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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对于教育改革逐渐达成共识，即进行教育市场化改革。
这种改革旨在把美国的公立教育体制和管理方式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模式”转化为一种“经济市场模
式”，从而减少和克服过去公立学校体制的“垄断”与“官僚”，扩大儿童和家长自由选择权力，它
主导着当前美国教育改革的趋势。
　　进行市场化教育改革是美国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状况的反应。
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美国便开始进行全面而坚定的教育市场化改革。
同时，为了在国际生源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美国也愿意积极调整其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市场化。
　 教育市场化改革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
美国比较早地从凯恩斯模式中跳出来，重视市场的作用，倡导自我放任，弘扬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
预，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改革福利制度的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逐渐成为美国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政
策的基础。
当时的里根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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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健生，男，1966年生，安徽繁昌人，中共党员，教育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研究。
已经出版《教育改革动力研究——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现代育制度与教育思想》、《比较教育》
、《比较初等教育学》等20余部著作和教材；在《比较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比较教育视野中的中
国创新教育”、“学校改革的机制与模式：组织行为学的观点”、“论教育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接
受性”等60余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人事司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培训专项研究课题等，现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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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现实背景　　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
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问题已比19世纪末之后的任何
时期都更加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关键，贸易和投资大量流动，技术的跨国转移迅速增加。
在整个战后时代，世界总收入中贸易的贡献从7％提高到21％，世界贸易总额从1947年的570亿美元增
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6万亿美元。
然而，全球化并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仅指一个“时空压缩和全球一体意识加强”的过程，其概念还
包含着一个显著的市场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全球化的中心逻辑，就是市场的逻辑，就是自由竞争的逻
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市场资本主义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然”、“合法”的最大化权力
，对各种领域的活动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
　　市场力量增强，国家力量削弱，除了受到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引导之外，全球化的趋势也是一个主
要的影响因素。
这对美国也不例外。
詹姆斯？
罗塞诺夫（James N.Rosenau）曾提出五个理由来说明全球化为何可能削弱国家的权力。
第一，后工业时代微电子科技的发展缩短了各国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距离，也促进了思想、想象
、货币、信息的全球流动，因而大幅地增进了人与物的跨国依赖性；第二，空气污染、恐怖主义、毒
品交易、金融危机及艾滋病等跨国问题出现并日益增多；第三，除了上述跨越国界的新问题，原属国
内问题的国际化、人民不再像以往那么听从政府的管理等，都使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衰弱；第四
，国家力量的衰弱导致去中央化的发展趋势，和以往国家的强势作为形成强烈对比；第五，全球性的
朴素依赖拓展了各国人民的视野，并强化了其反省能力，使其不容易臣服于国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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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由来已久，已达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
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最彻底的国家。
所有的大学、学院、社区学院，不管是公立、私立还是营利性院校，都为生源和财政经费展开了竞争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各异、竞争激烈的巨型市场。
　　马健生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研究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围绕这一主题已经发表了许多非常有见
地的论文和专著。
《公平与效率的抉择：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研究》又是他的一部力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敏锐地捕捉
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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