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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紧围绕着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这一重大课题，对从教育投入到教育收益的整个过程开展研
究，主要集中在这一过程中的四个主要环节上，分别是：教育成本与资源筹措、教育机会与资源配置
、教育与人力资源配置、教育和人力资本收益等。
本书把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和政策实践紧密结合，围绕教育与经济增长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以教
育降低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增长、有效减少贫困为出发点，以趋向公平的教育发展战略为重点，进行
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1.对教育系统资源的充足性、配置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
主要研究发现有：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教育经费不均等的程度很高；弱势群体在获得各类优质教育资源
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城镇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对弱势群体造成了不利影响；弱势群体所接受的高等
教育质量较低。
    2.对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的配置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
主要研究发现有：教育显著促进了工作流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之间存在
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教育能缩短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找寻时间；教育层次越高的群体其收
入不平等程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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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教育成本与资源筹措　　第一章　城镇居民家庭的义务教育支出　　我国自经济改革以
来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李实，2000），导致了教育需求的分化，尤其是中高收入
阶层产生了对于优质教育的旺盛需求。
如何建设一个公平的义务教育体系，同时又满足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将是我国未来城镇义务教育财政研
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章将从分析家庭教育负担的角度探讨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支出的状况和变化特征，为更加深入地
认识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负担情况，进而为城镇义务教育财政改革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
　　第一节 已有义务教育财政研究　　在过去的研究中，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受到了许多
学者的关注。
王善迈等学者认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
间的不均等（王善迈等，2003）。
王蓉的研究用多水平的回归分析方法，以学校组群为分析单位，再次对我国义务教育资金分配不均衡
问题进行了分析。
她发现一县之内的各种类型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分配差异（王蓉，2003）。
袁连生指出，即使在同一城市或同一财政负担区内，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也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袁连生，2001）。
杜育红以省为分析单位，系统地分析了各级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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