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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义、胡琼等“智力投资教育实践探索” 
——《教书育人》2007 年第 5 期 P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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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投资教育实践探索∗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朱学义、胡琼、董靖、樊世清、于泽、黄国良 

 

最近，我们在大学生中开展了“智力投资教育活动”。让大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计算他

本人的“智力投资额”，以真情回报父母、国家和社会。 
一、“智力投资”的内容 

所谓智力投资，是家庭及社会在培养具有智慧和能力的创新人才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代

价，不包括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生活消费支出。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智力投资是一种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是用于提高人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而发生的用于人的教育方面的各项开支。

从国内外情况看，用于人的教育方面的各项开支包括六大内容：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

学校支付的教育费用；②学生或学生家庭支付的教育费用；③学生就学而放弃的劳动收入；

④学校固定资产折旧；⑤教育部门享有的免税的价值；⑥学校放弃的出租资产而获得的租金。 
在以上六大内容中，我国较注重第①项、第②项和第⑤项，第①②两项是教育的直接成

本，也称教育实支成本，是货币的耗费，第⑤项是间接性教育投资。我国尚未考虑第③项和

第⑥项教育机会成本，也未考虑第④项资本性支出的转移价值。 
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智力投资教育”的时候，结合我国现实，将“智力投资”的内容

界定为以下三大类： 
（一）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投资 

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投资，是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经费总支出，共有九项内容：

①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简称“教育事业费”），反映国家财政预算中支出的教育经常

费；②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反映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学校教学楼、图书馆等固定资产方面的支

出；③各部委事业费中支出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经费；④城乡教育费附加，反映由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方面的支出；⑤企业办学校支出；⑥校办产业

减免税；⑦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⑧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⑨其他教育经费。

以上第①至第③项又称为“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简称“预算内教育经费”），指中央、

地方各级财政和其他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在年度内安排，并计划拨到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主

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单位，列入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加

上第④项、第⑤项、第⑥项，又组成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二）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 
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指家庭在子女出生后到走向社会就业之前用于开发子女智

力而进行的教育支出，包括给子女购买图书资料、交纳学费和杂费、支付家教辅导费、支付

其他特殊（长）培养费等，但不包括子女的各种生活消费。它可按子女成长期的五个阶段计

算，即计算学龄前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入读幼儿园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上小学家庭教育投资

支出、上中学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上大学家庭教育投资支出。 
（三）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成本 
教育机会成本是指一个人由于上学受教育而失去了就业机会所损失的收入，即将放弃的

收入看作是上学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教育机会成本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和该生学龄前其母亲

放弃的收入两部分。这两种收入我国目前尚未有人研究，而国外对此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美

国确定的教育机会成本由以下四项内容组成：①学龄前家庭内母亲放弃的收入；②初、中等

教育阶段学生放弃的收入；③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放弃的收入；④其他相关的机会成本，包括

宗教教育、军事教育、商业培训、联邦教育项目和公共图书馆等机构的机会成本。 
                                                        
∗注：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课题“高校管理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及研究”（编号 271）的部分成果 



 90

二、智力投资教育活动的开展 

1．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数据对学生进行“智力投资环境教育”。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以高等教育为例，197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598 所，2004 年

发展为 1731 所，平均每年递增 4.2%；197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40.2 万人（含高考

制度 1977 年恢复后的扩招人数 12.8 万人，因为 1977 年招生 27.3 万人，1979 年招生 27.5
万人，1980 年招后 28.1 万人），扣除扩招生后为 27.4 万人，2004 年招生规模达到 447.3 万

人，平均每年递增 11.3%；197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85.6 万人，2004 年为 1333.5
万人，平均每年递增 11.1%；1978 年，每万人口中平均有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 8.9 人，

2004 年为 142 人，平均每年递增 11.2%；1980 年高中升学率（即高中毕业生考上普通高等

学校的学生比例）为 10.5%（此处未用 1977~1979 年恢复高考制度招文化大革命停止招考的

往年多届高中生毕业人数），2004 年为 82.5%①
，平均每年递增长率 9.0%。 

从以上数据中可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来教育学生：如果国家和社会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

业，就高中升学率而言，我们已经入学的大学生中会有 87.3%[（82.5%－10.5%）÷82.5%]
的学生不能上大学，他们现在都在为就业而辛劳，有的可能在外打工，有的可能在当农民，

也有的可能在创业，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无职业等等。 
2．引导学生计算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现值 
国家财政每年要对各类学校按在校学生数进行教育经费拨款，称“预算内教育经费”或

“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由于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应将历年的国家拨款

按“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折算为现在的价值（称现值）。一个 1982 年出生、1984 年进幼

儿园到 2003 年 22 岁大学毕业的学生（仅 20 年学龄），他在上幼儿园时（1984-1987），国家

对幼儿园的生均拨款分别是：8.10 元、9.20 元、10.90 元、13.10，按“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折算为现在的价值分别是：31.55 元、32.02 元、35.45 元、39.16 元；他在上小学时（1988-1993），
国家对小学的生均拨款分别是：68.29 元、81.62 元、97.55 元、113.04 元、131.00 元、162.80
元，按“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折算为现在的价值分别是：167.32 元、173.85 元、205.14
元、225.78 元、241.34 元、261.48 元；他在上中学时（1994-1999），国家对中学的生均拨款

分别是：450.37 元、492.04 元、549.24 元、1155.36 元、1248.3 元、1269.3 元，按“居民消

费品价格指数”折算为现在的价值分别是：582.89 元、543.81 元、560.51 元、1147.05 元、

1249.22 元、1288.34 元；他在上大学时（2000-2003），国家对大学的生均拨款分别是：9070.62
元、8428.15 元、8018.00 元、7582.34 元，按“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折算为现在的价值分

别是：9169.57 元、8460.67 元、8113.95 元、7582.34 元。将 22 岁毕业的大学生各阶段国家

进行的拨款总额进行相加，其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总额为 38959.32 元，折算

为现值是 40111.44 元。 
3．引导学生计算国家社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 
以上“国家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加上生均“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校

支出”、“校办产业减免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

“其他教育经费”，就构成了“国家社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主体。因此，还要将国家财

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现值换算为国家社会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现值。 
1991~200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累计为 37292 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累计

为 20742 亿元，计算的换算系数为 1.8（37292/20742）。则一个 1982 年出生，2003 年大学毕

业的 22 岁的学生，国家社会对他进行的教育投资总额为 72200.59 元（40111.44×1.8），即

7.2 万元。 
4．引导学生计算教育机会成本 

教育机会成本的计算我国尚无公认的成果。美国经济学家 T•W•舒尔茨曾经以 1949 年

                                                        
① 本文数据除另有标注外，均来自各有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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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每周收入为基础计算过学生所放弃的收入得到公认。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奥地利经

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马克•波拉特博士建立了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

马克卢普，他 1962 年建立了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测度体系，1980 年前后进行了改进。他对

教育机会成本的测定以美国 1972 年教育成本的数据为例得出如下三大结论（笔者由此计算

出相关项目的比例系数可以供学生计算教育机会成本使用）： 
（1）1972 年，美国“学龄前教育”花费是 14 亿美元，而母亲放弃的收入为 93 亿美元。

笔者由此计算出母亲放弃的收入与学龄前教育成本的比例系数为 6.64（93÷14）。 
（2）1972 年，美国初、中等教育的财政开支是 540 亿美元，而学生放弃的收入为 470

亿美元。笔者由此计算出学生中小学阶段放弃的收入与美国初、中等教育的财政开支的比例

系数为 0.87（470÷540）。 
（3）1972 年，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开支是 208 亿美元，而学生放弃的收入为 278 亿美

元。笔者由此计算出学生大学阶段放弃的收入与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开支的比例系数为 1.34
（278÷208）。 

我们采用“马克卢普信息经济测定法”，提供了以下数据让学生计算教育机会成本（见

表 1）： 
表 1          不同阶段的教育投资及教育机会成本计算表           单位：元 

教育阶段 教育机会成本内容 
各教育阶 
段支出 

马克卢普 
比例系数 

各教育阶段 
机会成本 

幼儿园 母亲放弃的收入 6064 6.64 40265 
中小学 学生放弃的收入 5818.91 0.87 5062 
大  学 学生放弃的收入 33099.11 1.34 44353 

    合  计  44982.02  89680 
表 1 中幼儿园“教育阶段支出”6064 元来源于《中国信息报》2000 年 2 月 15 日第 1版； 

中小学“教育阶段支出”（前述数据）=68.29+81.62+97.55+113.04+131+162.8+450.37+492.04+549.24 

+1155.36+1248.3+1269.3+5818.91=5818.91 元； 
大学“教育阶段支出”（前述数据）=9070.62+8428.15+8018.00+7582.34=33099.11 元 

 

从表 1 计算结果可见, 一个 1982 年出生，2003 年大学毕业的 22 岁的学生的教育机会

成本为 89680 元，即 9.0 万元。 
5．引导大学生计算家庭花费的教育投资 

我们要求每位大学生向父母调查家庭用于他本人自出生以来各年度在教育方面的全部

支出，不包括生活消费支出。然后再按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换算到大学毕业时的现值水平。 
6．引导大学生计算大学阶段每节课的教育投资额 

我们要求每位大学生将大学阶段的“国家社会的智力投资”、“家庭智力投资”和“教育

机会成本”进行相加，计算出大学阶段的智力投资额，再除以大学阶段的计划学时，得出每

节课的智力投资额。 
7．举行“智力投资分析报告会”让学生现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以大学四年级即将完成大学阶段学习的学生为例，在全院开展了“智力投资分析报

告会”。报告会的报告内容和形式至少有五条：一是要求每位学生按上述方法计算出他本人

的全部智力投资数额；二是将其中大学阶段的智力投资额单独列出，计算出大学阶段每节课

的“智力投资成本”；三是计算智力投资回收期和回报率；四是通过智力投资教育活动的开

展取得的收获；五是报告形式既要提供纸质报告，又要做出多媒体课件或幻灯片在全班同学

中展示。我院 2005-2006 学年第一学期举行的“智力投资分析报告会”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农村和城市的学生智力投资数额是不一样的。例如，出生在山东农村的会计 02-1 班吴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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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计算出他本人的智力投资数额为 21.3 万元（国家社会投资 6.9 万元、家庭投资 3.2 万元、

教育机会成本 11.2 万元），其中，大学四年教育投资总额为 121312.88 元，每节课的智力投

资成本为 43.33 元。来自湖北省武穴市的会计 02-2 班张国珍同学计算出他本人的智力投资

数额为 25.4 万元（国家社会投资 9.1 万元、家庭投资 6.3 万元、教育机会成本 10.1 万元），

其中，大学四年教育投资总额为 157125.22 元，每节课的智力投资成本为 56.12 元。张国珍

同学的教育机会成本计算更切实际。她上学更不容易，是她弟弟放弃上学机会而到广州打工

供她交学费，这为她计算教育机会成本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更有意义的是，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会计 02-6 班戴鹰同学“从十多年前的学费收据谈

起”的报告。她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全班同学展示了她至今保留在身边的上小学的三张学费收

据（1990 年 2 月 9 日学费收据 14 元、1993 年 9 月 14 日学费收据 66 元、1994 年 2 月 24 日

学费收据 12 元）。那是她爸爸所谓的“借据”。一旦孩子不珍惜学习，不好好学习，她爸爸

要求她长大后“偿还”父母的教育支出。而戴鹰同学很争气，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她爸爸

将“借债”一笔勾销——即将学费收据交给了戴鹰自己留个纪念。 
三、开展智力投资教育活动取得的效果 

1．大学生感恩父母更感激国家社会 
未开展“智力投资教育”活动之前，一些学生普遍都认为他完全是靠其父母供养上学的。

通过智力投资构成分析，他们从自己切切实实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社会对他的教育

投资是家庭对他在教育支出的 1.1 至 1.5 倍（如上述张国珍同学国家社会对她的智力投资是

9.1 万元，家庭智力投资 6.3 万元，，两者之比为 1.4），他们感谢的首要主体是国家和社会，

并表示，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回报父母。 
2．大学生更珍惜在校期间的每一节课时 
通过举行“智力投资分析报告会”，每一位学生都计算出大学期间的单位课时代价，少

的每节课为 43 元，多的为 60 多元。有的同学感慨地说：“如果不好好珍惜每一节课的时间

搞好学习，甚至淘课，这是自己最大的损失，不仅对不起老师、父母，更对不起国家和社会”。 
3．大学生业务技术知识的应用能力增强 
在“智力投资教育”活动中，由于每一位学生都要计算自己的智力投资额、智力投资回

报期，智力投资回报率（报酬率）、单位课时代价，他们在计算过程中不仅受到教育，还学

会了“现值折算”、“成本计算”、“投资模型”等技术方法的应用，大四的学生还要求亲自查

阅数据，这都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4．大学生奠定了人才市场就业的价格底线 
当今的大学生就业，工资水平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通过“智力投资分析”，他们每人

都确定了未来的“回报额”——年工资。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人才市场价值受人才市场供

求关系影响而波动。但不管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变化，人才智力投资总额总是构成了人才

市场价值的基础。因此，进行智力投资分析，有助于把握市场人才价格的底线，为大学生就

业提供了合理决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