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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决策研究 
◆范玉红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山西省太原市  030008） 

 
摘要：个人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属于一种个体的投资行为，所以必然

存在风险成本以及收益因素。在对高等教育进行个人投资加以研究期间，

按照人力资源、教育供求以及财务投资这些理论需对投资成本、风险以

及收益加以系统分析，这样才可合理制定投资决策。本文，在对高等教

育方面的个人投资具体动因加以分析之上，对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具体

建议展开探究，希望能给家庭以及个人投资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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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阶段，伴随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与高校当前扩招力度
持续增大，个人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可以产生一定收益，然而和其他类别的
物力资本进行投资相同，个人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也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与风险性。所以，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方面投资之时，必
须要加以认真分析，这样才可作出一个正确决策。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个人投资这一理论的概述 
对高等教育进行个人投资是由成本以及收益构成的，其中成

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在这之中，直接成本指的就
是受到高等教育产生的所有直接费用。而间接成本还被称作机会
成本，指的就是因为上学放弃的那些可能产生的工资收入。而收
益则包含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的收益，其中货币收益是指上学期
间未来收益当中超出未上大学收益的部分。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动因分析 
（一）注重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承性 
一直以来，国内的传统文化都非常崇尚读书，人们认为唯有

通过读书才可不断提升个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所以，注重读书
具有的文化价值这一观念以及行为取向一直贯穿在中华文明当
中，通过千年传承以及积累已经变成一种深厚民族文化。而这是
个人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 

（二）受到知识经济这一时代不断召唤 
伴随信息技术这一科技革命的到来，知识经济这一时代已经

引发社会整体发展模式实现重大变革。如今，人才已经变成社会
当中 为稀缺以及重要的一种资源。而在教育领域当中，高等教
育处于高端位置，可以直接向社会输出一些优质人才。所以，对
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本质上就是对优质人才加以购买，对人才具有
的持续发展这一能力进行购买，这促使人们不断对高等教育进行
投资。 

（三）国内经济飞速增长具体需求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主动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之中，经济的

高速发展刺激了对高技术以及高知识人才的整体需求，各国在实
施国家战略之时，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但现阶段国内高学历、
高层次的人才总量不足，巨大的优质人才需求为高等教育方面的
个人投资提供一个广阔空间，致使很多人都将目光聚焦在高等教
育方面的投资之上。 

（四）对高等教育进行个人投资具有的示范效应 
近些年来，很多率先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毕业生在市场当

中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岗位以及技术岗位，在收益获得较大满足，
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借助高等教育对自身所在社会阶层加以
改变，对家庭命运之行改变。这对高等教育方面的个人投资产生
了一种示范效应，让很多人都看到了高等教育方面投资可以产生
的客观收益，进而热衷于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 

三、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建议 
（一）构建和大众化相符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理念 
近年来，伴随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朝着大众教育进行急速转

变，当前高等教育当中人才培养这一目标从培养少数精英教育转
向为培养众多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者。然而，很多家庭以及个
人观念依然停留于精英教育这一时期，个人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投
资还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对于此，投资者需要对大众化的高等教
育加以充分理解，对自身投资心态加以及时调整，构建和大众化

相符的高等教育这一投资理念，并且采用有效投资手段来获取较
高投资回报。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推动社会人资整体发展，同时
还能造福于个人以及家庭[1-3]。 

（二）增强高等教育的投资期间的风险意识 
个人在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期间，风险通常表现为预期收

益、就业、教育服务以及教育过度这四方面的风险。对高等教育
或者其他教育进行投资会产生一些积极收益，尽管进行错位竞争
或者投机可能会产生较高风险，然而人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期间，
除了要对收益加以考虑之外，同时还要对收益具有的不确定性加
以充分了解，以防进行盲目投资为自身以及家庭造成较大损失。
对于此，个人以及家庭必须增强高等教育方面投资期间的风险意
识，对高等教育方面投资可能造成的具体风险加以全面了解，之
后再对投资决策加以制定。这样才可对自身以及家庭财产加以保
证。 

（三）对职业教育方面投资加以关注以及重视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着职业教育，尤其

是中职教育，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扶持政策。而且，社会对于职
业技术方面人才整体需求十分旺盛，职校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就业
形势，这使得职业教育给广大人民提供很多不同的投资教育的机
会。对于此，个人以及家庭必须要对具体投资对象，也就是子女
接受教育的具体基础以及能力加以全面系统以及充分评估，进而
在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间做出一个合适选择。 

结论：综上可知，伴随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与高校当前扩招力
度持续增大，如今个人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早已变成一种普遍
现象，这是受到个人以及家庭注重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承性，受到
知识经济这一时代不断召唤，经济增长的具体需求以及对高等教
育进行个人投资具有的示范效应的综合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
育方面的投资之时，需构建和大众化相符的高等教育的投资理
念，增强高等教育的投资期间的风险意识，对职业教育方面投资
加以关注以及重视，这样才可进行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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