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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调查、统计资料，从河南省教育市场的总体概况和家庭居民 

的个体教育需求两个层面对河南省教育市场的需求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河南省教育市场需求旺盛，进一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思想，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经 

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进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特别是目前，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不良的太背景下，教育作为 

经济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短缺产业”之一，蕴藏着极大的发展 

潜力。对教育的强劲需求，形成了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动力；同时．这对探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也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以“河南省城乡居民对子女接 

受教育程度的意愿”和“河南省大专以上毕业生情况”等同卷 

形式对河南省教育市场的需求状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研。 

以下从河南省教育市场的总体和家庭居民的个体两个层面上 

对河南省教育市场的需求状况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若于政策建议。 

一

、河南省教育需求状况的总体分析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74％，人 口约 

0．哪 亿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 8％左右，位居全国第一。但河 

南作为中华文明摇篮之一的人口大省．教育发展却相对滞后。 

(一)从中小学基础教育发展情况来看：截止到 1995年底， 

河南省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3％．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98． 

5％； 嘟 一瞄 全省小学校数 41466所，在校小学生 1105 6万 

人，居全国第一位；全省普通初中 5647所，在校生 410．5万 

人。【 J(0嘲 蟛 由此可见 学生毕业升学率是相对较低的，每 

年有相当数量的小学生失去了进一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机 

会。 

(二)从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来看：1998年全省每万人普通 

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分别为 15．84人和 15．71人． 

而全国平均的相应数据为 27．6人和 丑．9人．全国平均指标分 

别是我省的】．74倍和1．46倍；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事来 

看，1998年全国平均的升学率为45％，即录取比例为 2．2：1，其 

中天津是1．8：l，北京是 1．9：1，而我省则为 3．85：1。L3 这意眯 

着在同等条件下，我省许多有着进一步探造愿望和支付能力 

的高中毕业生梭挡在了高校太门之外。 

(三)从教育投入形成的教育供给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教育供给主要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提供．但政府财政能 

力有限，再加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果是教育发展相 

对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便于把河南省同全 

国的情况相比较，我们把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是经挤 

最发达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等市；第二类为经济较发达的 

沿海省份，如辽宁、广东等；第三类为经济不发达的省医，包括 

河南省在内的中部地区；第四类为经济最不发达的省医，主要 

指西部地区。四类地区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见表 1，四类地区平均人均教育经费(元)见表2。 

表1 四类地区教育投资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劳 
1988 19移 19帅 1991 1992 1993 1994 

类 剐＼  

1 2．61 2．87 2．72 2．43 2．32 2． 2．52 

2 2．33 2，57 2 鹋 2，60 2．45 2．34 2． 

3 3．06 3．35 3．52 3．42 3．31 3．25 3．16 

4 3 89 4．32 4．18 3．94 3．84 3．0 3．85 

资料来源：‘教育研究)，1998年第6期 [ 

收稿日期：20∞一06一∞ 

基盒项目：本文为河南省。十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探化教育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调研报告 的子课 

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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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类地区平均人均教育经费(元) 

l9船 l l99D 199l 1992 1993 1994 

l 1皿．99{121．75tl24．24 98 ．o} l勰．25 矾．88 
2 啦 93I 53．44 J孵．42 66 92 78．竹 l∞． l48． 

3 37 09 45．10 52．21 58舾 65 59 82．9 I观 ．9 

4 38．59 48．97 52． 55 13 63 97 83 46 104．3 

全国楹差率 5．啦 4．65 4．39 4 8 4．7l 5．37 6．77 

蛊科来源：‘教育研究)19鳃年第6期1．J 

从两表对比看，虽然中部地区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较一类和二类地区高．但人均教育经费却低得多。河南 

省是人 口大省，人均教育经费在同类地区中相对所占比重更 

低，由此造成了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 

河南省教育市场的供求失衡、需求旺盛的状况，为进一步 

刺激和增加教育投入，发展教育事业并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河南省居民教育需求分析 

居民的教育需求是指居民基于投资教育将使其增进知 

识、技能．进而在未来取得较高的社会和经挤地位的耳的而产 

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居民对教育的需求是巨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 

形成对教育的有效需求，其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从 

教育市场主体的需求意愿、经济条件的变动和时间保障三个 

方面来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一)刺激教育市场主体需求意愿的因素分析。 

表3和表 4是我们对“河南省城乡居民对于女接受教育 

程度意愿”和“河南省大专以上毕业生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后 

整理出的结果： 

希望子女接受 愿意增加子女 不愿意增加子女 当前教育投入 

何种程度的教育 教育投入的原因 教育投入的原因 的方式 

出 学就 学人 学地 高定 现收 
其 家 亲 借 社 大 本 硕 博 历业 历位 其 学挣 

在费 庭 友 会 国 历也 高也 历钱 
深 高容 高高 上太 负 援 援 

专 科 士 士 将易 社高 他 不多 他 贷 造 收 学重 担 助 助 

来 会 

干部 
OOn) 90 396 l器 l26 306 495 l酡 261 216 72 540 369 918 81 9 36 

工人 1 1田 63 l＆ l80 477 1 2盟 1 117 6o3 l＆ 756 234 180 l8 

(7．56) 

农民 9 234 27 18 36 1田 72 72 99 18 216 72 斯  72 棚  O 

(324) 

个体户 O 27 0 36 18 54 】0 18 9 O 36 54 81 9 O O 

(81) 

是否有 年收入状况(单位
：元) 当前的工作状况 流动意向 

专 生 强 3OO0 5O00 8OOO 1C600 

不 待 业 活 投 烈 J J J J 15C00 满 

满 遇 不 环 有 5C00 8OOO 10000 15GO0 以上 意 有 要 

(含) (台) (舍) (舍) 意 低 对 境 求 
口 差 

专科 
(378) l56 l38 56 24 4 1蛇 54 1∞ 34 34 l96 l32 28 

本科 
(432) 60 150 100 66 56 60 lo6 38 30 200 1柏 24 50 

硬士 0 2 14 14 l6 26 10 2 4 14 20 4 2 

(46) 

博士 l 

(4) O O O O 4 2 O 2 O O 2 2 0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刺激家庭居民教育需求意愿的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项： 

1．谋求理想职业的需要 

在体制转轨时期．因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谋求一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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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想的职业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需要。表3显示，在被 

词查的 1232人中。 学历高，将来就业容易”在刺激家庭增加子 

女教育投^意愿的各项动因中所 占比例最高。其中干部占 

46．2％，工人占 1％，农民占58．3％，个体工商户占66．7％。 

这说明社会各类成员已形成一种共识：职业等级的升高，要求 

教育水平也相应提高。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 

大，社会各阶层人员都增加了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适应多变 

的社会需求。在岗的从业人员，由于竟争压力增大．亟须“充 

电”提高；各类待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更需要重新学习、掌握新 

的技术和知识，以满足广泛行业的就业需要；机关分流的工作 

人员及复转军人为实现工作岗位的转换．也需重新参加技术 

及职业的教育和培训。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扩太了对教育 

的儒求。 

2．谋求较高经济收^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收^分配上“唁体倒挂”现象的扭转 

使人们更倾向于智力投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探化和个人 

收^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知识、技术作为一种重要智力资源、 

生产要素，必然会给其所有者带来较高收^。“学历高，收^ 

也高 是侧查表显示出的一个普遍规ij-。在表 3城乡居民愿 

意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原因中，“学历高，收^也高”在四类 

家庭中所占比重依次是：15．1％、23．8％、笠．3％、12 2％ 表 4 

也更好地印证了这一结论。在被调查的 860人中，平均年收^ 

在 1—1．5万元之问的，专科生占其总数的6．4％．本科生占其 

总数的 15．3％，硕士生 占其总数的30 4％．博士生为4人，均 

在 1 5万元以上．即 1∞％ 这说明，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收人 

多少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即拥有较高的知识相应地会获得较 

高的收^ 

从低收人的情况来看更能说明问题。年收^在 3O00— 

5OOO元之同的，专科生占其总数的42．3％，本科生占其总数的 

J3 9％．而在被调查的硕士、博士生中无 1人。这种受教育程 

度与个人收^的正相关关系必然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供正 

向刺激．从而形成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推动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 

3 谋求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需要 

哔 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思想的 

蟛响和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功利意识的强化促使人们追求较 

高的社会地位，教育正是实现该项 目标的重要条件。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父母亲躁意增加子女教育投^的原因，根重要的 
一 条就是希望子女获得商学历．从而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四类家庭中，它们各占的比例分别为24．3％、33．3％，笠．2％ 

和笠．2％。这蜕明，对于一般家庭(贫困家庭或富裕家庭)而 

言，希望子女通过教育程度的提高步^社会高层的愿望是强 

烈的。 

4．通过接受教育提高个人素质，实现个人的全面发艟 

在表 3，增加子女教育投^原因的四栏中，第四项( 其他 

项)主要包括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个人素质、获得较多知识、为 

国家多作贡献等 这几项合计，在四类家庭中所占比例也不 

低。其中干部家庭占20．2％，-T_人家庭占笠．5％，农民家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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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个体工商户家庭占33 3％。目前我国采用选拔性的升 

学考试制度。一个人要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像过关一样 

需要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直至最后一级教育为止。这更会不 

断地扩太教育需求。 

5．居民家庭的个体差异性及 独生子女 现象的出现，更 

强化了教育需求的意愿。 

在表 3中．干部、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作为社会的四个 

阶层裉有代表性。其中，干部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一般是大 

专以上学历)．工作条件、社会地位也高，依次是工人、个体户、 

农民。他们自身的素质与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成正 

比。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家庭希望子女受高层次教育(硬士以 

上)的比率是 25％．干部家庭的比率则是 54．6％：希望子女接 

受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教育的家庭主要分布在工人、农民、个体 

工商户三类家庭中；而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家庭中，希望子 

女接受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教育的仅占8．4％，希望子女接受本 

科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占91．6％。而且父母亲的文化程度越 

高．越希望子女的文化程度超过自己 

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也使中国家庭在培养子女的方式上 

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增加了对单位 

子女的教育投资。根据对子女教育费用多元回归参数的估计 

分析(见表5)，独生子女常常会获得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教育投 

资，其回归系数为0．1269。河南是一个人I=l大省，改革开放以 

来出生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因而，随着家庭收人的增长，大 

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必然会形成极大的教育需求，从而刺 

激经济的发展。 

表 5 燕子教育费用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标]lE化 帕系数 

对梭子蚋 孩子教育 家庭 肄读营 解释变ja 

教育期望 总费用 支出 蚺置赞 

(1) (2) (3) (4) 

①扯生子女(独生为1) 一．1O∞ ．1269’ ．O186 ．1219’ 

@磕刊生删 孩为1) ． 丌8 一．0诵  —0．a7印 ∞28 

@谊于年龄 ．0310 1 ‘ 一O．28l ．I434一 

0父亲文化程度 ．0，06 ．0I27 一0．0135 ．0377 

@父亲职业性质 

专业技术、}亍政机关 ．0407 03l0 ．】O叮 一．1272‘ 

个体、商业 服务 ．0000 ．0000 ．0000 ．0000 

工人 、农 是 一．O 一． ．Ol40 一．】570’ 

@母亲文化程度 ll92。 -．2678 一．O榔  一．o5】6 

⑦母亲职业性质 

专业技术、行政机关 ．0000 0000 ．0000 ．0000 

十傩、商业、服务 一．O103 一．03I9 ．085g 一．0635 

工人、农民 一．04I7 ～．0331 ．o52o ．∞∞ 

@初婚年蚺 ．0∞9 ．1埘  ’ 一．仍45 ．∞16 

@家庭人 规模 ．OOO4 一．O4O6 一．∞够 一 0135 

@家庭平均年收^ O640 ．1336 ’ ．1215。 ．I262’ 

R2 0 566 II77 0．3凹 0．0696 

F 2．1掰 ’ }．8369 1．2339 2．7109’‘ 

为简化分析，奉表略击非标准化影响系数 b。 

*表示影响系数在0．∞ 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 

**表示在 0．O】水平上影响系教具有统计显著性。 

资料米矩：‘统计研究)，1999年第5蜩。 ] 



 

以上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的高低对弦 

子(尤其是独生子女)教育费用投入的分析，也可通过袁 5得 

到更好说明。 

(二)家庭居民的教育需求意愿，要想转化为现实的有支 

付能力的教育需求，还须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支持。 

家庭经挤条件对于居民教育需求具有外在的决定意义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对教育的需求就强； 

家境贫寒，即使个人有较强的接受教育的意愿，也会受到可 

支配收入的限制。涮查中发现，居民的收入增加与教育的边 

际消费倾向变化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乡居民 

的实际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随着城乡居民收 

入的增长，在各类消赞支出中，食物稍费比重(思格尔系数) 

逐渐降低(自 1994年低于 50％之后，1996年降至 48 6％，比 

上年减步 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 

乐方面的稍费支出不断增加 1995年河南省人均用于教育、 

文化接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是 200．18元，比上年增加 61．96 

元；文化娱乐消费的增长， 戚人教育费用、购买教材及参考 

书、文娱费、购买书报杂志费的增长速度最快，分别增长69． 

6％、60、5％、34．4％、20．8％。H 这充分体现了我省城镇居民 

基本生括捎费满足后，对教育消费投入的重视。表 6说明当 

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亲更乐意在教育子女方面增加更多的 

智力投资，以提高子女舶文化素质。 

囊6 毒庭人均收^与素长对子女文化层次的期望{％ 

＼ 期 望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开究 台计 

人均收入＼  
低于60o元 0．4 7．4 29．5 36．4 15．1 l】．1 】00 

601—800元 0．6 4．3 27．9 44．2 ．12．3 10．6 100 

帅1—1∞0元 0 3．1 25．9 45．5 17．3 8．2 100 

lt]00元以上 1．5 3．5 24．6 34．2 24．0 12．3 10O 

资料来潭：(教育与经济’，1992年第2期。 

(三)“家庭教育 、“终身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扩大教育需 

求拓展了新的领域。 

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及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渴望，为扩大 

教育需求提供了时间保证。改革开放 来，由于经济的发 

展，生产力的提高及政府实行缩j匮工作日的政策措施(实行 

五日工作制)，居民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加 根据调查资料 

显示 ，从 1990年到 1997年，中国城市职工周平均每 日闲暇时 

问，女性公民增加55分钟，男性公民增加 l9分钟。闱暇时间 

的增加，为居民进行家庭教育提供了时间保障 

同时，人口老龄他趋向的出现也给扩大教育需求起了重 

要推动作用。国际上把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的社会 

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社会。_7j{ 1998年我国 65岁 上老年 

人口为8375万人，占总人口的6．7％，【 已逼近老龄化社会。 

人口专家估计，20OO年以后，我国将有4o一如年的人口高度 

老化期，2O4O年到205O年闻，我国老年』、口的比例将达到峰 

值 20 85％。 9】 

对于老龄人口，我们在提 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要求 

的同时，还提出了“老有所为”的要求。“老有所为”的含义十 

分宽恒，“老有所学”也吉概其中。联台圉教科文组织提出：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是进入 2l世纪的一把钥匙。 老有所 

学”．使各类“老年大学 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这 自然也会扩 

大我国的整个教育市场需求。 

三、政策建议 

通过 上分析可 发现河南省居民对教育的潜在需求 

是巨大的，但现实的教育供培却是有限的，供需失衡，严重制 

约了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 

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更新观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调一致 

的教育体制，实行非义务教育产业化。 

调查资料显示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其实是在用市场经济 

的眼光打量教育的(表 4中显示居民增加子女教育投入的原 

因主要是易于就业，增加收人和谋求较高的社会地位)。但 

另～方面，我省高校数量少，招生规模较小．高等教育仍为 

“卖方市场”。这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经济的延续，反 

映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滞后。其症结在于观念落后，视教育 

为单纯由政府支出的社会公益事业，应由政府包办。由于政 

府财力有限，教育发展缓慢，成为“短缺经济的最后领地”。 

当务之急是更新观念，实行非义务教育产业化，接市场经济 

的要求幕办高等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 

产业。 云南、江苏等省率先作出了积极推进非义务教育市场 

化、产业他的举措，教育市场需求巨大的河南也应有所作为 

(=)充分利用我省现有各种教育资源，在确保质量的前 

提下，扩大招生数量。实行教育产业化就要按市场经济规律 

办事，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探，提高办学效 

率。扩大招生，可以有效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 

因此，应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省现有高 

校的教育资源，扩大招生规模 ， 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三)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 

引进多主体参与办学，如试办股份制高校，兴办民办高牧，适 

度引进外资办学等。在当前形势下兴办民办高较 、增加高等 

教育的有效供给至少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缓解高等 

教育市场上突出的供求矛盾，有助于降低教育消费的价格， 

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二是缓解高等教育投入不足 

的状况：三是弓『进多元竞争主体，形成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 

从而推动整十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 

育法’规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它组织 

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教育。”据国家教育部最新 

统计，到 1999年初，全国民办高校已达 14(D所以上，在校生 

达400万人。江苏省经批准已建和筹建的民办高校 I1所．还 

有20多所正在申报中 而河南省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 

一 步加强。 

(四)大力必办职业教育。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职业转 

换成为客观需要，职业教育的作用凸现出来。与此相适应，这 

就需要大力兴办职业教育。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举办各种 

层次的职业教育，如在现有高校内部招收“新高职”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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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学生资助体系。按市场化、产业 

化的思想办教育 ，不可避免地会对部分中低收人家庭子女上 

学形成一定的经济压力。通过表 3可以看出，居民普遍反映 

现在上学收费太重”；同时，教育投人的方式主要是“家庭负 

担”。这说明有必要探索其他的资助形式，比如：教育消费贷 

款、各种奖贷学金政策和灵活的学制安排等等。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其他有关的政策法规，按 

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针对全省教育市场需求状 

况，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探索多种办学形式，大力发展教 

育事业，从而形成教育和经济互动互利、良性发展的局面，促 

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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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thefundementai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dthematerialsfrom investigation，the authors analysethe ed- 

ucation demand in Henan Province．Ttle analysis is pedormed in two aspects—llle aggregate Sitlmtion of education demand 

in HeI1arI PIuvinoe。and the individual edanat~on demand￡[om home Based oil the analysisl a conclusion is insd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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