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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开始就和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联

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教

育与人类物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教育

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另

一方面，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

重要。 一 生产力对教育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水平是教育发展的

物质基础，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要

求。办教育需要必要的物质投人，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

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它所能为教育提供的投入也达到一定

的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对教育也提出相

应的要求，以满足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具体表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1.生产力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社会经

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培养的各种规格、类型的劳

动力的数量，制约着教育普及的程度。一般说来，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该国家的文盲率、入学率、义务教育普及

的年限、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从世界教育发展的

历程看，第一次工业(蒸汽机)革命后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

要求；第二次工业(电气)革命后，提出了普及初级中等教育

的要求；第三次工业(电子)革命后，提出了普及高等中级教

育的要求；信息革命后，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 2

．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产生。 生产力的发展不

断地引起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变革



，与此相适应，教育结构也将随之出现变化。如大、中、小

学的比例关系，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的关系，全日制学校与

社会教育的关系，高等学校中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科

类之间的比例关系，都要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

应，否则，就会出现教育结构、比例等失调的问题，或者教

育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要求，或者出现人才过剩

的现象。 3．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生

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知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

增长，促进人们的认识能力、思维水平的不断进步，由此，

促进学校的课程结构与内容不断地发展更新。自19世纪中叶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行业要求，根据

他对科学知识分类的观点，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课程理论，对

英国以及欧洲实科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后，世界

各国许多的重大教育改革都是以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

为核心的。而每次重大的课程教学内容改革，都反映了生产

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和新要求。同样，学校的物质设备

，教学实验仪器等都是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在今天，把新的科

技成就引进教育领域，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成就改进我们的

教学手段和教学措施，将大大提高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水平。 

二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请把百考试题教育硕士站加入

收藏 一方面，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生产发展水平制约，另

一方面，教育又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教育对

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实现：教育再生产

劳动力，教育再生产科学技术，百考试题。 1．教育再生产

劳动力。 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是经济的重要条件，教育担当



着再生产劳动力的重任。在现代生产过程中，技术改造、设

备更新要靠科学技术人才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来完成

；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生产工具要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

来发挥作用；高水平的生产、经济效率要靠大量高水平的管

理人员的管理活动来实现。而劳动者基本劳动素质的优劣、

技术人员科技文化水平的高低，管理人员管理能力的强弱，

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教育承担着生产人

的劳动能力、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使命。

2．教育再生产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精辟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教育则是第一生产

力的母机，是再生产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首先，教

育通过传递和积累科学知识而发挥再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

科学技术具有继承性的特点，任何科学技术都不仅是一个历

史时期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晶，是

人类不断积累、继承和创造的结果。而科学技术的积累和继

承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学校对科学技术的再生产还是

一种高效率的再生产。教育通过对已有科学技术的整理加工

，可以使下一代更迅速、更易理解地掌握这些知识。其次，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创新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发挥其

扩大科学技术再生产的功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力量比较集

中，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学术思想活跃，信息来源丰富等特

点，使其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对产生新的科学知识

水平和技术作出特别的贞献。 三 人力资本理论 关于教育对生

产力的贡献的认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经验认识的

水平。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研究者试图以实证的研究



证明教育的经济贡献，但真正引起注意是在60年代以后，特

别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以后。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把土地

、劳动、资本看作生产的三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

量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基本要素的投入量决定。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从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

组合比例的分析中发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资本的投

入和劳动的投入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

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甚

至是首要因素。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知识的进步

，技术的改 进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1960年12月，美国经济

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ehultz)在美国经济学第73届年会所

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讲演，被称为人力资本理论创立的"宪

章"。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力资本"，它指的是人所

拥有的诸如知识、技能及其他类似的可以影响从事生产性工

作的能力，它是资本的形态，因为它是未来薪水和报酬的源

泉；它是人的资本形态，因为它体现在人身上，属于人的一

部分。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它也是一种生产

要素资本，对促进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与物质资本相比

，在经济活动中是更活跃、更具发展特性的因素，在现代经

济中，常常是更具关键性的因素，百考试题。 人力资本投资

包括学校教育、职业训练、卫生保健及为适应就业机会变化

而进行的信息搜寻等形式，所有这些方面的投资都或多或少

改善和提高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品质，从而提高生产力

，增加金钱和精神收益。 舒尔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过教

育资本储藏量的分析方法，推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教育基本储量是指国家在某一时期内教育支出的总额，因



为教育支出是一种投资活动，教育支出与资本形成及国民收

入有密切关系，所以，要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从

测定教育资本储量人手。舒尔茨首先计算出美国1929年积累

的教育资本总额为1800亿美元，1957年增至5350亿美元，1929

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的教育资本是3695美元，1957年增至7868美

元。这说明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凝结在每个劳动者身上

的教育资本量增加了。通过计算美国1957年比1929年增加的

教育投资总额，舒尔茨推算出教育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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