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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双重效应
3

———两个典型回族社区的对比论证

罗强强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02)

摘 　要 :一般认为 ,教育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但实证分析表明 ,对一些民族地区而言 ,教

育不仅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反而从某种程度影响了其经济的腾飞。因此 ,教育必须与地方经济发展

相衔接 ,要树立大教育观念 ,逐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 ,摆脱低文化氛围 ,更新观念 ,树立改革意

识、竞争意识、创新和开拓意识 ;要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技术教育 ,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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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effect of education in m inor ity nationality areas
—Com para tive study of two typ ica l comm un ities of the Hu i Na tion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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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education has p romoting effect on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overty - stricken areas,

however, emp ir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ducation can not only have no p romoting effect on loc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but also may

affect econom ic development to some degree in some m 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hus, education must be in harmony with loc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Comp rehensive education outlook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gradually rais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peasants in

m 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o get rid of low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to renew ideas, to establish reform idea, innovative idea and

exp loiting idea. M inority nation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largely developed and all kinds of p rofessional talents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p lan for econom ic development in m 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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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教育理论认为 ,“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

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

低 ,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 ”,“我国西

部地区之所以落后 ,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

缺少 ,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 ”。[ 1 ]的确 ,教育是经

济发展最为重要和积极的促进因素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 ,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的历程所证明。但是 ,教

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有着另一种性质 ,即若不恰

当处理二者的关系 ,教育有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

能并无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宁夏固原市两个典

型回族社区 ———西吉县单家集和泾源县庞东村的

调查和统计分析 ,对教育在贫困地区的改革与发展

进行了新的阐释 ,期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单家集和庞东村基本情况

单家集处于西吉县兴隆镇南端 ,辖有单南和单

北两个行政村 ,以商业发达闻名于周围。全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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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689亩 ;现有居民 786户、4078人 ,其中回族

3996人、汉族 82人 ;外来常住人口 300多人 ,流动

人口 500多人 (截至 2003年统计 ) ,回族占总人口

的 95%以上 ,是典型的西部回族社区。2004年单家

集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500元 ,人均有粮 500公斤 ,

在 1994年就被自治区列为小康试点村。

庞东村位于泾源县东峡乡东南部 ,属丘陵山谷

地带 ,辖 3个村民小组 , 1个村委会。2004年 ,全村

217户、965人 ,粮食播种面积 2170亩 ,人均 2. 4亩 ,

人均粮食 360公斤 ,人均纯收入 1100元 ;劳务输出

劳动力 200多人 ,劳务收入 48万元。本村为纯回族

村 ,设有一所初级小学 ,在校学生 156人 ,儿童入学

率 98. 7%。

二、实证分析 :教育的双重效应

一般来说 ,在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中 ,人们很

容易观察到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个人的人力资

本水平 ,尤其是受教育的水平。[ 2 ]教育的收益率无

论是从私人的层面看 ,还是从社会的层面观察都是

非常显著的。

韦尔奇 (W elch)称教育能促进生产中的技术和

资源配置的效能为教育对提高“工人功能 ”或“资源

配置 ”的作用 ,这种作用就是教育的“边际成果 ”,也

就是教育对提高个人素质所作的贡献。[ 3 ]这种观念

是指接受更多的教育能使人们用一定数量的物质

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本课题组从对固原市四县一区随机抽样调查

所得的 299有效份问卷中 ,单独分析了在西吉县单

家集和泾源县庞东村各获得的 60份有效问卷 ,利用

SPSS12. 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

表 1、表 2所示。
表 1　教育与家庭总收入的相关系数

Model
非标准化系数

B Std. Error

标准化系数

Beta
T值 显著性水平

(Constant) 1. 910 0. 672 2. 844 0. 005

文化程度 0. 332 0. 147 0. 130 2. 266 0. 024

家庭的总人数 0. 375 0. 114 0. 188 3. 293 0. 001

孩子一年上学大概花多少钱 3. 630E - 5 0. 000 0. 109 1. 901 0. 058

　　　　Dependent Variable: 您家去年的总收入

　　资料来源 :课题组对宁夏固原市四县一区农村抽样调查资料整理

表 2　固原市经济发展中教育作用的评估

抽样村落 因变量 样本数
在回归方程中受控制

的其他变量

教育变量

的系数
F值 T值 显著性水平

单家集 家庭总收入 60
家庭总人数

孩子上学的年负担
0. 501 5. 596 1. 734 0. 002 ( a)

庞东村 家庭总收入 60
家庭总人数

孩子上学的年负担
- 0. 287 0. 392 - 0. 887 0. 759 ( a)

　　　　Predictors (Constant) :您家孩子一年上学大概花多少钱 , 您的文化程度 , 您家庭的总人数

　　Dependent Variable: 您家去年的总收入

　　资料来源 :课题组对宁夏固原市四县一区农村抽样调查资料整理

　　在对西吉县单家集和泾源县庞东村进行对比

研究时 ,我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可信度设在

95%的区间 ) ,把家庭总人口、文化程度和孩子上学

负担作为自变量 ,家庭总收入作为因变量 , t值检验

结果表明三个自变量总体上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比

较显著。但是相对而言 ,文化程度对家庭总收入的

影响并不是太显著 ,反而家庭总人口在经济发展中

起着显著的作用 (如表 1)。但是当我们以地理位

置、家庭收入等为标准对两个典型回族社区分别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 ,不同的社区中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 (如表 2)。

对单家集所得的 60 份问卷分析表明 : F =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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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96, F0. 05 (3, 60) = 1. 41, F﹥ F0. 05 (3, 60) ,即作为

自变量的家庭总人口、文化程度和孩子上学负担与

因变量家庭收入的相关程度是很大的 ;在文化程度

对家庭总收入的 T值检验中 , T = 1. 734, Ta /2 (58) =

1. 671, T﹥ Ta /2 ,即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很显著。

而在庞东村所得的 60份问卷统计分析的结果

如下 :

F = 0. 392, F0. 05 (3, 60) = 1. 41, F < F0. 05 (3, 60)

T = - 0. 887, Ta /2 (58) = 1. 671, T < Ta /2

这表明 ,在庞东村 ,教育不仅没有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腾飞。

这打破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值 ,也正好

印证了著名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

应的观点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教育永恒地

和稳定地促进经济进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国

家生活中 ,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发挥何种程度的

促进作用 ,甚至能否发挥促进作用 ,需要进行具体

的分析。”[ 4 ]

在泾源县庞东村这样的西部局部贫困地区 ,我

们无法得出经济与教育呈线性相关的结论。因为

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不仅是教育一项 ,制约教育发

展的原因也不完全都是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 ,在经

济与教育之间一直存在着众多的社会因素干扰着

这两者的发展。

就回族社区而言 ,当地的经济活动是整个社区

运转的物质基础 ,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不

仅仅作教育运转的需要 ,还得提供给其他社会活

动。至于按什么样的比例提供给教育 ,则因地而

异 ,因时代而不同。从宏观上看 ,既不取决于当事

人的意愿 ,也不取决于某项具体的政策 ,而受制于

长期发展起来的社会传统 (非正式制度 )。正因为

如此 ,有的回族社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由于

长期以来重视学校教育 ,因而投资于教育的资金在

整个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自然很高 ,尽管经济

相对落后 ,教育仍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

有些回族社区恰恰相反。

泾源县庞东村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

会 ”,村民生于斯 ,死于斯 ,“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

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 Face

to face group ,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 5 ]他们认

为只要邻里和睦 ,社会生活融洽 ,个人能处身立世

就足够了。对于学校教育 ,那是因人而异的事情 ,

子女如果考出大山 ,能够在外面就业 ,家长自然感

到荣耀。假如读不下去 ,或者根本不识字 ,回家种

田 ,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因此在一部分农民眼中 ,

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种好土地、搞好副业影响不

大。回族社区所办的学校 ,除了文化学习在学校实

施以外 ,学生物质生活的主要来源还得通过家庭和

社会支撑。这样农民觉得供孩子上学就像是一场

赌博 ,初中、高中费用已经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 ,孩子能否考上大学还是未知数。孩子考上大

学 ,家里会背上一个更大的包袱 ,大学毕业能否找

到好的工作仍是未知数。而且教育由以前的精英

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 ,考上大学早已不等于鲤鱼跃

龙门 ,就业压力之大也早已碾碎了“十年寒窗 ,一举

成名 ”的单纯梦想。这就很难让一些回族社区的学

生把争取优异成绩放到自己的首攻目标。泾源县

庞东村一位农村老教师告诉笔者 ,农村家庭经济收

入有限 ,相对而言学生上学费用高 ,农民负担不起。

调查中 ,认为“能负担得起学生上学费用 ,但是占去

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 ”的农民占了相当部分。庞东

村几位中专毕业的学生已经待在家里几年了 ,既不

会种地 ,又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家里反而欠下了一

屁股的债务 ,倒成了街坊邻居教育孩子的反例。因

而多数家长担心孩子考不上中专、大学还花去家里

巨资 ,让家庭背上几万元的负债 ,于是产生了学了

知识用处不大的思想观念 ,从而把送子女上学视为

可有可无的事情。

三、启示 :教育要与民族地区发展相衔接

以上教育在贫困地区双重效应的实证分析 ,同

时也说明了教育应与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民

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教育的基础 ,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的状况直接决定了教育投资的总量。有雄厚的

经济发展基础之后 ,才会有足量的教育投资 ;教育

同样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通过教育培养出

满足民族经济需要的人才 ,才能创造出高的劳动生

产率 ,加速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由于固原市经济

长期落后 ,社会生产总体上属于粗放型经营 ,人们

的观念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转换过来 ,这

样就导致了该地区经济与教育基本上处于恶性循

环状态 :经济不发达 →低教育投资 →低素质的人 →

低劳动生产率 →经济不发达。

胡鞍钢、温军在研究了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的社

会发展战略之后 ,提出了新世纪西部民族地区应实

施“以人为本 ,社会发展优先 ”的新追赶战略。[ 6 ]这

一理论的实质是正确理解了教育与民族地区经济

协调互动的关系。当前从宁夏固原市的实际情况

来看 ,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储备主要还要靠提高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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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育的整体水平 ,培养大批各级各类人才。也

就是要通过强化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

用 ,优先缩小知识发展差距与人类发展差距 ,进而

加速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从这一角度讲 ,固原

市的教育发展战略必须要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相一致 ,并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

分 ;反过来 ,固原市教育的优先发展 ,必将为该地区

储备大量的知识与人力资源 ,进而为加速缩小经济

发展差距创造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教育才能

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 )树立大教育观念

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在社会运动 ,必

须同社会的多种因素发生相互作用 ,并形成自己多

方面的职能。在教育与社会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中 ,它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尤为重要。但是教育

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 ,它与经济规律中的投资少、

见效快的利益倾向相违背。因此要注意解决“经济

发展 ,文化滞后 ”的问题 ,使两者协调发展 ,良性循

环。要在发展幼儿教育、普通教育、中等职业技术

教育、各级各类成人教育的同时 ,积极发展各类非

正规教育。加强民族地方农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教育 ,建设和利用各种文化设施如文化中心、图

书室等 ,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摆脱低文化氛

围 ,更新观念 ,树立改革意识、竞争意识、创新和开

拓意识 ,为民族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

“软环境 ”。
(二 )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是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突破口 ,是

教育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切合点 ,它更具有“立

竿见影 ”的功效 ,能让社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看到

教育的价值。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原则 ,可以使职业

教育的实用性、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进一步得到

强化 ,更加适应民族地区的特点。民族地区职业教

育发展应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 ,要根据需求在水

平、层次、范围及办学结构上更具多元化 ,形成以初

中教育为主要形式 ,小学教育、高中教育、成人职业

技术培训相结合 ,并将基础教育渗透职业技术教育

的复合办学模式。在专业设置上应结合当地的经

济发展的特点 ,强调实用性、技术性。

(三 )有计划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

种专业人才

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以流通为主的模式 ,逐步

发展以加工、储存、流通为基础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目的经济模式 ,使零星的、松散的、自发的经济逐步

地向集体化、专业化和模式化的民族经济发展 ,这

就要求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在西吉县单

家集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成功的商人应该从文化知

识、讲求信誉、市场观念、决策水平、技术水平、管理

水平、经营思想、效益原则等八个方面提高水平 ,这

就要求民族地方的学校在教育培养学生时 ,不仅要

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而且要培养各种能力和素质 ,

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培养“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 ”的急需的专业人才。
(四 )积极发挥民族地区传统社会资本的优势

目前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存在的问

题不是社会资本过少 ,而是社会资本的封闭性太

强 ,规模太小 ,向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转化缓慢。

民族地区宗教作为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既有的社会

现象 ,有着深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基础和渊源。

我们要珍视和挖掘宗教这种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

功能价值 ,从而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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