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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不断改革的背景下，教育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结构也随之调整。民办教育兴

起和境外留学热潮为教育市场增添了更多元的内容。然而，正是由于市场化带来的新形势，给升学学生

和家长带来了选择困难和焦虑。文章旨在探讨我国初高等教育在市场化背景下面临的升学问题，并分析

中国家庭择校相关数据。指出了教育资源地区差异与经济分层是导致中国家庭择校困境的主要原因，并

提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以推动稳步前进的教育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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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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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the education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adjusted accord-
ingly. The rise of private education and the upsurge of overseas study have added more diversified 
content to the education market. However, it is precisely the new situation brought about by mar-
ketization that brings difficulty and anxiety to students and par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data on Chinese families’ school choices. It points out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re-
sources and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ese fami-
lies in choosing schools, and it provides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d-
ucation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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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欧美社会各领域流行起来。其特

点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贸易、市场自由调控、效率和利益最大化(张慧君，黄秋菊，2020)。千禧年

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层次各领域产生深

远影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实践尝试证明了政府弱干预下的市场化经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市场化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由中央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也引进了

相应的市场配置，同时在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除了在资源分配以及经济领域的作用，教育市场化在教育领域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

如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教育市场化的含义不仅在于引入市场和竞

争因素到教育领域，还涉及对学校系统从权力分配、管理运作到教育内容等全方位的再建构(姜倩，2023)。 
教育市场化也反映了国民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过去的教育系统主要以公立教育

为主，从公立幼儿园到公立大学，各级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同时教学的内容受到社会对人

才需求的影响，这在专业设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

需要。工科专业的增长速度最快，专业数量最多，约占专业总数的一半(吴晓玲，2022)。民办教育在国民

教育系统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以课外兴趣辅导为主。如今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从双语幼儿园到外语中学，从各类民办高校到中外合办高校，中国的民办教育比重持续扩大。据教育部

统计，到 2022 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 764 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 25.36%；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为

924.89 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 25.27%。与此同时，课外兴趣辅导的发展也日益蓬勃。大城市小

学生的周末和暑假时间也几乎被课外兴趣辅导课程所部分占据。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下，教育在家庭经

济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赵晓敏和王毅杰 (2023)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集中在

12,000~24,000 元和 24,000 元及以上两个范围，其中 38.8%的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投入占年收入的两到三

成。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其本质上都是为了升学这一阶段性目的而服务。 
综上所述，教育市场化的形成来源于新自由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教育市场化发展的动力则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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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教育所需人才的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大众也对

教育市场化也带来了例如教育公平以及教育功利化此类的担忧；教育似乎以及成为了中国家庭生活的一

大经济精神负担，择校似乎成为了比高数题还难“解”的难题。因此，对于教育市场化的研究，能够促进

教育经济发展的理解以及教育“内卷”和择校难的情绪以及心理的探讨。 

2. 择校心理困境与决策 

2.1. 择校心理困境来源 

择校心理是一种主要产生于有升学需求的家庭这一特定人群的且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

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广泛流行于个体、群体、组织或者社会阶层中，未经理论加工与系统化的初级

社会意识形态，即在特定群体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不稳定的情绪、愿望、要求、信仰、道

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社会意识现象(程光泉，1987)。同时，心理学中的“困境”通常指的是个体在面临选

择时所感受到的内心冲突和矛盾。这种困境可能涉及道德、情感或认知方面的问题，导致个体难以做出

决策(Greene & Haidt, 2002)。相应地，择校心理困境则是指在选择学校时，家长和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和

困惑。择校心理困境的来源有多种通常源于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地区差异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的

考虑。 

2.1.1. 教育资源地区差异 
胡咏梅等(2008)以北京市 48 所中小学择校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教学质量(73.9%)

是家长择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学校的校风、环境以及距离家庭的远近。为了让子女能够就读于教学

质量更高、升学率更好的学校，家长们通常会在择校过程中进行深入地考量和选择。家长们如今越来越

倾向于选择“跨市”，甚至“跨省”就读，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小学家庭择校的典型现象。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许多家庭甚至不惜修改户籍，或者通过购买高于地区平均房价的“学区房”的方式获得进入更好的

学校的“学位”。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巨大。优质教育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发

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来提升学校的师资水平和设施条件，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和

社会资金。这种优质生源和资金的吸引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包括校风的塑造以及校园基础建设。

相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可能由于办学资源或资金的短缺而面临师资流失的情况，进而导致本

地区的优秀学生外流。这种现象造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局面，进而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资源的地域差

异。尤其是在中考“分流”以及高考分数“内卷”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每个学段的择校更加慎

重，李长洪(2023)的研究表明，中国初中毕业生人数为 1623.92 万人，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仅为 947.54 万

人，结果显示，顺利入读普通高中的比例仅为 58.35%左右。同时，高中毕业生人数为 834.10 万，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人数则达到 1014.54 万，导致高中毕业生能顺利入读普通高等学校的比例超过 100%，达到

123.11%。 
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也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吉丽和朱卫国(2011)曾经有一项研究表明，

人均 GDP 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即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均 GDP 越高，

该地区的适龄人口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造成高等教育入学地区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

于，高等教育招生名额主要以分省配额为主体，优质高校在招生时通常存在属地化倾向，属地招生名额

与外地招生名额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宋争辉，2017)。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双一流”高校数量相较于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数量往往呈较大优势。同时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考学生人数与

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考学生数量并无较大差异。因此，相比之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家庭在子女高考择

校方面的选择更加有限，他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择校竞争压力，这导致了这些地区家庭普遍面临择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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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家庭教育期望 
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或子女对未来学业成就的希望与期许。这种期望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通过家庭环境的营造、教育理念的传递以及日常教养行为的实施，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武玮和李佳丽(2021)指出，家庭教育期望对青少年在学业上的表现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家庭环境中，

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会通过言语、行为及情感支持等多种方式显现出来。这种期望不仅能激励孩子更加

努力学习，还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在学业和人生道路上更好地应对挑战。此外，

家庭教育期望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的实际能力相匹配

时，能够促进孩子积极向上的成长；反之，如果期望过高或不切实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和焦虑，

影响其心理健康。因此，择校困境亦体现于家庭教育期望中，家长或者孩子试图通过择校来满足家庭教

育期望时，如果能够顺利成功，就能实现相应的家庭教育期望，如果失败，就会使得家庭教育期望不能

得到满足，从而戳伤家庭对于教育发展的积极态度。 

2.2. 择校决策影响因素 

2.2.1. 择校决策与家庭经济 
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全国的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但是目前大多数省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实行的

是学区制度。广义上讲，学区是指在国民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学龄儿童的居住区域。适龄入学儿

童按照统一的就近入学原则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区域与跨区域之间优质

学校数量差异，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教育消费品：学区房。学区房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美国的中学教

育也实行学区入学制，靠近优质中学的学区房的价格，是同城市价格中较高的一批，同时学区房的租户

会缴纳额外的税费以供学校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度沿袭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模式，

各个阶段设立了不同级别的“重点学校”，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并根据考试成绩进行择优招生。这一模

式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但也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冯皓，陆铭，2010)。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全国各

个地区逐渐实现“就近入学”、“按区就学”，这无疑在客观上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比起义务教育

与公立高中教育的学杂费相比，动则上百万的学区房无疑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2017
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人口占据了我国总人口的约 90%。通过购买学区房使子女

进入优质中小学，对于我国大多数城乡家庭来说无疑是“天价”(孙剑鑫，2017)。 
在当前中高考竞争压力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进入优质高中和高校的难度不断增加。因此，对于学业

成绩不突出的学生来说，除了考虑进入职业高中或专科高校学习之外，一些家庭也开始将民办高中甚至

民办本科高校作为备选方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办中学的定位日益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一方面，

一些民办中学承担了中考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另一方面，受到某些教育

集团的支持，一些民办高中的经费可能相对充裕，他们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提升教学软硬件设施，吸引更

优秀的师资和学生。这种差异导致了民办中学之间的质量和资源配置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昆明市民办初

中在校生占比 13.8%，却包揽了全市重点高中 2/3 的名额。上海市前几年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高于公办

学校 40 分左右(杨东平，2019)。但是相较于公立高中，民办高中的收费往往不菲，例如从 2022 年海南省

考试局公布的数据，海口中学学费 16,500 元/学期，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学费 13,000 元/学期，北京

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学费 16,800 元/学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学费 30,000 元/学期，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学费 12,200 元/学期(陈蔚林等，2020)。对于民办高中而言，盈利确实是其运

营的首要目标之一。对于那些在高职学校与民办高中之间，或是在非重点公办高中与优秀民办中学之间

作出选择的家庭来说，高额的学杂费确实构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民办高中通常会收取相对较高的学费，

这其中包括学杂费、教材费以及其他杂费。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些费用可能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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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需要通过贷款或其他手段来支付这些费用，从而增加了经济压力。同时对接升学境外高校的外

国语中学以及国际中学，营利性民办国际学校收费差异较大，高中阶段平均收费每年 130,061 元，北京市

居全国之首，为每年 195,818 元，收费最高的国际学校可达每年 387,500 元(环球周刊国际学校项目组，

2021)。数据表示，2001~2010 年，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与总在校生数量同步增长且增幅大于总在校

生数，从 10,548 人增至 73,047 人，增幅达 593%。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总在校生数的比例从 3.10%提

升至 12.64% (韩亚菲，2021)。与优秀的民办中学和国际中学不同，民办本科高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扮演

的角色是为那些高考分数未能达到本一线标准的学生提供本科教育的机会。虽然民办本科在生源和教师

资源方面通常不如本地区的公办本科高校，但它们为那些分数较低的学生提供了一条进入本科教育体系

的途径。然而，这也进一步弱化了职业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民办本科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等就业

岗位上与公办本科毕业生享有同等地位，这是专科毕业生所不具备的。虽然这为民办本科毕业生提供了

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但也反映了职业高等教育在社会认可度上的不足。但是相较于公办专科，民办本科

的学费往往比较高昂，在一些金融相关的学科里，民办本科的学费通常是公办专科的五到六倍。 

2.2.2. 择校决策与家庭再生产 
中收入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期望一部分在于子女能通过高等教育学习家庭原有生产模式相关的知识，

对家庭经济达成正反馈作用。中产阶层为了保持当前社会身份地位或更上一层楼而竭尽全力。中产阶层

在努力向上流动时，同时还面临着下层社会的挑战，社会地位身份具有“被下流”的风险。中收入家庭

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更多的是“文化资本”的传递。家庭作为教育竞争的基本单位，确实是教育再生

产的核心。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不仅具备更多的资源，还更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文化资

本的投资，从而在教育上获得更大的优势(赵晓敏，王毅杰，2023)。中收入家庭教育投入的核心是保证下

一代仍然能够保持其家庭的中收入的地位，教育投入是金钱“资本”到子女文化“资本”的过渡。因此，

从家庭的期望而言，中国各个收入层次的家庭对于择校的困境，更多是由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

定的。在高等教育升学的竞争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以及就业市场对于人才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

维持以及提升家庭的经济地位，是各收入层次家庭对于择校产生困境的原因所在。 

3. 择校困境的解题思路 

择校困境来源于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教育本身是受到经济制约的，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抹掉

这份差距，但是教育相关部门和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等方式来改善择校困境。 
首先要打破如今城乡、发达发展滞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的鸿沟。这需要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

的投入，包括改善校舍设施、提高教师待遇、更新教学资源等方面。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城市优质中小

学与乡镇学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让城市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够辐射到乡镇地区。鼓励教师轮岗制度的实

施，给予偏远乡村城镇学校教师适当补助，增强发展滞后地区教师的教学实力和积极性。除了补助外，

还可以通过专业培训、交流经验等方式来提升这些地区教师的整体水平。同时规范民办中学的收费标准，

防止“天价”学费的出现。应该建立监管机制来确保民办中学不以营利为目标而忽视了公益性质，并且

要求其按照相关政策执行合理收费标准。 
如果说当地政府无力增设新的公立中学，可以推进民办学校公立化。为当地家庭提供更多优质就读

机会是关键所在，在保证基本义务教育覆盖全面基础上才能谋划更长期更深层次问题解决方案。同时，

城市中的优质中学，应该提供同地区乡镇保障性的就读机会。确保教育资源尽量做到公平化分配。 
其次，对于学区房的现象，教育相关部门应该着力制止其扩大化。除了限制学区房的影响范围外，

还可以通过增加优质中学的数量和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来缓解学区房带来的问题。此外，也可以考虑实行

公平入学制度，不仅仅依靠资产条件来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就读优质中学。优质中学的入学标准不应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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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绑定在资产上。为了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教育部门可以采取多元化招生政策，

并且加强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孩子们的关爱和支持。对于外国语中学和国际中学的收费应该明确化，

否则会造就一个又一个“贵族”学校。要建立合理、透明、公正的收费标准，并严格监管各类收费项目，

在保障教育质量前提下控制办学成本。教育奢侈化风气应该得到抵制。政府及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

加大投入，提升基础教育水平，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优质而公平的教育资源。同时也需要引导社会舆

论，倡导简朴生活方式，减少攀比之风，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重点大学的录取应该更加公平和透明，不应受到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每个考生都应该有平等的机

会进入优质教育资源所在的大学，而不是因为地区差异而导致录取分数上的差距。公立大学作为全国人

民共同拥有的教育资源，其招生政策应当更加注重公正性和均衡性，避免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此外，在录取过程中也需要更多考虑综合素质评价，而非仅仅依靠高考分数来决定录取结果。这样

可以更好地发掘各个地区优秀人才，并且能够促进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均衡地分布。只有通过减

少“地区保护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目标。同时也

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大国工匠”受到广泛关注的现在，重视职业教育，规范职业教育，提升职业

教育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使得人们不再谈“职业”而色变。或许能够平衡家庭在职业教育与民办本科

之间的选择。对于民办本科也应该加强其专业化程度与科研竞争力，使其产学结合，灵活办学的优势扩

大化，不再成为学生无缘公办本科的选择。民办本科也可以加大与公办专科的合作，采取联合培养的方

式，使专科学生能够有学术进步的空间，民办本科的学生有技术学习的机会。 
最后，政府可以通过与境外优质高校的合作，引进更多国际一流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为

中国大陆的学子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这种形式不仅能够减轻出国留学家庭的经济压力，还能够

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升。除了香港高校在内地设立校区之外，中外合办高校也是一个

很好的示范。这些合作项目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化师资力量和先进课程体系，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跨

国合作研究。同时，在推动大陆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境外优质

高校来华办学将成为未来重要趋势之一。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项目的管理监督，并严格把关教育质量，

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并实现共赢局面。 

4. 结论 

当前，教育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求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教育

质量要求的提高，家长们在选择学校和教育方式时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

特色的学校层出不穷，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也促使各个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

师资力量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以满足家庭对于个性化教育需求。然而，在众多选择中正确把握符合

自身需要与经济状况的升学道路并非易事。因此，家长们需要充分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潜能特点，并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明智选择。同时，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监管力度，确保每一个

孩子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总体而言，在推动教育市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如何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共同努力促进整个国家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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