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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教育投入与回报问题研究
 

●钱民辉

　　根据 《中国区域教育发展》 研究课题的需
要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对内

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 兴和县、 商都县、 镶
黄旗四个地区的教育做了实地调查 ,从历史、现
状、 问题及趋势入手 , 分别考察了这四个县

(旗 )的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 民族教育、 高等
教育、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这四个
县 (旗 ) 都属于内蒙古的贫困地区 , 解放前教

育基础非常薄弱 , 解放后由于国家和当地政府

的重视 , 各地县 (旗 ) 都拿出一半以上的财政

收入办教育 ,全区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

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很快 , 形成了门类齐

全的教育体系。随着学龄前儿童和在校生人数
逐年扩大 , 教育经费也在逐年增长。 但是教育
的发展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经济效益 , 当地依

然处于贫困化状态。特别是在牧区 , 原始的经

济形态并没有靠教育改变多少 , 办教育、 个人
接受教育反而成了当地政府部门和家庭沉重的

负担。 原因何在? 本文仅做出初步分析。

一、 “投入” 与 “回报” 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极其

落后。 当时 , 内蒙古全区仅有 3所中等专业学

校 , 4所中等师范学校 , 31所中学 , 各类学校

在校生总数仅占人口总数的 5. 69%。而为数不
多的学校 , 又集中在城镇 , 各族人口中的大多

数是文盲、 半文盲。
新中国成立后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事业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 逐步形成了
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无论是学校数 , 还是在

校生数 , 都几倍、 几十倍的增长。 但是 , 一个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新中国成立 40年来内蒙古

这四个县 (旗 ) 教育的发展却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沉重负担 , 教育并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那

样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这些贫困的地区中 , 政府和人们总是把

脱贫的希望寄托于教育 , 有的县将财政收入的

一半以上拨给了教育系统。作为内蒙古的贫困
县之一 ,兴和县 1991年财政收入 1000. 9万元 ,

教育经费为 410万元 , 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

41. 0% ; 1992年县财政收入为 780万元 , 教育

经费为 487万元 , 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
62. 4% ; 1993年兴和县财政收入为 980万元 ,

教育经费已达 652万元 , 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

的 66. 5%。从商都县来看 , 1992年 , 商都县财

政收入 948万元 , 教育经费 625. 3万元 , 占县

财政收入的 68. 8% ; 1993年 , 全县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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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万元 , 教育经费 922万元 , 占县财政收入

的 70. 0%。而镶黄旗的教育经费却占到了旗财
政经费的 76%。随着教育的不断增长 , 教育经

费的需求仍在逐年提高。
从经费的使用情况来看 , 1993年商都县乡

村中学由三年制改为四年制 , 需要增加教育经

费 200多万元 , 增加教师 100多名及相应的校

舍、设备。学制改革要求商都县所属的 21个乡

镇 3年内完成 , 各乡平均每年增加 1万元的经

费支出。 1993年商都县为实现 “普及义务教育
县” ,全县总投入 130万元 ,其中各乡镇投入 76

万元。 因县对教育投入负担过重 , 后实行分级
办学 , 实际上就是乡级办学 , 更加重了乡级财

政和农民的负担。在这样贫困的县城和乡镇 ,这

么少的财政收入办了这么大的教育 , 当地政府

哪有能力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 哪有能力再对教

育增大投入。 而教育对区域发展的回报是什么
呢? 商都县普通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每年有

200多名毕业生考入全国各大专院校学习 , 政

府期望他们毕业回县工作 , 为当地经济发展做

出贡献 , 但是 , 这些毕业生的绝大多数特别是

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几乎没几人回到本县或乡镇

工作 ,再以兴和县一中为例 , 1982— 1993年间 ,

共有 719人考入大专及本科院校、 355人考入

中专学校。但是 , 考上区外的大学生几乎没有

一个人回兴和工作 , 回到兴和工作的大多为在

集宁读书的中专毕业生、 中师毕业生。 1993年

回来 50几个 , 1994年只回来 10人。这种情况
正如当地人们所说的 , 贫困地区办教育却在为

发达地区培养人才。但是 , 在镶黄旗却出现了

既缺乏人才又无法安排人才的两难状况。 从历
史上看 ,镶黄旗一直是重视教育的投入的 , 1983

年全旗就实现了无文盲旗 , 15— 45岁人口脱盲

率达 97%。 1984年全旗普及了初等教育 , 1986

年被评为 “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 是全国 116

个先进县中唯一的一个牧业旗 (县 )。这些年来 ,

接受完基础教育的人们不断地涌入政府机构和

各行各业 , 目前各单位基本上是人员超编。于
是镶黄旗从 1993年开始定编 ,毕业回来的大中

专学生已无单位可接受 , 到 1994年 10月仍有

17人待分配。这种情况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
对投资教育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二、 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分析

根据上述情况 ,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认为 , 教育不单是一种投资行为 , 它也会带来

极大的利润。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 , 在教育

上投入资本 , 可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 , 从而提

高生产率 , 促进当地生产的经济效益。 而对个
人而言 , 投资教育使他获得了知识 , 具有了社

会流动的资本 , 可以脱离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

流动 , 获得较好的工作和地位。显然 , 教育对

个人进行回报是随着知识与学历而逐级增加
的。 既然由政府对教育上的投资可以带给个人
的社会流动的资本 , 而贫困地区并没有得到应

得的回报 , 那么 , 这种投资完全由当地政府或

乡镇来负担就是不十分合理的。个人以及受聘
的区域和单位是否也应当负担一部分呢?

调查中发现 , 要证明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

动关系较为困难。也许在发达地区这是一种互
为促进的关系 , 而在贫困地区并没有见到这一

乐观的景象 , 教育的发展反而成为贫困地区经

济发展的负担 , 每年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在为教

育经费筹措和经费增长而大伤脑筋。投入与回
报的矛盾、 人才不回来与人才回来又无法安排
的矛盾等等在不断困扰着这些地区。而且 , 有

些地区也出现了 “受教育的失业者” , 当然 , 这

些受教育的失业者大部分是中学以下程度者。
据分析 , 这种状况除了特定历史情况下造成的

当地经济贫困与资源限制以外 , 内蒙古的民族

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所造成的有限职业 , 以及

无法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是主要致因。然而 ,除

了这些因素之外 , 我们还应当从现有的教育体

制与民族文化背景等方面反思这种状况。
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与回报也存在着同样

的问题。 在内蒙古 , 一般来看游牧民家庭生活

较为困难 , 牧区子女上学费用又高于农区。 这
是因为游牧民家庭的子女上学要寄宿学校 , 在

苏木寄宿的学生每月费用不低于 40元 ,在旗里

寄宿的学生每月费用不低于 100元。有许多游
牧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到交不起学费 , 有些学校

的学生拖欠伙食费竟达 16— 17万元之多 ,父母

上学时欠学校的伙食费 , 20年之后 , 其子女来

上学接着欠 (牧民认为 , 尽管上学欠学校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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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费 ,但是家庭依然是投入教育很大 ,诸如 ,必

交的学费以及接受教育期间不能帮助家里劳动

所失去的收益等等 )。经济特困的游牧民子女经
常会失去上学的机会 ,特别是女童失学较多。由
于西苏尼特右旗的经济完全是靠天养畜 , 投资

教育并没有改变多少这里传统的经济状况 , 而

且十来岁的孩子已能承担起家里的劳动 ,所以 ,

一般游牧民都认为教育既是一项很大的投资 ,

而且又不能带来任何实惠 , 如此负重的教育投

资根本无法预测将来的经济收益 , 大部分的牧

区孩子还不都是回来放牧 , 有出息的能有几个

人。这种观念造成子女的失学与辍学问题非常
严重。从 1976年— 1993年小学、中学校数递减
(注: 如果抛开其他因素的话 , 1977年小学数达

120所、中学数达 27所 ;到 1993年小学数达 45

所、 中学数达 7所 ) ; 在校生数也在递减 , 1976

年小学在校生数 10336人 ,中学在校生数 4690

人 , 1979年小学在校生数达 9850人 ,中学在校

生数达 5968人 , 1993年小学在校生数达 6871

人 ,中学在校生数达 3469人。1993年西苏尼特

右旗小学生辍学 114人 ,初中生辍学 276人 ,高

中生辍学 125人 ,总计 515人。从镶黄旗来看 ,

一中 1994年上半年辍学 15名学生 ,其中 13名

是牧区的学生。
从如上事实与数据可以看出 , 经济贫困与

回报不明显是造成少数民族子女失学与辍学的

重要原因 , 但是在调查中还了解到 , 有很多人

认为 ,少数民族孩子学习差 ,比不上汉族孩子 ,

将来考学即使照顾也无法与汉族学生竞争。所
以牧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不高 , 只要能认识

几个字就行了 , 早点帮助家里干活会改善家庭

的经济困难。
如果排除上述经济等外显因素不论的话 ,

为什么少数民族子女学业成就低下 , 失学辍学

多? 本人认为还应当从隐性因素诸如学校的文

化环境等方面去分析这些问题。 这种隐性因素
表现出来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 学校的文化环

境与牧区文化环境的极大差异 , 特别是语言方

面的差异造成游牧民子女的学业失败问题。关
于学生学业失败问题的研究 , 心理学家通常从

智商、 动机、 自我期望等个性特征因素方面寻
找答案 ; 教育学家从课堂中的教与学过程进行

分析 ; 许多社会学家是从家庭背景、族群特征、

学校环境、 教师等社会因素做出解释 ; 而根据

以提出社会语言学理论假设而闻名的英国社会

学者伯恩斯坦的研究路线 , 学业失败可以从社

会语言编码与教育知识编码的文化过程中来解

释。 社会语言编码是指反映在语言中的社会关
系 , 它表明言语者的社会文化特征。一般分为
两种编码: 精密编码 , 其特征是普遍性与关联

性 ; 局限编码 , 其特征是特殊性和孤立性。①由
于学校教育知识的特征是普遍性 , 因此学校教

育知识编码属于精密编码。根据伯恩斯坦从文
化过程角度所做出的分析范式 , 笔者认为 , 少

数民族或游牧民孩子学业成就低的根本原因在
于文化错位。 因为以语言为主要交流媒体的现
代学校 , 采用了精密的语言编码 , 这种文化模

式及其反映的社会联系与汉族文化是一致的 ,

但与少数民族则形成了错位关系。 由于内蒙古
游牧族子女局限编码的族群文化特征 , 使他们

在家庭、 族群社会化与现代学校社会化之间有
一层断裂层 ,这就造成了教育起点上的不适应 ;

另外 , 在学校学习期间 , 家庭、 族群与学校采
用的语言编码缺乏一致性 , 少数民族的孩子要

同时用两种编码语言 , 学会两种思维方式 ; 再

说 ,学校与社会用以衡量、评价学生的知识、能
力、 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标准也明显不利于
他们。②这些因素是少数民族学生不能很好地
适应现代学校生活 ,造成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 ,

也是他们失学与辍学的一个非经济性的重要原

因。
当然 , 如上分析仅仅是从语言和文化方面

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失败所引起的失学与辍学

的原因进行了解说 , 这种解说的合理性是不能

代替其它解说的合理性的 , 如社会的、经济的、
教育的。 而且伯恩斯坦的理论和视野也有其局
限性 , 它过于夸大了语言编码对可教育性的影

响 , 即使在英国这类阶级不平等的国家 , 把语

言编码说成是影响可教育性的唯一的、 或主要
的因素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文的旨意在于提
供一种分析的思路 , 以便能对少数民族子女的

学业失败问题以及失学与辍学问题做出多方面

的解释 , 最终找到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与

途径。如果学校考虑到牧区孩子的文化差异 ,就

应该在课程、 知识、 教法等方面加以改进 , 尽

可能避免这种差异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当

—34—



然 , 学校的文化环境应当考虑到牧区或少数民

族孩子的适应性问题 ,消除语言与文化障碍 ,强

调因人施教和突出个性化教学。 提高少数民族
孩子的学业成就 , 这样势必会降低少数民族孩

子的失学率与辍学率 , 也会提高家长对孩子投

资教育的信心 , 那么 , 家长对孩子因教育投入

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也会降为次要的。

三、 提供一种可参考的建议

从内蒙古教育投入与回报所带来的问题来

看 , 其研究大多是注意到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 , 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民族教育

的制约和影响 , 而对一个民族所赖以存在的民

族文化背景与民族教育的关系却几乎未予研

究。教育家查尔斯·赫梅尔在 《今日教育为了
明日的世界》中曾说过: “每一种形式的发展都
必须从文化出发并从文化方面找到它的最终意

义”。对于上述问题 ,如果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

来看 , “投入” 与 “回报” 所带来的民族教育的
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 , 是文化上的大

传统与小传统相互适应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反

映。当然 , 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绝对孤立和

一成不变 , 文化变迁是经常发生的。 文化上的
大传统与小传统或民族与民族之间总要接触、
交流 , 总有发明 , 总会发现 , 总要创新。因此 ,

蒙古族在与其他民族和社会更多更密的接触

中 , 其文化变迁的程度、 速度、 范围、 性质就
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 , 对于民

族教育的发展问题 , 特别要注重大传统与小传

统的关系 , 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融和互补上

进行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少数民族的区
域和文化的特点出发 , 设计民族学校教育的未

来。培养能与人和谐共处、 适应社会、 具有民
族特色、 能为本民族和国家做贡献的不同层次

的跨文化人才。
由于内蒙古特有的文化环境与较差的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 , 当地的教育体制改革幅

度不大。 鉴于此种情况 , 当地政府一定要尽快

改变现在的办学模式 , 变政府 “大头” 行为为
社会 “多投入” 行为。全区各行各业共同关心
教育事业 , 投资渠道多样化。 鼓励民办公助的
学校 , 发展适合本地区经济建设发展需求的职

业技术学校。 在现阶段 , 有选择地将一些普通

中学转为职业中学。 注重职业教育的师资水平
和待遇的提高 , 发挥职业教育 “育人” 与 “生
利” 的功能 , 开展多渠道的职业培训。 与发达
地区加强横向联合 , 充分利用强区、 强校的各
种优势 , 扶植弱区、 弱校。另外 , 要加强与当

地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联系 , 实行企业与学校合

办职业培训学校 ; 在有条件的地方办民族高等

职业学校 , 逐步培养出具有高等职业技术的科

技人才队伍 ; 发挥高校人才科研优势 , 开发民

族资源 , 积极建立新的就业渠道 , 创设吸引人

才回来的良好环境 , 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步

入良性循环轨道。只有这样 , 才能保证教育的

投入 , 才能看到教育的 “投入” 所带来的 “回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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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②参见唐宗清: 《伯恩斯坦教育社会学理论探析》 ,载 《上

海教育学院学报 (社科版 )》 , 1988年第 3期。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
站博士后。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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