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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多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在文明的和商业
的社会中，对普通人的教育比对具有某种地位和财产的人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
后者在进入他们将借以在世界上显示自己的特殊业务、职业和行业以前⋯⋯有充分的时间去获得、至
少是使自己适于随后去获得能使他们受到世界人尊敬或使他们值得接受这种崇敬的各种成就。
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一般都非常渴望他们具有这种成就，并且在大多数场合极愿为此付出必要的开支
。
”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经济价值予以了证实，认识到
教育不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还对个人未来的经济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观点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导致许多政府将投资于教育、投资于未来作为国家优先考虑
的重点和发展策略。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是国家教育发展综合实力的最主要的体现。
正因为如此，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将高等教育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始终致力于扩大高等教
育的规模，不断满足大批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中国，随着政治改革、经济的腾飞，高等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速
度突飞猛进，毛入学率已突破了26％，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无疑，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和特殊阶层的奢侈品，急剧扩充的高等教育规模，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供求矛盾。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
育的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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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冲突与整合——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
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问题进行全面剖析，阐明了政府、高等学校、学生和企业四个主体的利益表现
、行为变化及其活动规律，剖析了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冲突的表现、危害及其根源，并试图通过供
给制度改革，实现整合高等供求主体利益的制度创新，寻找实现供求关系平衡的途径。
这种以利益冲突为视点探讨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
以《冲突与整合——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分析》核心观点为基础改写的文章《高等教育活动的“经
济人”》被《新华文摘》（2005.13）转载，在全国教育界产生一定影响。
《冲突与整合——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分析》适合教育类专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专
业的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阅读，也可做大学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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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一）研究意义本书对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意义可
以总结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供求变化规律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将增加高等教育供给作为本地区和国家优先考虑的重点项目，旨在加
速发展高等教育，推动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加高等教育供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因为高等教育供求的矛盾
紧张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满足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发展
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重要出路，所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高等教育供给增
长的途径。
OECD①组织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各国要努力扩大正规高等
学校的规模和数量，而且还尽其所能地发展非正规的高等教育，从而使高等教育供给得到扩充。
因为“正规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接受高级教育的要求，无法满足高级工业化、信息化了的经济社
会对高级专业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扩张成为必然。
”②有关国际组织对增加高等教育供给也相当重视。
1998年，世界银行代表在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总结了对增加高等教育供给所给予的支持，特别强调了
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增加高等教育供给（我国在这个阶段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
据世界银行披露：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获得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于是，世界银行在1992年至1998年的6年中，平均每年提供4．81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
。
除了国际组织之外，世界各国也极为关注高等教育供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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