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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评论》创刊

暨“十三五”期间教育经济与教育

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综述

高　曼，杨　娟

２０１６年６月５日上午，《教育经济评论》创刊暨“十三五”期间教育经济与

教育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以及

新华社、中国教育报刊社、《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的媒体代表

参会。

与会专家首先对《教育经济评论》的创刊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在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围缆“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经济与教育发

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一、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与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闵维方教授认为，

为了应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必须在教

育、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高端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大学应

对这些挑战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根本是要培养创新人

才。同时，“十三五”期间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

科学的分层分类，同时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高等

教育结构的对接，释放出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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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教授认为，教育不能太

短视。我国已经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教育大国，但是如何进一步打造成一个

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大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教授指出，国内的社会

科学研究缺少争鸣，希望能在《教育经济评论》有所倡导。杜教授认为中国经

济现在的状况跟劳动力的结构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在的劳动力主体是初中毕

业生，所以在“十三五”期间，提出普及高中，是因为要继续改善整个劳动力市

场的人力资本素质。同时，学科建设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很重要，希望能

在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时，更多从专业本身的内涵去探讨教育的

专业结构跟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现在一方面人力资

本缺乏，另一方面很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范先佐教授认为，教育领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经

济社会矛盾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如课外补习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高考指挥棒

受到用人机制的影响，教育均衡发展受到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

影响。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辛涛教授认

为，教育和经济的关联有很多重要选题，有两个方面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一

个方面是从教育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质量进行解释和重构。长期以来对

教育质量的定义，无论是学生的表现，还是教师、学校环境等，基本上是在教育

系统内部自循环的过程，但是这些定义都不是全面的衡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另一个方面是教育效益与教育政策的关系，教育是否要考虑效益，以及如何通

过系统数据对教育的效益进行测量和评价，并对教育决策做一些政策反馈，是

今后的一个研究课题。

三、关于《教育经济评论》的办刊建议

中国教育报刊社总编辑翟博编审从国际视野、前沿视角、学术方向、专业引

领四个方面对办刊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教育经济评论》可以对教育领域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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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焦点、深层次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教育投

入体制问题、农村和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等进行学术性专业化的研究与评论，并

提出对策方案、路径和方向。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对《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若干指标进行统计

分析。她发现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该杂志上共出现１６１１个关键词。从词频统计上

来看，教育层级和类型出现频次较高，教育投入相关议题的关注度快速上升。

整体而言，稿源的作者群体比较分散。希望《教育经济评论》能够从约稿、选

题、争鸣、实效等方面吸引优质稿源。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曲恒昌教授认为整个教育界的重点问题是提高教

育质量，而杂志编辑部的重要问题是提高办刊质量。他认为学术杂志有三大任

务：第一，推动学科发展；第二为教育改革和实践服务；第三推动人才培养。可

以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刊物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教育学界应该创建自己

的学派，有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自己的学术指标体系。我国独特的经济基

础和发展模式决定我国教育经济研究可以形成与国际对话、交流思想的中国学

派，这也赋予了《教育经济评论》应有的重大责任。朱教授梳理了我国经济的

七个重大发展问题，提出教育经济研究一定要密切结合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发

展来做，从选题的角度来讲，要有政策研究，还要有定量研究、咨询研究、比较研

究以及评论。

《教育经济评论》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

善迈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从事教育经济的研究应立足于三个方面，一是研

究教育问题，包括教育经济问题，应该从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背景

出发，不要就教育论教育。二是作为中国的学者，要回答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

中国的教育与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出发。三是要独立思考和研究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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