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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形势下学校教育运行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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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 校教育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就 必须对学校教

育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由于学校教育并非完全竞争市场 ,因 此 ,就 要根据学校教育的特性来

调控教育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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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改革正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中 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也逐步得以确立。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

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 ,是我国
“
科教兴国

”
战略的重要内容 ,推动了教育事业的

发展。但也应该看到 ,由 于种种原因,我 国教育事

业在总体上还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

表现在投人不足、办学条件较差、管理水平落后 ,

教育体制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

改革形势的矛盾亦较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对学校

教育运行调控的分析 ,为提高学校教育管理水平、

推动学校教育健康发展作一些探索。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技术

进步导致原有产业部门创新和新产业部门的兴

起 ,这就要求学校教育要与社会对劳动力知识结

构的需求协调起来 ;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

力结构性就业问题 ,也 需要通过调整学校教育加

以解决。而学校教育的产出要避免短缺与闲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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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就必须打破困于 自身利益的封闭状态。否则 ,

学校教育这个系统就会陷人一个结构无序、功能

缩小而又没有生机的境地 ,最终要 由外力促发突

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因此 ,学校教育系统应

从开放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获取信息、能量 ,与 经济

的结构在需求上相协调 以实现 自身的功能 ,这正

是对学校教育运行进行调控的必要性所在。

这种必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资源要求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形

势下 ,学校教育的投人与产出无不受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影响。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需求是一种有

支付能力的需求 ,学校在向社会供给教育产品时 ,

也是在一定成本、价格条件下的行为 (义 务教育

也不例外 )。

人类进步的趋 向是 日益提高掌握 自身命运、

驾驭 自然的能力。在这种趋向的支配下 ,人 的才

能、素质、观念甚至语言能力等的充分发展不可或

缺地依赖着学校教育来实现。在现实社会 中 ,人

们对教育的投资或需求都是 以追求其价值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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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反映这种价值的人力价格信号是劳动力的市

场供求 ,而教育产品的供求则是一种基于成本与

收益比较原则下的活动。作为一种经济运行过程

或生产形态 ,它 同样是建立在价值交换基础上的

生产。由于人类个体存在客观上的差异 ,个人对

教育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 ,每个人对教育需求的

内容、形式和手段也有其特殊性 ,学校教育就必须

形成层类结构不同的系统 ,才能满足社会中不同

个体对学校教育的需求。为此 ,学校教育要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

就需要对学校教育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二是市场机制对学校教育不灵。作为培养人

才的学校教育具有垄断性。国家对教育垄断 ,使

教育在投人产出方面按照国家意志进行 ,它 有利

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学校教育的运

行过程 ,是一种投人——产出的过程 ,这个过程客

观地存在着教育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由于国

家对教育的垄断控制着教育要素市场 ,决定了市

场机制难以对学校教育运行发挥较大作用 ,其主

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教育价格不是由市场上教育生产(供

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 ,而是由国

家决定。

第二 ,教育生产要素投人和教育产出分配是

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运作 ,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

包括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 ,而不是市场机制。

第三 ,学校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 ,因 国家

追求经济协调发展而受行政指令干预 ,导致教育

需求受教育供给引导 ,需方往往因供方的因素而

被动地接受。

第四,学校教育活动过程中,教学计划的规定

性要求教师只是服从 ,教师要求学生也只是服从 ,

教育生产者 (教师)与 教育需求者 (学生)基本上

是主从关系。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难以发挥。

由于这些因素 ,在 学校教育的运行过程中市

场机制是较难发挥作用的,这就需要依靠有效调

控促进学校教育的正常运行。

三是学校教育对市场的不适应性。竞争是市

场机制有效运转的先决条件 ,学校教育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竞争也是不可回避的。在计划

经济时代 ,学校教育的运行按计划进行 ,“ 卖者
”

之间或
“
买者∷之间无须竞争也能获得生存的保

障。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开放性竞争 ,劳 动者

之间知识技能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竞

争。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的高低既决定其竞争能

力的大小 ,又决定其收人能力的高低。劳动者对

教育的需求 ,必须以一定的支付能力为前提 ,并在

需求过程中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比。这就促

使需求者要有合理预期并选择需求的内容 (专

业)和形式 (何 种类型的学校),教育需求者需要

在追求最大效用动机下根据学校教育效用的大小

作出合理选择。对学校而言 ,这就要求提供准确

的资料去引导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认识 ,而 不是强

迫需求 ,因 而须有一个充分反映教育要素效用的

价格 ,但在现实并不存在。教育需求者也很难从

价格差异中作出明智选择 ,市 场竞争机制因此就

不可能完全发挥作用。教育投人产出过程中存在

的外部影响同时也使价格不能反映效用大小 ,因

此价格会失去调节供求的功能。此外 ,社会享用

教育的外溢利益影响到资源在教育部门的配置 ,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通常是通过向学生补贴来刺

激需求 ,或是向学校补贴降低
“
教育的价格

”
间接

扩大需求。学校教育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这些问

题 ,决定了对学校教育运行调控的必要性。

在竞争机制作用下 ,买方市场的形成会进一

步诱导学校教育作为卖方市场按价值规律在学校

内部和学校之间以及教育系统与整个社会经济系

统之间建立和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在买方市场存

在的情况下 ,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就成为教育生

产者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任何教育生产单位要

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就必须对生产者 (教 师 )、

教育劳动资料 (设各)和 教育劳动对象 (学生)进

行优化组合。市场竞争促使能力与收人挂钩 ,并

激活教育生产者在系统内外的流动 ,改变教育劳

动收人不合理的现象 ,使教育真正成为一种欣欣

向荣的产业。但现实与市场相悖的是 ,教 育生产

单位不是相对独立的经营者 ,特殊的物质利益被

社会利益所掩盖 ,学校对教育资产的使用和更新

没有责任压力 ,致使学校教育表现出与市场的不

适应性。

四是学校教育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属性。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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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供求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而且教育供

求价格也不容易准确定位 ,因 此 ,现实的教育市场

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首先 ,教 育的

供给价格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教育成本。通常的

教育成本 ,包括支付教育生产者的报酬 (教 师工

资)和购买教育生产资料的成本两部分。由于教

育劳动的特殊性 ,教育劳动对象是人 ,教育生产者

的报酬这部分成本又不可能准确计量 ,而只能间

接地通过与其他就业者的收人差异来衡量 ,这就

反映出教育市场难以适应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势。

其次 ,教育需求价格也不易确定。教育需求价格 ,

是指人们对购买一定质量的教育所愿支付的价

格。由于教育质量很难在短期内反映出来 ,因 此 ,

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
“
所愿支付

”
内涵的界定

是极其困难的,致使不同级别的教育需求价格不

能反映教育的真实成本 ,教 育需求价格更难与教

育供给价格相吻合。如此一来 ,要 么教育需求价

格低于教育供给价格 ,制 约教育有效供给 ;要么教

育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 ,出 现教育有效需求不

足。如果由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调节教育需求 ,势

必会导致教育供给膨胀与需求不足的局面并存。

此外 ,学校教育通过价格完全竞争并不能实现其

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 ,教育市场并非理想的完

全竞争市场 ,若听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势必会

导致教育系统的混乱无序。

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展 ,形成相互促进的协同

机制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要形成教育与社

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 ,重要的是要在社会

经济领域内形成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的机制。

就学校教育本身而言 ,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既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而又能充分体现学校教育特性的运

作机制。为此 ,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控学校

教育的运行。

1.计划干预。计划干预学校教育运行 ,就是

克服市场缺陷,在学校教育运行过程中适当的通

过计划机制 ,如对教育结构、教学层次、学科专业、

招生规模等进行宏观调控 ,通 过资金投人引导教

育市场运行方向,以 此纠正学校教育运行过程中

的偏差 ,补充市场调节之不足。计划干预途径的

主要表现 ,一是通过国家制定学校教育发展规划 ,

并采取相应措施举办学校和设置教育机构 ;二是

规定学校教育机构办学的基本条件 ,如对教师队

伍、教学场所及设备、办学资金来源等条件进行规

定 ,以保障学校教育行为的规范 ;三是利用招生政

策、经费投人政策等进行干预 ,以 挟持或抑制学校

的运行行为。

计划干预学校教育的运行 ,能 在以下几个方

面发挥作用。

一是可促进学校教育功能的有序化。教育有

专门教育和一般教育之分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包括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两个方面。从学校教育

的功能来看 ,专门教育以就业为目标 ,而一般教育

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发展科学、规范道德等方

面的目的性。学校教育这一结构复杂、功能多样

的系统 ,要实现教育功能的有序化 ,是离不开计划

干预的,特别是一般教育功能 ,没有干预将难以实

现。

二是可促进学校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确定

教育的价格相当复杂 ,对教育供给者来说 ,供给价

格以成本多寡决定 ,而对教育需求者来说 ,需求价

格除了直接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由于各种教

育的收益率不相同,即 使同样的教育对不同的需

求者来说也存在差异 ,如 果完全由价格 自由调节

供求 ,教育供求的确定不但难以趋向均衡 ,而且也

会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 ,不仅需要计划协

调供求 ,而且也需要通过计划来促进教育资源的

最佳配置。

三是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这是因为 ,个体

的人在能力上存在有差别 ,每个人需要何种教育

缺乏清楚的认识 ,即 教育缺乏明智的需求者。因

此 ,要使每个人根据 自身的特征采取有效需求行

为 ,那是十分困难的 ,这就须借助对教育进行计划

干预。另外 ,由 于教育需求的现期能力取决于家

庭收人状况 ,如果仅根据现期支付能力分配教育 ,

必定扼杀有潜能而又缺乏支付能力者的受教育权

利 ,教育将会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消

除这些不平等竞争条件的最好办法 ,就得依靠计

划调控。这样既不削弱竞争 ,又可克服不均。

2.就业政策。就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供

求息息相关。就业政策对劳动者知识文 化素质

要求的严格或宽容都必然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需

求 ,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预期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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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教育的运行。就业政策如能减少受教育者

的失业 ,则必然刺激对教育的需求。反之 ,则会抑

制社会人群对接受教育的需求 ,导致学校教育运

行的生机活力下降。但是 ,在 劳动力资源极为丰

富的情况下 ,激烈的就业竞争矛盾加剧 ,影 响就业

机会的社会因素复杂 ,就业问题也会对学校教育

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双面影响。可见 ,社 会就业政

策应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 ,允许劳动力选择流动 ,

并消除人为的非经济障碍 ,以 促进学校教育在运

行过程中实现总供给与社会经济系统总需求的动

态平衡 ,这也是教育功能和教育目的所耍追求的。

此外 ,人力政策从人口数量转到人口质量的

认识上来。根据社会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科技进

步的要求 ,不 断加强人力投人 (教 育投人 ),即 当

只有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才能担任对应工作的观念

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趋势 ,也对学校教育运行 目

标的实现有着积极的调控作用。

3.自 我调节。教育的总体活动是由微观的

单个学校的活动构成 ,学校教育运行过程的总量

及其变化最终都取决于微观教育活动的个量及其

变化。因此 ,学校教育运行的调控决不能脱离单

个的学校的教育活动。依靠学校自身建立一套具

有利益刺激、充满活力、形成完整 自我约束的机

制 ,它 是宏观调控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学校教育的自我调节 ,应该以学校资产产权的明

确界定为前提。

学校在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处于何等地

位 ,与教育市场采取何种联系方式 ,这些将决定学

校教育如何运行并影响其行为。在我国现行经济

体制情况下 ,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校教育微观

基础 ,关键的问题是按照宏观调控的要求界定资

产产权。这里的产权即教育财产权 ,是指对 以学

校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教育生产组合要素的支配权

利 ,它包括教育单位所享有的、保证教育活动进行

的一切教育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

产权界定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社

会系统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 ,要使学校教育

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相适应 ,充

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 ,必 须使学校教育过程对

外界不断的信息反馈作出灵活对策。为了适应这

种需要 ,就需要将学校的决策权 向学校经营者适

当转移。这种决策杈和经营权的转移 ,在 办学形

式上可米取教育财产以国有为基础 ,由 学校 自主

办学 ,改变国家包揽教育投资的方式 ,允许公立、

私立等不同性质的学校并存 ;在保证学校运行的

方向和教育的某些特殊内容体现国家意志的前提

下 ,管理方式可辅之以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

政约束 ,以 此加强经营过程中的责任心 ,使教育生

产者面对供求 ,在 国家宏观调控范围内自主决定

经营规模与结构 ,并根据规模经济原理经常地调

整 ,让教育生产者在教育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肩 负

起满足社会对教育需求的重任。

使学校拥有自主的对教育运行资产的占有和

支配权 ,承担教育投资风险责任 ,保证微观主体决

策和行为合理化 ,迫使学校尽可能进行成本与收

益核算 ,这有利于学校形成对 自身行为的有效激

励和约束 ,从根本上克服效率低下和不负责任的

现象。改变学校的依附关系和明确学校法人地

位 ,是实现国家由直接计划控制为主转向间接宏

观调控的重要前提。产权约束和市场约束的重要

作用就在于其能保证学校的自主性和竞争的平等

性。在竞争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

因此 ,还应允许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

与转并 ,使学校在对市场需求的适应中更加充满

动力和活力。
“
科教兴国

”
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 ,“ 教育

是强国之本
”
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现实社会

中,重视教育、关心教育可以说仍还停留于一种为

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道义上的呼声 ,而真正

出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重视教育只能说初

见端倪。只有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文

化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 社会中真

正形成依靠先进科技发展生产的社会机制 ,才能

从根本上改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形

成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的风尚 ,“ 科教兴国

”
的

战略地位也才能真正得到落实。21世纪是知识

经济时代 ,国 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国运兴衰 ,系 于教育。教育振兴 ,全 民有

责。科学地调控学校教育运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正是落实
“
科教兴国

”
战略地位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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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and(Control of schooⅡ ng operaJon in Market Ec0Ⅱ omy

DU Gao-xiang
(Genera1oⅢ ce of S忆 huan Proonce Govemment,Chegdu,S妃 huan6100r5,china)

Abstract:To keep balance between schoohng’ s supply and demand in its total and structure in Ⅱmar-

ket economy, we must effectively a11ocate schoohng resources。  As schoohng is not in a pure compeuuve

market, we must regulate and control schooling operation according to its features。

Key words:market economy; schoohng; regulate and contro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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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补正一则

谭优学先生在《唐诗人行年考》(续编)之《雍陶行年考》中,对晚唐诗人雍陶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为 我

们进一步研究这位成都诗人提供了很多方便。但该考尚有一些地方值得再考证一番。如雍陶的《阴地关见人蕃公主石

上手迹》一诗就是一个例子。雍陶此诗亦见《全唐诗》卷五一八 ,诗 云 :“ 汉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馀手迹存。风雨几年侵

不灭 ,分 明纤指印苔痕。
”
谭先生在《雍陶行年考》中指出:“ 考阴地关 ,在河东道汾州灵石县南汾水西岸。《新唐书 ·地理

志》:‘ 汾州西河郡灵石县 ,西南有阴地关。
’
其关今废 ,遗 址犹存 ,俗称南阙,因 冷泉关在北也。今舆图所标南关即其地。

汉家公主或指下降回纥可汗为可敦之宁国、咸宁、太和等公主。自三秦赴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即北京 )、 大同,阴 地关乃

必经之地。
”
按 :谭先生对阴地关的考证甚确。宁国、咸安、太和等

“
汉家公主

”
均是唐中晚期出嫁回纥的皇帝的生亲女。

其中,宁 国公主为肃宗之女 ,嫁郑巽 ,再嫁薛衡 ,后 寡居。乾元元年(758年 )嫁 回纥英武威远可汗。咸安公主为德宗之

女 ,贞 元四年(788年 )嫁 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太和公主为宪宗之女 ,长庆元年(821年 )嫁 回纥崇德可汗。但雍陶此诗所

提到的
“
汉家公主

”
却是崇徽公主。大历四年(7⒆ 年),应 登里可汗恳请 ,代 宗把

“
甫及初笄之年

”
的
“
第十女

”
,“ 封曰崇

徽公主,出 嫁回纥可汗 ,册 曰可敦
”(常衮《册崇徽公主文》,《 唐大诏令集》卷四二)。

实际上 ,崇徽公主并非代宗的
“
真女

”
,而是唐名将仆固怀恩的幼女。仆固怀恩在镇压安史叛乱中屡建奇功 ,后 因受

辛云京、骆奉先、程元振等人的陷害而叛唐。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载 :仆 固怀恩病死后 ,代宗
“J冷其有功 ,置 其女宫中 ,

养以为女
”
。又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上》:“ 大历三年(768年 ),光 亲可敦卒。⋯⋯明年 ,以 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继

室,兵 部侍郎李涵持节册拜可敦 ,赐缯彩二万。
”
光亲可敦为仆固怀恩之女 ,崇徽公主之姐 ,与登里可汗共同生活了10年 。

姐妹二人先后与同一可汗成亲,这在唐代和亲史上是罕见的。

其实 ,在唐人的作品中,也 留下了崇徽公主和亲及其在阴地关石上留下手迹的记载。晚唐李山甫有《阴地关崇徽公

主手迹》及《代崇徽公主意》两诗(《 全唐诗》卷六四三),前诗云 :“ 一拓纤痕更不收,翠微苍藓几经秋。谁陈帝子和蕃策 ,

我是男儿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 ,澹烟笼著恨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 ,旁与吞声未忍休。
”
又 ,欧 阳修《集古录跋尾》卷

八《唐崇徽公主手痕诗》云 :“ 崇徽公主手痕诗,李 山甫撰。
”
据此可以肯定 ,雍 陶诗中在阴地关石上留下手迹的

“
汉家公

主
”
当是崇徽公主无疑,与谭优学先生所谓的宁国、咸安、太和等和蕃公主无涉。

锐丶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