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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教育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的流动性的增加加剧了竞争，城市教育之间的竞争不可
避免。
本书对城市教育竞争力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根据指标构建的一般原则和城市教育竞争力建设的特殊原
则，建立了投入、转换、产出分析模型和分析框架；选取了29个代表性指标和中国24个典型城市
的2000～2009年数据样本——在些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教育对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内在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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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　　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表现在其对教育之外的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作用，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方面。
其中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教育通过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国民收入和经济的增长；教
育通过生产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现为教育具有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功能。
教育的文化功能表现为教育的文化传递、保存功能，教育的文化选择和批判功能，教育的文化交流、
融合功能，教育的文化更新与创造功能。
此外，教育还具有人才筛选和调节人口功能（李凌，2006）。
　　美国教育家杜威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都是为了通过教育促进社会个
体的发展，再由个体的结合来实现社会改良与进步。
我国教育社会学家吴康宁认为，根据教育影响社会的可能性，教育的社会功能有初级社会功能与次级
社会功能之区别。
所谓初级社会功能是指教育过程本身所首先并直接产生的社会功能，其可观察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
文化形成”及其“群层”（即数量与结构）状况。
次级社会功能是指通过教育过程所形成的一定群层的社会成员产生的社会功能，其可观察的结果是社
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特定层面、特定领域）的运作情况。
著名教育家杨东平认为，教育具有一个非常基础的功能，就是平等化的功能，它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平
衡器、稳定器，教育能够使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向上层流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平等、促进社会的稳定
（杨东平，2004）。
　　2.教育与经济增长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仅仅强调了物质资本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作用，并没有考虑包括教育在内的其
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索罗通过引入一个外生的固定的技术进步率来解释经济长期正的增长率。
根据外生性假定，可以将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归结到各个要素上，并将其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解释
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即“余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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