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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高等院校规模经济现象的理论和实证检验 

对中国高等院校规模经济的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1986年世界银行专

家对中国136所曾经接受过世行贷款的高校进行了有关规模效益的实证分析，其

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规模效益低下的现象。
1
 闵维方在1980年代末对中

国高等院校规模扩展形式和办学效益的研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在1980

年代走的是一条“外延式”的发展道路，而对于已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却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
 继此之后，闵维方及其他的几位研究生梁续军、姜力争、

郭苏热和丁小浩又分别从多种角度(包括考虑学校类型、不同主管部门、不同地

区以及控制高校投入的质量因素等) , 多种分析单位(包括以学校为分析单位、

以学校内部系和专业为分析单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现象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3
 他们通过对包括全国重点院校、省重点院校以及普通地

方院校在内的100 多所高等院校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印证了上个世纪 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的中国高等院校存在显著的规模不经济的现象。研究表明在一定范

围内, 学校规模以及学校内部系和专业规模的扩大, 有助于带来人力资源和物

力资源的节约; 在同等的生均占有资源量的条件下, 规模的适当扩大可以带来

高水平的质量投入。 

规模效益的实证研究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价值。闵维方在分析

1980－1990年代初中国高等院校规模不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的时候，用社会组织

理论中所谓的“制度化同型性”概念来解释小规模的高等院校所具有的明显特征。

丁小浩从管理、技术和劳动等几个方面对规模不经济的根源进行了剖析。丁小浩

在她199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规模经济理论及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应用的特殊

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了建立中国高等院校规模经济模型的合理性依据，并

就1995年前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

分析。
4
 

自此之后，涉及到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规模经济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屡见不

                                                        
1
 World Bank  “China: Management and Fi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1986 

2
 闵维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与办学效益研究”,《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现状及展望》, 1990 年版。 

3
 梁序军《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 1990 年北京大学高教所硕士毕业论文。 

姜力争《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分析》, 1991 年北京大学高教所硕士毕业论文。 

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再分析”,《教育研究》, 1992 年第 10 期。 

闵维方、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 类型、质量的实证分析”,《教育经费筹措管理与效益研究》,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闵维方、丁小浩、郭苏热“高等院校专业、系规模效益分析”,《教育研究》，1995年第 7期。 

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研究》, 1995 年北京大学高教所博士论文。 
4
 丁小浩《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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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本文作者在2004年9月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明： 自1994

年以来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中含“规模效益”或者“规模经济”，且含“高等

教育”或者“高等学校”或者“高校”或者“高等院校”的文章共205篇。从以

上检索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绝大多数提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的文章

基本是思考性或者议论性的，如论述、梳理规模经济的理论，探讨规模效益的机

理。为数不多的研究则通过不同的样本数据对高等院校规模经济现象进行了实证

分析。例如，胡瑞文、卜中和通过对1994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分析，认为

高校布局结构依然存在着规模效益低, 学校类型、层次的划分不清, 投入不足，

设备条件差等不适应新经济体制格局的问题, 反映了旧管理体制的弊病
5
。徐建

培对1995-2000年期间中国高等院校的规模进行了实证考察。他的研究表明，随

着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高等学校已逐渐由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规模过

小所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变成了因规模过大而产生的规模不经济
6
。 

对规模效益的研究对象涉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
7
、教育园区

8
、远程

教育
9
 、研究生教育

10
等等。实证研究的方法除主要根据高校在校生规模和生均

成本等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外，还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

法（DEA）确定效果最佳的规模的研究
11
 
12
。 

有相当多的文章采用规模经济的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进行了讨

论。在以上提到的205篇与高等院校规模效益有关的文章中包含“合并”字样的

有78篇。这些文章多数是从规模效益的角度谈中国高等院校的布局调整的改革实

践，特别是有些文章就如何将高校办学效益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进行了讨

论
13
 
14
 
15
。有文章对合并研究进行了综述

16
。还有文章对国际上高校合并的经验教

训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例如洪成文探讨了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合并的过程和效益

17
 。另外，一些研究对中国高校布局调整的实践进行了案例调查和剖析

18
 
19
 

                                                        
5
 胡瑞文、卜中和 “优化布局结构 改革管理体制——对当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思考”，《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 2期 

6
 徐建培 “论高等学校的规模经济与知识联盟”，《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 3月 

7
 张平海 “地方高师本科院校结构、规模、效益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 4期 

8
 王充 “教育园区投资模式的规模经济及问题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 2期 

9
 丁兴富 “远程教育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1年第 3期 

10
 卢祖洵等“提高研究生教育规模效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医学与社会》，1998年 10月 

11
 陈嵩 “用 DEA法评价高校办学效益的研究”，《预测》，2000年第 1期  

12
 查勇，梁樑 “基于 DEA模型的高等院校院系投入产出估计”，《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年 1月号 

13
 丁小浩 闵维方 “规模效益理论与高等院校结构调整” 《高等教育研究》 1997年第 2期 

14
 眭依凡 “1＋1＝1？关于大学并校的思考”《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 4期 

15
 卫荣凡 “论高校合并潜在优势的实现问题”《广西大学学报》 2001年 8月 

16
 李齐放 沈红“将高校合并研究引向深入 高校合并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三峡大学学报》2003年 1月 

17
 洪成文 “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合并的过程及效益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第 7期 

18
 李枫 “院校合并对提高规模效益的作用--宝鸡文理学院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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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是决定高等院校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除规模外，高校提供服务的范

围、高校的类型和学生层次、所包含的学科以及高校经费收入等都是影响成本行

为的重要维度。与高校规模经济有密切关联但又是不同概念范畴的所谓范围经济

近年来也进入到人们实证研究的视野中。有研究表明：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同时

从事包括本专科和研究生教学以及科研等复杂活动的高校会比仅仅专业于其中

一项（或两项）任务的高校更有效率。从成本节省的角度，新建高校采取完全联

合生产方式是较为经济的。
20
 
21
 

由于涉及到高等教育规模效益和规模经济的文章众多，上文仅提到其中的几

篇，其归纳的观点和研究特色也难免会挂一而漏众。但毋容置疑的一点是，自1980

年代末以来，对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的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

等众多学科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 

 

二、与规模经济研究相关的政策含义 

规模经济的研究结论对制定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制定我

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展形式、高等院校规模的扩展形式、改善高等院校的办

学条件、以及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政策的制定等方面有重要的启示。1980 年代

末－1990 年代前半期对规模效益的研究从以下几个角度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

政策性的建议： 

1、规模效益结论与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展形式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我国存在着相当一批规模过小、效益偏

低的高等院校。对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 1980 年

代末及 1990 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应该采取以“内涵式”为主

的发展战略，即主要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效率，扩大

现有学校的平均办学规模，来实现高等学校总体规模的扩展。在适当条件下，应

该对规模过小和专业面过窄的院校进行调整，采取校际联合或对某些规模过小的

学校进行合并的措施，达到扩大院校规模，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目的。同时拓宽

专业，扩大学生选课机会，增加学生对未来机会的把握能力和对市场的灵活适应

性。 

                                                                                                                                                               
19
 黄保强 计斌 “地方教学型高校的规模与效益:一个案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 5月 

20
 宋光辉 “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现象研究--兼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适度规模”2003年经济学年会论文 

21
 侯龙龙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范围经济”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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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效益结论与高等院校内部的扩展形式 

学校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内部效率的提高。影响内部效率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其中学校内部专业规模以及系规模的大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有关规模效

益的研究表明，如果一所学校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其内部结构并不合理，比如拥

有很多规模过小的专业或规模过小的系，那么其内部效率仍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

平。从对高等院校系规模、专业规模的实证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对既有高等院校来说，其规模的扩张仍然有几种途径。其一，“外延式”发展，

即主要通过增加系和专业种类实现学校规模的扩张。其二，“内涵式”发展，即

主要通过拓宽专业设置扩大既有系和专业的招生规模，实现学校总体规模的扩

展。两种策略最终都导致学校规模的扩大，但带来的生均成本和各种人力资源利

用率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单纯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虽然学校规模得到扩

大，但由于学校内部的系及专业不能形成适度规模，仍会造成教育资源不能充分

利用甚至可能产生更大的浪费。因此从提高高校内部效率的角度看，在扩大高等

院校规模的过程中，应该主要依靠“内涵式”的发展形式，即通过拓宽学科设置，

扩大学校既有的系和专业规模的途径来扩大学校规模。 

 3、规模效益结论与高等院校办学条件 

在同样的生均水平条件下，不同规模的学校可以支持不同水平的投入质量，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相同的生均成本，规模大的学校可以获得比规模小的学校更好

的办学条件。一般认为，在经费一定的条件下，教育投入的质量和教育规模是一

对矛盾。要保证对教育的投入质量，就必须缩减教育的规模。而要扩大教育规模，

就必须降低对教育的投入质量。但对规模效益的研究表明，如果能使既有的高等

院校达到适度规模，那么使用同等高教经费，在不缩减高等教育在校生总体数量

的条件下，通过高等院校规模的作用，高等院校的投入质量也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研究在指出存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指出，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导致投入质量水平

的必然提高，而只是为这种提高提供了一种技术的可能性。如果扩大后的高等院

校仅仅是原有小规模的高等院校的简单复制放大，高等院校的内部资源在分配和

调用上不尽合理，那么规模在改善办学条件上的积极作用将被抵消。 

4、规模效益结论与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政策 

规模效益研究的结论对于国家制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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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价值。一般认为，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有效性，即资源的配

置要有利于激励教育系统提高效益。对于处于经费短缺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国

家在进行拨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校规模对学校经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并利

用适当手段，在拨款方式中引入激励机制，鼓励高等院校取得规模效益。更合理

的拨款方式应该使得那些由于没有达到合理规模的高等院校采取各种措施，尽快

提高规模效益；并使得那些具有合理的适度规模的高等院校因此而得到更有利的

支持。提倡规模效益的这种政策导向将使得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更为合理

有效。 

 

三、对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研究的讨论和反思 

对规模经济研究结果的含义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规模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

的正确理解。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最早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很早以前

人们就注意到在相当多的行业中，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往往与它的生产规模相

关。在技术条件不变并生产同类物品的条件下，生产规模增大，企业的生产效率

往往随之增加，产生规模经济；而当生产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往往伴

随着生产效率的下降而产生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理论总结并抽象了现实中单个

厂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产规律。后来人们将发源于生产领域的规模经济理论移

植到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部门。毋庸置疑，这种移植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定

之下。我们需要对规模经济在高等院校中的应用的特殊性有一个深入而充分的认

识，其中包括对高校成本的计量问题、对难以货币化的高校投入的估计问题、对

高校产出的度量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对规模经济的探讨还需要建立在产出的同

质性、要素配置比例不变、以及要素价格不变等等近乎苛刻的前提假定之下。但

高等院校在规模变化的同时几乎很难囿于这些基本假定的限制。事实上，高等院

校在规模变化的同时基本伴随着产出特性以及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甚至是整个

办学目标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效益问题时候所必须面对的问

题。因此，对规模经济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及其结论的解释性和推广性应

该持一种谨慎的客观的态度。关于规模经济理论的详细论述和讨论见丁小浩博士

论文。 

对规模经济的研究结果一直以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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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对中国高等院校规模经济研究持支持或者批判态度的人中都是存在的。例

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研究结果意味着“高校规

模越大越好”。还有的作者在引用规模经济的研究结果的时候，会把某一时期实

证研究的结论作为固定不变的真理或者规律，例如对待高等学校的适度规模的研

究结果。 

无论如何，从规模经济的理论不能推演出“大就是好”，而只能推演出在没

有达到适度规模的范围之前，扩大规模会带来经济，而当超过了适度规模的范围

后，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高等院校总体规模和学校、系和专业规模的扩大并不

必然导致资源的合理配制和合理利用。一般而言，随着规模的增长而带来的是复

杂性,于是各级主管面临的挑战就变为在规模变大的优越性与复杂性的限制之间

寻求平衡。规模只是影响效率的众多因素之中的一个因素。组织结构是否能够优

化、管理水平是否能够提高等等无疑将决定高等院校能否真正实现规模效益。规

模作为衡量组织生产能力的指标之一，属于组织运行的宏观状态参数。规模的变

化必定会引起组织组织宏观和微观层次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学校目标的变化、

投入总量的变化、教学及管理等方面技术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及社会心理方面的

变化。因此，对于通过扩大高校规模的途径来提高效率的功用实际上是一把“双

刃剑”。
22
  

高等院校的规模经济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依然是不完善

的，例如缺乏既包括组织层面又包括技术层面的综合的探讨；缺乏对规模扩大的

清楚的定义；缺乏对于在影响效益的诸多因素中，规模作用的影响程度的分析。

由于规模的变化，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都将从规模的变化中受到影响，校园文化、

教师员工和学生心理等也都将会发生变化。另外，要区分长期和短期行为并不是

容易的。技术上，规模经济是长期行为的结果。它要求允许组织变化所有投入，

包括固定资产、教师和管理人员这类不变性的成本。但是在短期内，一些与固定

成本相关的投入是难以变化的。 

闵维方丁小浩 1997年在分析 1990年代中期的高等院校结构调整改革的时候

指出：规模经济理论是一种“长期理论”，它在解释高等院校结构调整这种管理

体制变革的过程时, 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当人们将镜头拉至长期的“历史的

                                                        
22
 同 4，pp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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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的时候, 往往会忽略许多在短期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结果, 体制改革在

舆论界的笔下往往会成为一种过于简单的只有乐观的预期, 没有痛苦的历程; 

只有共识和收益, 没有冲突和代价; 只有受益方没有受损方的整个社会共同追

求高等教育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他们认为诸如院校合并这种改革仅仅为提高规模

效益提供了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院校合并后, 即使生均投入没有变化,

投入总量也会增加, 如拨款总额增加、招生范围扩大等等; 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服

务范围将随之发生变化, 教学组织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 产出总量也会增加, 

这意味着必须处理更多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这些都可能对学校效率产生潜在的影

响。从结构方面看, 合并后学校中的结构问题, 如职务重叠、职权不清、结构臃

肿、冗员众多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内较为突出。受制于高校外部的制度化环境和国

家的劳动就业人事制度, 学校中教职员工的优化组合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导致新学校在一定时期内仅仅是原有学校的简单叠加。同时规模扩大必然带来新

分支结构的建立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学校中的结构一体化及组织协调的

难度加大。这些结构方面的问题如果在合并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好, 就会导致学校

运行效率下降, 从而吞噬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成果。院校合并后, 不同的群体有

可能带来组织内部价值观念的冲突; 有待进一步重新整合的校园文化和组织机

构使集中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较为困难, 决策、计划、控制方面的分散化有可能发

生, 协调问题和参与管理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将显得更加重要。从这种意义上说, 院校合并对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果管理机构或人员不能有效地应付这一系列挑战, 就会造成组织效率的下降。从

社会心理方面来看, 院校合并后能否解决学校中的激励问题, 尤其是学校层次

的效率激励机制问题, 以及能否清晰各类人员对任务和作用的理解, 也是能否

真正实现效益的制约因素。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们能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

关系, 驾驭好群体动力系统, 就能提高学校的效率; 反之就会疲于应付各种人

事问题, 不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造成学校的低效率。简言之, 院校合并

是解决小规模高校低效率问题的“双刃剑”。在合并过程中, 如果努力工作, 积

极创造条件, 认真处理上面提到的各种重要问题, 切实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 

则学校内部效率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反之, 学校内部效率不但不可能提高,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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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所下降，出现规模不经济。
23
 当我们今天对近二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规

模效益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时候，依然还是重申了以上这些观点。 

 

四、今后研究的建议 

图库曼等曾经指出，当将经济模型用于高校资源配置的过程研究的时候至少

需要有四个假定：1、一系列可以增加决策制定者满意度的办学目标是可以被确

定的；2）当有多个决策制定者的时候，存在着可以在众多冲突目标之间进行选

择的方式；3）存在稳定的最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也即目标不会经常变动；4）

为实现目标而追加的资源所带来的产出是可以被识别的。
24
  反思规模经济理论

应用于高等院校的时候，或许这几个假定并不显而易见的成立。从 1980 年代末

至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从精英阶

段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招生体制、经

费体制等等都进行了重大调整；高等教育自身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变化导致了高校重新组合院系和专业结构；⋯⋯。环境变化无疑影响到高等院

校的目标以及资源配置过程中参与者对这些目标所赋予的权重。由于高等院校的

非盈利组织特性，高校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高校的管理者的办学目标和

品位很大程度决定了高校产出。在这一系列重大变化过程中，要客观地识别和分

离出规模变动对中国高校办学效益的影响，即便不是不可能，在技术上也将比以

往更加困难。 

但是教育经济学在此领域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经济学理论为分析高等教

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供了丰富的框架。经济模型假定决策制定者是在资源约

束条件下，追求一系列办学目标达成的满意度最大化。例如规模经济假定学校的

目标是在学校产出同样的情况下，追求生均资源投入最小化。虽然对于一系列目

标，经济学家有理论模型，有要检验的和已经检验的研究假设，但目前为止依然

缺少的是对高等院校资源配置过程的经验事实的认识，特别是缺少对微观层面的

经验事实的深入的分析。
25
 因此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有可能将经济学理论

与高等教育领域的特性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 

                                                        
23
 丁小浩 闵维方“规模效益理论与高等院校结构调整” 《高等教育研究》 1997年第 2期 

24
 Howard P.Tuckman and Cyril F. Chang “ Participant Goals, Institutional Goals, and University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Fiscal Environment> 1990 
25
 Estelle James “Decision Processes and Prior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Fiscal Environmen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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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对规模效益的研究应该关注学校内部更加微观的层次，既应该从定量的

层次分析也应该从定性的层次分析规模的变化对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产生的影

响。 从理论上，加强对规模变化的内涵的分析；加强对规模收益的组织方面和

技术方面的综合影响分析；加强对高校规模收益形成机制的深入的探讨。在实证

研究方面，除从结果的角度开展新时期高校规模效益现象的调查分析外，还应该

加强对规模经济实现机理的过程的分析，深化规模对其他投入要素影响的分析。

这些是今后研究高等院校规模效益问题时值得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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