解答问题时表示，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
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那教育应
不应该产业化，还是某些部分可以产业化呢？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产业化一定要求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也必然要求教育活动市场化，教
育机构企业化，学生受教育投资化。这种产业发展的逻辑并不完全符合教育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也
不完全符合现行的教育法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系统的某些部分可以产业化，可以开发一些教
育产业，应该提倡发展教育产业，但不是说教育完全产业化。 
   从产业化一定要市场化的观点出发，判断教育系统中哪些部分可以产业化，哪些不能，标准
只能是市场化，不能市场化或不应该市场化的领域一定不能产业化。因此，义务教育不可产业化。
义务教育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和起码的受教育的权利，体现着“教育平等”、“有教无类”
等文明社会的理想和特征，也是一国政府为保持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基本保证。对如此重要的国力基
础建设，政府理当以足够的财力支持，切不可推向或求助于高风险、不确定性的“产业化”。扶助
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特别教育事业不可产业化。为使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得到均衡的发展，国家
的确应以适当的倾斜政策和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发达地区和先进城市应继
续帮助兴办民族学院。民办教育可以产业化。至于学校后勤、校办企业，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教育的
特性，原本就应该市场化、社会化的。因而，它们不是教育产业，而是教育部门办的其他企业。从
经济发展的规律看，高科技产品的发展要靠社会，高等学校只是高科技开发的源头之一，是高科技
产业的一个环节，而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则必然是一个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  
   3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教育产业 
   发展教育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世界经济一直面临着三大问题：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
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矛盾，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过去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现在
则普遍认为发展教育是唯一解决的办法，而且有报告提出，21世纪最大的产业是教育，这是经济发
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此，发展教育产业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发展教育产业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
制，即义务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我们说的发展教育产业，其意义不在于非义
务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在于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高和创新。教育事
业是否真的具有市场弹性，能否建立一种机制，使教育发展能够不断自我调节，主动适应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变化与要求。目前高等教育自身存在许多急待改革的问题，高校资源配置效率很低，人才
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不提高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
能力和高等教育的市场弹性，只增加政府的投入进行数量扩张，教育的落后和保守及其与市场经济
的不匹配，会造成教育的滞后，不能发挥教育应有的作用（作者单位：廊坊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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