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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在湖北省抽样选取3000个样本,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非结构式访

谈。认为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具有消费意愿强烈、支付能力有限、目的短期功利化取向、非理性消费、对
高等教育满意度低、选择非内地化倾向明显等特点;从家庭因素、高等教育自身状况和高等教育类型3个角度,

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提出增加家庭收入、规范高校收费、引导理性消费和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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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教育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现实

环境中,高等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等教育消费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

动。高等教育消费需求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

制约,高等教育消费市场尚不完善[1]。在我国广大

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就业率、家庭收入种种因素制

约,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消费面临着诸多问题。而

国内相关研究领域探索才刚起步,实证研究缺乏,高
等教育消费研究比较零散,未形成系统,研究层面受

局限,缺乏宏观性。同时针对城镇家庭高等教育消

费的研究比较多,针对农村家庭的很少。为了合理

引导广大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选择,理
性地消费高等教育,有必要深入剖析农村家庭高等

教育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

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结论探讨立足于详实的数据分

析、定量分析,为引导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理性消费和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研究采取分层抽样和典型研究相结合的办法,

在湖北省黄冈市、黄石市、咸宁市、武汉市、荆州市等

5个地市总共选取了3000个样本,针对湖北农村家

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调研,共发

放问卷3000份,回收2950份,其中有效问卷2910
份,有效率98.6%。湖北省地处中部,农村家庭高

等教育消费具有很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暋暋一、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
需求特点分析

暋暋1.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十分强烈

湖北省农村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消费意

愿强烈程度,是本研究调查的所有问题中最显著的一

个项目。在回答“您是否会让子女参加内地高考暠的
问题时,2910个有效样本的统计中显示,高达97%的

家庭会让孩子参加高考,希望接受高等教育,3%的家

庭会让孩子放弃高考,其原因是孩子成绩不理想,难
以考上任何高校。这就表明,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是几乎所有湖北省农村家庭的共同心愿。即使家庭

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家长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如果第一次高考未能如愿,学生选择复读的

比例高达13.3%。这一点在有选择性的家庭访谈中

得到证实,几乎没有农村家庭会主动放弃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北省农村家庭高

等教育消费意愿十分强烈。

2.高等教育消费支付能力十分有限

近10年来高校学费逐年上涨,收费名目繁多。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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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8000元/年 不 等,学 费 猛 涨 约 20 倍。从

2001年开始,各高校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专业平均学

费基本在5000元/年左右。表1为2000年部分省

市高校学费标准。
表1暋2000年部分省市高校学费标准 元/年

省市
一般
文科

重点
文科

一般
理科

重点
理科

一般
医科

重点
医科

陕西 3500 3850 4500 4950 4500 4950
福建 3000 3900 3000 3900 4000 5200
湖北 3600 5000 3600 5000 3600 5000
河南 3500 3500 3500 3500 4500 4500
江苏 3600 4000 3600 4000 3600 4000
广东 3800 4560 4300 5160 4800 5760
天津 3200 4200 3200 4200 4000 5000

暋注:数据系根据各省市物价局和各职业技术学院网站资料整理。

二级学院的学费更是高的惊人。学费几乎是民

办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每年平均学费,文科类专业

约为10000元,理工科多为12000元,而艺术类专

业则高达15000元左右。目前一名普通高校的全

日制普通专业本科生的学费大约为以5000元左

右,再加上每年近5000元的学习生活开支和每年

约1000元的住宿费,那么全年消费为11000元[2]。
本问卷结果统计显示,湖北省农村家庭收入来

源主要是以农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为主,年收入

在10000~20000万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占46.8%;
家庭年收入在10000以下的家庭占31.0%;所以对

七成左右的家庭来说,要承担至少每年11000元的

大学费用,是超出其支付能力的。
在本研究的调查中,能够接受的大学费用在

5000元以下的家庭有1623户,占55.2%;家庭高

等教育支 付 能 力 在 5000~10000 元 之 间 的 有

1206户,占41%。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农村家庭

只能支付5000元以下的学费,而绝大部分的家庭

只能承担10000元以下的学费。所以,湖北省农村

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3.高等教育消费目的的短期功利取向

在广大农村中,高等教育一直被神化,上大学被

认为是农村家庭子女“跳出农门、吃上皇粮暠的最重

要的渠道。高考一度被认为是体现社会阶层公平的

最主要通道。几乎每个农村家庭父母都希望让孩子

读书上大学,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所以广大农村家

庭选择高等教育消费以就业为导向,就业率是农村

家庭衡量和选择大学的重要标准,就业率直接决定

家庭对高校类型和专业的选择。从本研究统计结果

来看,农村家庭在选择国内大学时首先考虑就业率

因素,比重达28.1%。大多数家长们关心的是教育

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教育的过程本身,至于子女的兴

趣、子女如何看待高等教育,都还没有进入家庭视

野,这说明农村家庭还远不了解高等教育,不能理性

地看待高等教育,神化了高等教育,把功利作为接受

高等教育的唯一追求和价值。这就不难理解,由于

近些年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找工作难,部分地区

“读书无用论暠思想泛滥,重庆等多地出现上万名高

中生放弃高考的现象。

4.高等教育非理性消费倾向严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的

制约。如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忽视了自己的收入

水平,一味追求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就会导致非理性

消费行为的出现。
湖北省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非理性消费比

较严重。在家庭年收入与家庭能够接受的大学费

用交互分类统计分析中,发现家庭年收入与愿意

支付的大学费用在一定区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愿
意支出的大学费用明显超出家庭收入的支付能

力。在湖 北 农 村 中 占 很 大 的 比 重 的 年 收 入 在

10000元以下家庭中,仍有74.4%的家庭能够接

受5000元以下的大学费用,24.8%的家庭愿意承

受5000~10000元/年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远超

过其家庭年收入。在访谈中,这些家庭明确表示,
如果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会
选择向亲戚朋友借钱、变卖家产、选择助学贷款或

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绝不放弃让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这说明高等教育非理性消费现象已

经在农村家庭比较普遍,亟须倡导理性消费[3]。

5.高等教育消费满意度低

满意度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和体验,它受到

认知性因素与情感性因素的综合影响。学生教育消

费满意度是最能直接反映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

指标。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和评价,是根据各自

所关心的多种因素做出的综合评价,显示出其对高

等教育的满意状况[4]。
“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满意状况暠的调查显

示,认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质量一般的占60.7%,
较差的占17.4%,非常差的占7.2%,仅有14.5%
的家庭主观印象认为比较好,非常好的只占0.2%,
这表明湖北省农村家庭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总

体满意度不高。

6.高等教育消费选择非内地化倾向明显

近些年,港澳台高校在内地招生工作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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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在内地吸引大量生源,引起社会关注,留学

热兴起。农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难以承担港澳台、
国外高校高昂的费用,选择非内地高等教育的可能

性小,所以绝大部分家庭不得不选择内地高等教育。
但在内地高等教育、港澳台高等教育、国外高等教育

的倾向性选择调查中,希望接受国外高等教育比例

高达 19.5%,希望接受港澳台地区 高 等 教 育 占

4.3%,表明高等教育消费向往非内地优质教育倾向

明显。而在倾向于选择国外高等教育的原因调查

中,58.4%的高中生认为“国外高等教育质量高于

国内暠。
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选择的非内地化

倾向,是对港澳台、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向往和

选择。港澳台、国外高等学校在内地招生不过几年

时间,机制尚未健全,但影响力惊人,值得内地高校

反思和警觉。

暋暋二、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
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暋暋1.家庭因素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

(1)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

响。从国内外家庭高等教育研究结果看,父母亲的

文化程度、职业都会对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产生

重大影响。本研究所涉及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高等

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以父母文化程度因素为自

变量,探讨它们对内地高等教育消费意愿的影响。
父亲文化程度与高等教育消费意愿交互分类如

表2。
表2暋父亲文化程度与高等教育消费意愿交互分类 %

父亲受教育
程度

你愿意接受国内高等教育吗

很不
愿意

不愿
意

愿意
比较
愿意

非常
愿意

合计

小学及以下 2.1 10.6 61.6 22.7 3.0 100.0
初中 8.7 12.7 60.5 17.9 0.2 100.0

高中或中专 4.8 14.6 60.3 19.4 0.9 100.0
大专及以上 0.0 10.7 50.0 39.3 0.0 100.0

x2=47.100,P=0.000

暋暋卡方检验P=0.000<0.05,表明父亲文化程度

与内地高等教育消费意愿高度相关;同样,在母亲文

化程度对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影响的统计中显示,卡
方检验P=0.000<0.05,表明母亲文化程度与高等

教育消费意愿也高度相关。
从对湖北省的农村家庭调查结果来看,父亲文

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水平,样本中有1789户家

庭中的父亲为初中文化程度超过一半,占被调查家

庭的60.5%,该地区农村家庭的母亲文化程度普遍

低于父亲的文化程度,而且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小学

以下文化程度。父母亲文化程度与高等教育消费意

愿相关性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表明几乎所有的父

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且总体上

父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

愿更强烈。另一方面,父亲与母亲相比而言,更能对

子女上大学,接受内地高等教育有更理性的判断,这
在访谈中得到了证实。

此特点可能源于4个方面的原因:栙父母亲文

化程度越越高,对子女的要求也提高了,“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暠的心态更加强烈。栚父母亲文化程度越

高,自身能力越强,拥有相对较高的农村家庭收入,
能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财力支持。

栛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视野更开阔,更能体会到知

识技能的重要性,所以更注重子女高等教育投资。

栜父亲与母亲相比而言,作为家庭主力,长期在外打

拼,视野更开阔,在高等教育选择方面比母亲认识更

深刻一些。值得重视的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即
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消费

的意愿特别强烈,明显高于文化程度在小学到高中

的父亲的意愿,仅次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

3%的父亲表示“非常愿意暠接受高等教育。原因在

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大多从事最底层的职

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工作特别辛苦;另一方面,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因为文盲的身份他们存

在自卑感,经常遭受歧视。所以这些人对没有受过

教育而带来的痛苦和不便比其他人感受更深,把改

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子女接受高等教

育的期望特别强烈,而且功利性色彩十分强烈,非理

性因素更多[3]。
(2)家庭收入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家

庭作为子女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家庭收入是家庭

为子女求学而支付的各种费用的保障。家庭的收入

情况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等教育消费的支出

和消费能力。鉴于此对家庭年收入与家庭愿意接受

的大学费用交互分类分析,结果见表3。
卡方检验P=0.000<0.05,表明家庭年收入与

家庭愿意接受的大学费用高度相关,家庭年收入对

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影响非常明显。总体来看,家庭

年收入越高,学生支付能力越强,越愿意在高等教育

上花更多的投资。随着家庭年收入的降低,学费支

付能力也越差。年收入在30000~50000元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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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38.6%的家庭能够接受5000~10000元的大

学费用;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家庭中,有22.7%
的家庭能够接受10000~20000元的大学费用。这

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对高等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

越强。
表3暋家庭年收入与家庭愿意接受的大学费用

交互分类 %

家庭年
收入约为

家庭愿意接受的大学费用(每年)

0.5万元
以下

0.5~1.0
万元

1.0~2.0
万元

2.0万元
以上

不确
定

合计

1万以下 74.4 24.8 0.6 0.2 0.0 100.0
1~2万 55.2 41.9 2.9 0.0 0.0 100.0
2~3万 25.5 67.3 6.5 0.7 0.0 100.0
3~5万 43.4 38.6 18.1 0.0 0.0 100.0
5万以上 45.5 18.2 22.7 9.1 4.5 100.0

x2=616.772,P=0.000

暋暋值得注意的是,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家

庭,在湖北农村中占很大的比重,仍有74.4%的家

庭能够接受5000元以下的大学费用;24.8%的家

庭愿意承受5000~10000元/年的费用,而这些费

用远远超过了家庭年收入。只有少部分农村家庭能

够承担子女高等教育的费用,绝大部分农村家庭承

担不起子女高等教育的费用。在访谈中发现,农村

家庭在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

用时,这些家庭选择向亲戚朋友借钱,助学贷款,变
卖家产来解决高等教育费用问题,无一选择放弃接

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存在很

大矛盾。高昂的大学费用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门

槛,但没有影响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说明农村家庭

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

2.高等教育就业率和质量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

的影响

在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调查中,
家长们对于高等教育最关心的是就业率和高等教育

质量。本研究主要就这2种因素着重探讨。
(1)高等教育就业率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

响。近些年,由于高校扩招,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

供大于求,而且人才结构也不合理,造成大学生结构

性失业,加上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了就业率

成为影响农村家庭选择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
在湖北省农村家庭“选择国内大学时主要考虑

因素暠的调查中,就业率排在了第一位;在对“国内高

等教育最不满意因素暠调查中,大学生就业状况占首

位,高达67.1%。农村家庭普遍认为,目前大学生

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就业率低。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农村地区“读书无用论暠又
有抬头的趋势。高考弃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教

育部统计,2009年我国有834万高中生,高达84万

高中生放弃高考。弃考学生中,城镇学生多为参加

洋高考,农村学生则因各种原因与高考无缘。据重

庆招生办统计,2009年重庆万名高中生放弃高考,
其中不少属于农村生源。弃考现象尤其在农村中学

中比较常见。在湖北省农村家庭调查中,有弃考意

向的高中学生高达3%。在弃考的原因调查中“读
书无用,找工作难暠的比例高达56.1%,超过家庭因

素的影响,见表4。这充分说明在农村家庭中,高等

教育就业率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很大。
表4暋弃考原因调查

弃考原因 占比/%
中学毕业后就业养家 7.5
大学学费昂贵,家庭承担不起 3.5
读书无用,找工作难 56.1
成绩不够好,对考上理想的大学没有信心 31.8
学校追求升学率被迫弃考 1.1

暋暋(2)高等教育质量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
见表5。高等教育质量与高等教育意愿交互分类统

计分析中,卡方检验P=0.000<0.05,表明高等教

育质量与高等教育意愿密切相关。认为高等教育质

量很好的家庭,全部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认为高等教育质量较好的家庭中,有75.2%的家庭

非常愿意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我国对高等

教育质量没有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农村家庭的

主观印象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几乎以自己

的主观评价为依据进行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决

策[5灢6]。
表5暋高等教育质量与高等教育意愿交互分类 %

高等教育

质量

是否愿意接受国内高等教育

非常不愿意 不愿意 愿意 非常愿意
合计

不好 2.8 5.6 44.4 47.2 100.0
一般 0.0 0.7 31.9 67.4 100.0
较好 0.0 0.0 24.8 75.2 100.0
非常好 0.0 0.0 0.0 100 100.0

x2=45.656,P=0.000

暋暋高等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

消费需求的选择。近几年,随着内地教育市场的开

放,港澳台、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在内地招生兴起,与
内地高校争夺优质生源的竞争已经变得激烈化,家
庭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选择也变得更多样化。在湖

北农村家庭非内地高等教育意愿调查中,19.5%的

家庭表示向往国外高等教育,4.3%的家庭表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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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允许的话,更愿意接受港澳台地区高等教育,内
地高等教育对农村家庭的吸引力占75.7%。

3.高等教育类型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

(1)高校类型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本

研究的高校类型以所拥有的“学科门类暠为标准,将
高等学校划分为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农林地矿

类院校、师范院校、财经政法类院校、艺术体育类院

校和军事院校,探讨农村家庭的选择倾向。
在高校类型影响调查中,财经政法类高校最受

欢迎,比率高达30.0%,这与近几年社会普遍认同

的财经政法类专业需求空缺大、就业好的形势紧密

相关;综合类、理工类高校分别占21.8%、15.8%;
师范类、军校在农村家庭中占有一定的市场和良好

的口 碑,所 占 比 例 也 很 高,分 别 为 为 12.9% 和

12.1%。访谈中发现,大多数家庭基于以下理由选

择师范类和军校:一是师范类和军校读书有补助,能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支出,尤其重

点师范院校有一定免费生名额,在农村中反响比较

大。二是师范院校、军校毕业后,从事教师、军人职

业稳定,社会地位高,不愁工作,在农村中受到广泛

认可。艺术体育类院校占8.9%的比例,受到农村

家庭的一定程度的认可。主要原因是:艺术体育类

院分数录取低,容易被录取,大多数农村家庭认为孩

子学艺术体育特长“容易考大学暠,这与农村高中教

学质量普遍偏低,学生文化成绩不理想有关。但艺

术体育类院校学费远高于其他类型高校,高额的学

费往往让年收入不高的农村家庭负债累累,“倾家

荡产暠。
选择农林矿类高校只占3.7%的比重。访谈中

发现,社会对农林矿类高校的偏见在农村中根深蒂

固。农村家庭普遍认为农林矿类高校专业偏、社会

冷门、不好就业、社会美誉度差,尤其不符合农村家

庭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跳出农门暠摆脱农民

身份的愿望和预期。大部分农村家庭对农林矿类高

校专业不了解,甚至有很深的误解。
在调查中发现,高校类型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

消费需求的影响是多层次,复杂化的,迫切需要政府

对高校类型合理调配组合,高校自身也应扩大宣传,
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选择进行合理地引

导,从而实现科学理性地消费决策。
(2)高校专业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在

高校专业影响调查中,最受欢迎的是经济学专业,高
达23.3%;其次为管理学,占22.7%;艺术类,工学,

军事专业相当,都在5%;农学、历史学、哲学,则成

为冷门类专业,都不超过3%。
从选择的专业类型来看,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

的需求选择很明显,一直以就业为导向,偏向选择社

会认同度高,容易就业的所谓热门专业。

暋暋三、结暋论

本研究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消费

需求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湖北省农村家庭对目前高等教育消费满意

度低。湖北省农村家庭对目前高等教育根据自身主

观印象,社会认可程度,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和就业

率等因素做出的选择和评价,认为高等教育的状况

不好,对目前高等教育消费满意度低[7灢9]。
(2)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目的具

有短期功利性。对于教育消费需求目的,湖北省农

村家庭把就业摆在第一位,并且把就业率作为高校

类型及专业选择的首要因素。但该地区农村家庭普

遍比较贫困,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希

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后,能够脱离农村,摆脱贫

困,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而在目前金融危机

探底,经济发展受阻,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情

况下,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抬头,甚至有3%的家

庭子女有弃考倾向。
(3)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意愿十分强

烈,但支付能力有限,非理性色彩浓重。湖北省农村

家庭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大,意愿强烈,九成以上家

庭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该地区农村家庭年收

入普遍在2万以下,无法承担相对高昂的高等教育

费用,而在进行高等教育消费时,基本不考虑家庭的

经济承受能力,家庭对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非理性

色彩浓重。
(4)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受多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如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

入水平、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就业率、高等教育

类型等,均会影响高等教育消费需求。所以,高等教

育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和高校应合理引导农村家庭

高等教育的理性消费,针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

需求的真实状况制定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在进行专

业设置时,充分考虑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消费特征。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解决湖北省农村家

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中呈现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

着手: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75



暋暋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103期)

入,从而提升高等教育消费购买力;对高等教育收费

标准进行调整,规范整治教育乱收费行为,缓解农村

家庭中“因教致贫暠现象;加大宣传,让农村家庭充分

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潜在风险,合理消费和投资;高校

应进一步重视教育质量,提高就业率;政府应加大高

等教育投入,探索新型办学模式,增加优质教育资源

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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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Basedonthe3000samplesinHubeiprovince,thispapermakesaquestionnaireinvestiga灢
tionandnon灢structuredinterviewsonconsumerdemandofhighereducationinruralhouseholds.There灢
sultshowsthatconsumerdemandofhighereducationinruralhouseholdshasthefollowingcharacteris灢
tics:strongconsumerdemand,limitedpaymentcapacity ,short灢term utilitarianorientation,irrational
consumption,lowsatisfactioninhighereducationandotherinnovativefeatures.Fromthreeperspective
offamilyfactors,highereducationperse,typesofhighereduc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influencing
factorsofconsumerdemandofhighereducationinruralhousehold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four
countermeasures:increasefarmer暞sincome,standardizecharge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channelrea灢
sonableconsumptionandimprovethequalityofhighereducation.

Keywords暋ruralhouseholds;highereducation;consumerdemand;consumerwillingness;reasona灢
ble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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