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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世纪。
它痛苦地经历了两次世界性战争，也幸运地迎接了两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启了通向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光辉大道。
在如此丰富多彩的伟大世纪的历程中，孕育与萌发，产生与形成，创立与发展了繁花似锦的理论学说
与学术领地，推进了世界科学理论飞跃发展，丰富了人类科学知识宝库。
　　20世纪教育由滞后进入超前发展。
人力资本学说是20世纪产生并形成的一个新的学说。
这一学说萌芽于20年代，产生于50年代，形成于60年代，70年代以后由西方世界传播于世界其他各国
，并且分化出一些新的理论派别，诸如筛选假设理论、社会化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等，俗称第
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这些理论派别开拓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产生、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教育经济学。
这一新兴学科主要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并使之数量化。
伴随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学科又进而综合与分化，便形成了一些分支交叉学科，如
教育政治经济学、教师供给经济学、高等教育经济学、职业技术经济学、企业教育经济学等，使得教
育经济学正在朝着建构一个学科群体方向发展。
　　入力资本学说与教育经济学，并蒂而生，相得益彰。
人力资本理论为教育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石，而教育经济学又丰富与充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
它们共同推动着教育从滞后状态跨入超前发展，也为20世纪人类的科学与文明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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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新的理论体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对于我国教育经济学方面的重大
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诠释，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选择、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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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劳动者所具有的“技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教育和训练得
到的。
配第认为，教育和训练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产生差别，海员的劳动“不经过长期而又痛苦”的训练“
是学不会”的。
这就是海员和农民货币价值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和教育成果的货币价值观，为以后教育的经济价值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和杰出代表，他较前人更加深刻地
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1766年发表的其代表作《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
之中。
　　首先，斯密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做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
，认为“人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
在《国富论》中，斯密把那些不必经过流通和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固定资本分成四个部
分，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而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
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
显而易见，斯密把人的有用能力看成与机器、工具、建筑物以及土地改良费等生产资料一样的财富，
划分为社会的固定资本和生产要素，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
虽说斯密把人的才能等同于固定资本并不科学，但是，他敏锐地揭示了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
生产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这为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其次，斯密认为人们为了获得才能资本而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是一种投资。
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
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
⋯⋯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以偿还，兼取利润。
”他还说过，“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
机器。
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能收回全部学费，并至
少取得普通利润。
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
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
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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