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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教育融资瓶颈的有益尝试 

———评王小兵博士《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

刘俊学

（湖南工学院 大学生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２）

［摘　要］王小兵博士新著《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以各类各级教育机构的融资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教
育融资创新的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针对当前教育融资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教育融资创新的对策建议，其研究对

教育投融资创新颇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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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破解教育融资瓶颈，提高融资绩效，进而
推进教育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是目前我国教育发

展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将同时面临着继续提高普

及程度、努力推进教育公平和大力提高教育质量三

大任务，急需更多教育经费投入的支撑，当前，我国

教育融资短缺现象依然十分突出。要实现教育投

入经费占ＧＤＰ总量的７％，保障教育目标的达成，
就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多渠道投入。鉴于当前教育

资源稀缺，建立国家教育财政为主、市场融资为辅

的多元化融资结构，完善教育经费融资多元化，规

范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

势。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围

绕义务教育的巩固和提高、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

民办教育发展、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融资机制、促进

教育公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协调发展等方

面做了整体规划，但如何切实贯彻纲要精神，有效

解决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还都有赖于教育投融资

体制机制改革的有效推进。王小兵新著《教育发展

融资创新论》［１］基于教育融资不足、分配不公、效率

不高这一现实背景，以各类各级教育机构的融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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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教育融资理念、教育融资

特点和方法来展开研究，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教育

融资创新的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选取实

际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构建教育融资创新

的对策建议，是教育投融资领域一项难得的研究成

果。书中亮点颇多，突出印象者有三：

一是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证明：

无论是促进教育公平，还是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教

育经费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都是一种制度安

排，都离不开教育融资体制和管理机制的重新设

计。通过深入研究教育融资规律，有利于确立教育

融资的战略地位，提高教育体制开放性，夯实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加强教育融

资制度的研究意义十分深远。政府适宜根据不同

教育产品的特点，结合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

发展实际水平，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分类进行教

育融资指导，使各地教育融资的制度设计更具有地

方特色。教育融资管理应在兼顾效率和公平方面

寻找改善的策略，在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同时，促

进教育资源来源的多样化。要改善整个社会的投

入机制，向社会开放教育。与此同时，要提高教育

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以及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

教育体制的开放性，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外延式和内

涵式同步、有效地增长，实践证明教育体制开放性

有助于提高教育管理水平。这种教育融资体制上

的开放性，比政府方方面面覆盖到教育资源要更加

重要。此外，通过综合考虑影响教育定价的各种制

度因素，建立动态的教育定价模型，促进教育融资

的制度安排科学化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

调，从而尽量避免在教育融资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和

主观主义。当前，湖南教育强省战略正在向纵深发

展，教育部正与湖南省合作共建“长株潭城市群教

育综合改革国家实验区”。加强教育融资的制度研

究，有利于探索建立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长效

机制，有利于探索建立区域教育整体规划、资源共

享、区域联动、城乡统筹、均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

制。王小兵《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一书以此为研

究课题，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是研究视角新颖。以往的教育融资的研究

大体集中在增加教育融资总量、优化教育融资制

度、提高教育融资效率等方面，这些研究肯定了教

育融资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作用，并

且在合理分配教育融资方面提供了一些思路，但缺

乏易于操作的实施方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这

些研究突出了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研究，其研究的

范畴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收支，是政府的投资行为，

忽视了对教育投资有效性及其多元化融资实现路

径的研究。其次，这些研究大都割裂了教育产品属

性理论与教育融资制度安排的内在联系。第三，受

教育产业化的思维束缚，教育融资的制度研究比较

薄弱，不够系统、全面。有鉴于此，《教育发展融资

创新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反梯度推进的教育融资理

念、教育券制教育财政补贴方法、风险投资式助学

贷款机制以及教育融资渠道的优化组合等一系列

的教育融资创新理论与方法，用以促进教育资源的

公平分配和高效使用。

三是研究方法得当。首先，坚持文献研究与实

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在国内外教育融资研究的

文献综述中，《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一书重点梳理

了教育财政保障、教育融资的多元化、教育资源的

合理配置、教育投资效率等相关主题的理论文献，

实地考察了湘、鄂、粤等省一些教育融资创新的典

型案例，从选题、凝练观点、构建概念模型，到模型

的检验以及建议对策的提出，都较好地实现了实地

调研与文献研究的有机结合。其次，坚持定性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定性分析方法，从教育

融资创新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教育融资创新内

涵、范式及机制。通过对国内相关学校及专家进行

实地考察、座谈及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和ＬＩＳＲＥＬ８．７等统计软件进行了定量分
析。最后，坚持案例分析方法。鉴于本研究属于应

用基础性研究，该书引入教育融资创新的典型案例

进行阐述，以期将实证分析融入理论研究中，通过

对教育融资创新实践的验证，使理论对教育融资实

践更具现实指导作用。

概言之，《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一书，通过构

建模型分析了教育融资创新的影响因素对创新绩

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及选题角度和研究方法，对

当前如何创新教育融资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值得

学界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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