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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十五”时期末，
已经步人大众化阶段。
经费投入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一是要建立健全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机制，在不
断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发展经费；二是要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通过
不断强化高校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和考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资金筹措机制和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提出可供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参考的对策与措施，湖北省教育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本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与绩效管理》，供大家在工作中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与绩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一节 关于高等教育的性质一、关于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二
、关于高等教育的事业性三、关于高等教育的平等性四、关于高等教育的统一性第二节 高等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一、关于可持续发展二、关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关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建设第三节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一、公共产品理论二、交易成本理论三、人力资本
理论四、成本分担理论五、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六、公平与效率理论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第一
节 高等教育的投入一、高等教育投入的公平二、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率三、兼顾高等教育投入的公平与
效率第二节 高等教育的学校成本一、高等教育学校成本的内涵二、高等教育学校成本的项目三、高等
教育学校成本的计算与分析考核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产出一、高等教育的产出特点及效益二、高等教育
的产出效益分析第三章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及其投入机制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接
收改造与调整一、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时期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与再调整一、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巨大灾难的高等教育一、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和管理
体制第四节 改革开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一、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和管理体制第五节 高校扩招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步人大众化阶段一、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二、教育
经费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第四章 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第一节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投
入机制一、美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二、英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三、日本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第二
节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一、印度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二、巴西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第三节
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一、投入机制的比较⋯⋯第五章 高等教育投入管理及评价的国际比较
与借鉴第六章 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第七章 高等学校的财务与资产管理第八章 深化高
等学校预算改革第九章 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使用的绩效评价简介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与绩效�>>

章节摘录

　　（一）高等教育活动是高级人才的培养过程和科研创新成果的形成过程，是可以进行办学成本的
分析、核算与考核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人们对教育活
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种观点认为兴办教育事业（学校教育）也可以成为一种投资活动，并能从中获取相当的盈利。
因而一些资本所有者将其资本投向学校教育，进行私人办学，从中获取与其他社会资本相等乃至更多
的盈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人力也是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正式确立，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
首次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理论的人应当首推舒尔茨。
当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舒尔茨，于1960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第73届年会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
投资》的文章，鲜明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解释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舒尔茨等人首次明确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是体现在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实物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以人的知识、
技能和生产能力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本。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生产的投入要素，都可以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并带来收益。
二者的区别在于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可以继承和转让，人力资本则不能。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都是通过投资才能形成的。
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来源就是用于教育的支出，包括由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实施的正规教育；由
公司或企业组织实施的在职培训和学徒制；由非企业组织的成人学习计划等。
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和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生产能力，有较
高生产能力的人获得较高的个人收益。
人力资本还认为，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
教育投资不仅可以增加受教育者未来的预期收入，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增强劳动者职业选择和流
动的适应能力。
同时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由于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教育资本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所以教育投资就是生产投资，可以推
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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