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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弗里德曼的基本观点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

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

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

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

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革命

力图证明：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调节国民经

济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作用极其有限，并且是造成

国民经济巨大波动的根源，只有弱化政府功能，扩大

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在

他看来，理想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

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

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弗里德曼这种经济思想主导下的教育产业中，自

然也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

在其著作《自由选择》中弗里德曼认为，随着强

迫入学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加强，特别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对

教育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职业教

育家掌握了学校的控制权，使得学校权力日益集中

和官僚主义增加，形成了过分集权的社会弊病，从

而导致了受教育者作为消费者无法选择接受教育

的方式，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

变教育制度。此外，教育在政府的控制下成为一种

公共产品，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种族和社

会成分差异；而事实上却破坏了市场机制在教育产

业中的调节作用，造成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形成了表面公平、实际扩大分化的畸形状态。

（二）产业和事业

产业可以一般地定义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

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集合体；事业一般是指

以国家控制为主导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部门

集合体。

教育可以是一个产业。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

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

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就是所需产品。作为消费者，

有自由选择产品以满足效用最大化的权利。在市

场需求的导向下，教育产业可以遵循一般的市场规

律而得到发展。而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教育便从

产业转变成了事业。此时履行出资捐助职能的政

府成为“订货人”，学校仍然是生产者，所不同的是

学生反而成了产品。这种“产品”按照政府计划被

塑造和生产出来，无从自由选择发展的道路。因

此，事业性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个人权利

为代价的。

二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症结及其解决办法
（一）问题所在

美国最初的教育产业化表现在以私人资助办

学为主，政府补充资金为辅。个人受教育有一定的

自主权利，在市场机制下教育实际上是普及的，并

且实现了多样化。教育产业化向事业化的转变表

现在政府投资建立统一的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

色的私立学校，投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并且颁布

强迫入学法令以实现教育公平化。这样，教育从市

场化走向了管制化，从多样化走向了单一化。学校

体制也从私立学校占多数变为公立学校占多数。

市场机制调节下的教育产业本身能够实现普

及化、公平化和多样化，虽有缺陷，但是极其有限

的。政府干预超出一定程度就破坏了市场机制的

作用。美国教育事业化的转变目的并非所谓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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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而是出于教育和行政

管理人员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因为政府接管教

育能减少甚至消除自由市场上家长通过交学费选

择教育所带来的教育部门公务员的职业风险，甚至

还能获得对教育极大的控制权。这也就是教育事

业中的官僚主义。

美国公立学校体制的官僚主义不断增长和权

力日益集中削弱了家长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具

体表现在教育规模集中化和扩大化、消费者选择单

一化，形成一个类似于卖方市场的结构，产生了一

系列的弊端：削弱了市场竞争，降低了教育质量，减

少了教育多样性；同样是纳税人，所受的教育质量

却相差甚远，加深了社会分化；效率低下。学生是

产品，教学设备、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是投资，后者

的大幅增加却带来前者小幅增加，这就是所谓“经

济规模递减”的原理。

（二）教育凭单计划

教育凭单计划的提出依据事业性教育加深社会

分化的弊端。弗里德曼认为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所

谓的“邻近影响”，即“一个人的行动迫使其他人为之

支付相当大的代价，而无法使前者赔偿后者的情况；

或者，个人的行动对其他人产生相当大的好处，而又

无法使后者赔偿前者的情况，即，使自愿交换成为不

可能的情况”。事实上，美国学校的经费来源于纳税

人，美国人每年都要交相当一部分工资所得税用于

福利及教育事业，同时他们的子女上学可减免学费，

但是私立学校除外。如果纳税人所受教育质量不对

等的话，必然会考虑选择教育质量较高的私立学

校。但私立学校需要自筹学费，由此便产生了纳税

人交双重学费、义务为他人交学费的不公平现象。

教育凭单计划是解决这种状况的有效措施。对于不

接受免费教育的纳税人，政府将给予发放一定金额

面值的教育凭单，纳税人使用凭单或者再添补一定

的金额就可以在某一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

如下表所示，家长通过纳税而享受免费教育所

承担的费用要比直接交学费所支付的费用要高得

多，造成教育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教育

凭单计划的优点明显在于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

纳学费。

弗里德曼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的这个

教育凭单计划旨在弥补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弊端，对

美国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影响。

这一计划保证了每位家长作为消费者拥有更大选

择机会和自由，同时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取学费而

自筹资金，保持了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推

行市场竞争，使整个教育质量得以极其迅速地提

高。

教育凭单计划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它并没有

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家长仍旧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

用，相比先前所减少的学费只是家长为获取选择的

余地而额外支出的学费。重要的是，教育凭单计划

无法对强迫教育法施加影响。消费者没有权力选

择是否接受基础教育，是教育市场缺乏效率的根本

原因。

三 高等教育的症结及其解决办法
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

没有规定强迫入学法。由于消费者拥有选择是否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因缺乏竞争而导致的质量问

题显得并不很严重，但却使得平等问题更为突出。

在高等教育中，学生从教育事业中的“产品”向

教育产业中的“消费者”转型，其教育质量的改善是

明显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学校教育

质量就越能得到提高。问题是政府忽视了教育平

等。在公办大学中，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提供远远

高于学生所支付学费价值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导致

了“免费乘车者”的产生，使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

人也要无偿支付学费。这些“免费乘车者”可能并

不以提高自身的学识水平为目的来接受高等教育，

而仅仅是为了享受这一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好处。

相反在私立大学，所支付学费的价值等于所提供的

教育产品服务的价值，可以避免高等教育资源的浪

费。

针对高等教育存在的症结，弗里德曼提出所谓

“资本投资式”的贷款资助。即政府在一定的年限

内每年向个人提供一定数量的助学资金，个人从其

未来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百分比逐年

偿还。在不可能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纳税的情

况下，让公办大学根据所提供的教育产品服务的价

值收取等额学费，保证各类学校在平等的条件下开

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并针对需要得到

教育补贴的学生，实施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四 结论和评价
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干预，认为这

改革前：公立学校的费用=教育纳税
私立学校的费用=教育纳税（为选择私立学校

而支付的成本）+私立学校的学费
改革后：公立学校的费用=教育纳税
私立学校的费用=教育纳税（表现为教育凭

单）+额外添补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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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针对美国教育

事业的弊端，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办法：

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取教育凭单制度以给予家

长选择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取贷款资助政

策以消除“免费乘车者”，或仍旧采取凭单计划以提

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这些理论

对改革教育国有化的弊端、促进教育产业所有权和

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建立在教育需求之上的公众教

育选择权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教育是统治阶级

向公众输送意识形态并建立全社会共同价值标准

的主要途径，通过这个途径可以达到增强民族凝聚

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用自由思想来触犯社

会核心价值观，这显然是缺乏现实意义的。此外，

弗里德曼总的理论倾向是把对平等的关注让位于

对自由的追求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平等的存在以及

对平等的追求。这体现在他对“强迫教育”的排斥，

而“强迫教育”恰恰是能够保障社会公平的一种义

务教育形式。对此进行的改革必然会触及到社会

利益关系的调整，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经

济自由主义的视角单一地追求经济效率并不一定

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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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can be industrialized or institutionalized. Milton Friedman objects to government's market
intervention in education and he is an advocate of freedom of choice in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drawbacks of
education undertaking in U.S.A，he puts forward some significant ways. However，it is not necessarily fundamentally
solved the education problem to be solely in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efficiency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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