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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与方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比如不同层次（专科、本科、硕

士与博士）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网络远程教育的蓬勃发展等，在取

得成绩的同时，争议的声音也层出不穷。之所以这些变革会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争论，背后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大学作为一个典型的多产出组织有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

那么在增加大学某项功能的投入或产出时，是否会影响其他功能的投入与产出，这必然会引

起与大学相关的各个主体的普遍关心。 

本课题从成本投入-多种产出的视角对北京市研究型大学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面

的成本-效率进行客观的评价与系统的梳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本课题以北京市的

教育部直属高校为案例来分析北京研究型大学的情况。在对国际国内相关文献充分调研以及

对当前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大背景的重要问题进行提炼的基础上，本课题形成了三个研究视角

展开研究。 

其一，最近国际上有学者指出，通信领域的技术变革正在影响着高校的管理、成本与产

出，因此远程教育在共用技术、资源等方面和传统教育之间可能会存在成本互补进而带来范

围经济（Cohn 和 Cooper，2004；Curran，2008）。但相关的实证分析到目前为止，依然非常

缺乏。鉴于此，本课题专门对北京市研究型大学进行远程教育的成本与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二，进入新世纪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很多国家的大学希望通过扩大

国际学生的规模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OECD（2009）指出 2007 年有超过三百万的学生

在非母国的大学注册就学。我国政府对此也不例外，希望通过加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从而提升国家形象。2010 年，中国政府制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根据这一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来促进中国高等教

育的国际化，包括通过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来吸引国际学生来华学习等。北京市政府也推出了

相应的政策吸引国际留学生。尽管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将会给首都及其大学带来一系列的学

术和经济上的利益，但也会带来相应更多的相关成本。那么，招收国际学生是提高了还是降

低了北京市高校的运行效率？本课题以北京市研究性大学为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

专门的实证分析。 

其三，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受到高

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因此非常有必要实证分析高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成本

关系，并分析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范围经济。因此，本课题对北京研究型高校产学研相结合的

成本—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课题主要利用国际上成熟的多产出组织理论来进行分析。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经

济学家在研究多产出组织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称之为多产出组织理论。这个理

论认为，如果单个组织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时，其总成本要比单独放在不同的组织生产

的成本之和少，那么这就表明这种生产存在着范围经济，而这种多种产出的生产方式也被称

为是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Panzar and Willig, 1981; Baumol 等,1982）。Baumol

和他的同事(1982)开创性地构建了一整套分析多产出组织（Multi-product Organization）

的成本-效率的工具，并总结指出在分析多产出组织的研究中。此后，这一分析多产出组织

的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银行业、交通运输业、公用设施、电信业以及医疗服务行业等具有

多产出组织特征的行业中。 

Cohn 和他的同事(1989) 首次将多产出组织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运

行效率，在这篇研究中，Cohn 和他的同事应用二次成本函数（quadratic cost function）

分析了美国的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目前针对高等教育范围经济的

实证研究中，除了少数研究使用了 CES（比如：Johnes，1997；Izadi et al.，2002）和超

越对数成本函数（比如：Nelson 和 Hevert, 1992; Stevens, 2005）外，其余大部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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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使用二次成本函数（比如：Lewis and Dundar，1995；Koshal et al.，2001；Thomas，

2004；Rufino, 2006; Hou et al., 2009）。而且近些年的文献多使用 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的方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范围经济进行分析（比如： Stevens, 2005; 

Johnes et al., 2008）。 

本课题也是沿用目前在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二次成本函数进行分析，而不过多探讨不同

函数形式的优劣。二次成本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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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表示 k 种产出的总成本，qi是第 i 种产出量。 

本课题将重点关注研究型大学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这两个指标。规模经济又有两个子指标分别是总体规模经济(Global Economies of 

Scale)和特定产出规模经济(Product-Specific Economies of Scale)。总体规模经济指在

一个多产出组织中，所有不同种类的产品按照组成比例不变的情况进行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

节约。总体规模经济是假设各个产品规模成比例增长，而多产出组织的规模变化通常不会是

所有不同的产品按照同样的规模进行扩大，而有可能是通过变化其中的某一种产品的产量从

而进行规模扩大的。这就引出了特定产出规模经济。特定产出规模经济是指在保持其他产品

的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某项特定产出的产量带来的成本节约。 

要计算特定产出规模经济，首先要计算得到这项产出的平均递增成本(Average 

Incremental Cost，AIC)。第 k 项产出的平均递增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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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 是生产 n 项产出的总成本， 是生产除 k 以外的其他所有产出的

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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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 AIC，那么第 k 项产出的规模经济可用平均递增成本和边际成本的比

例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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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第 k 项产出的边际成本。 k(q) / q MCk kC C   

如 大于 1，则对于某种产出 k，规模经济存在；同理，当 小于 1 时，对

于产出 k，规模经济不存在。 

kS kS

总体规模经济（Ray Economics of Scale）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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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大于 1，说明存在总体规模经济，如果 小于 1。则说明总体规模不经济。 RS RS

范围经济也分为总体范围经济(Global Economies of Scope)和特定产出范围经济

(Product-Specific Economies of Scope)两种情况。 

总体范围经济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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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大于 0 或小于 0，则表明存在总体范围经济或不存在总体范围经济。 GS

特定产出范围经济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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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出 k，特定产出范围经济是否存在取决于 是大于 0还是小于 0。 kSC

本课题既关注总体产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关注特定产出的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 

就多产出组织而言，成本函数的交互项能为联合生产的两种不同产出之间是

否存在成本互补性(Cost Complementarities)提供启示。因此，本课题除了关注

研究型大学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外，还将考察研究型大学中不同产出之间是否

存在成本互补关系。对于一个二阶连续可导的成本函数来说，两种产品 k和 l之

间如果满足下式，则存在弱成本互补性(Weak Cost Complement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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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成本函数中，一般用两种不同产出的交互项系数来考察这两种不同产出是否存在

弱成本互补性，如果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这两种产出之间存在成本互补。 

本课题在实证分析中，用研究型高校的总支出作为总成本，也即作为二次成本函数的因

变量，自变量包括研究型大学的： 

（1）教学，主要有本专科学生数、研究生数、远程教育学生数、国际留学生数、所有

在校生总数等变量。 

（2）科研，主要有科研经费收入与支出，科研论文总数等变量。 

（3）社会服务，用科研事业经费收入变量作为衡量。这是经过咨询一系列国内教育财

政专家与教育部财务司相关行政官员得到的结果，这是因为科研事业经费收入主要包括高校

的专利、技术咨询等所得，是测量高校通过科研进行社会服务目前能够得到的最有效的变量。 

（4）因为函数是二次成本函数，因此自变量还包括了不同自变量的交互项与二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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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与对策 

通过经典而成熟的分析工具，使用高质量的数据，经过科学严格的数据分析，本课题得

到一系列有意思的实证发现，基于实证发现有了如下结论与对策： 

（1）整体而言，在研究型大学中加入远程教育的教学产出是存在范围经济的。但是范

围经济的指数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降低，尽管将产出水平同比例扩大到现有水平 400%后，远

程教育的范围经济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接近于 0，也即接近从范围不经济的边缘。可见，北

京市研究型大学在做远程教育的发展规划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普通教育子系统和学术研究子

系统的发展情况，否则可能会错误估计远程教育达到范围经济的合理边界，并从范围经济滑

向范围不经济。 

（2）按照一般的逻辑，远程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教学生产上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互补

性，包括对教学设施的公共享用等（Morris, 2008）。然而本课题的实证结果与这一通常的

观点并不一致，本课题的发现是远程教育与科研存在着弱成本互补性，但与本科教育和研究

生教育却并不存在成本互补性。我们认为这是和目前北京研究型大学中远程教育的运行机制

决定的。在目前北京的研究型大学中，普通教育和远程教育是两个基本上完全独立的子系统。

在制度设计上，这两个子系统可以有着两套完全独立的的教学体系，包括设施、师资和教学

管理平台等，而且也没有促成这两个子系统进行交流与交互的制度设计。因此，我们建议在

普通大学中应该加强远程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促进它们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降低大学

的整体成本、扩大整体产出，从而实现更大的范围经济。 

（3）招收留学生给北京研究型大学带来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说明北京市政府以

及一些北京顶尖研究型大学关于促进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具有很好的可行

性。 

（4）随着留学生规模的增加，留学生、本科生和科研的边际成本均降低，这说明留学

生培养和本科生培养以及科研产出存在弱成本互补性。实证结果还发现科研的边际成本随着

留学生规模的增加也在降低，很可能是因为留学生带来的国际交流促进了科研的进步。但是

研究生和留学生似乎存在成本互斥的情况，这个情况也是值得北京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将

来的办学过程中值得警惕与注意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留学生产出水平增长时，研究生

产出现了范围不经济，并且程度逐步增加。这可能由于研究生和留学生产生了成本互斥。比

如共同争抢住宿、教室、教师和实验室资源等。这点需要高校在具体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加以

注意，避免成本互斥现象的发生。 

（5）整体而言，北京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这三种功能作为一个整体存

在着明显的成本互补与产出的相互促进，三者之间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表明北京

研究型大学已经能够很好地实现产学研协调发展。 

（6）但也须看到的是北京研究型大学产学研相结合的总体规模经济接近于 1，这说明

北京研究型大学如果进一步扩大规模，那么规模经济将得以耗尽。因此，接下来北京市研究

型大学的发展应该不再是前些年的“做大”、“做全”，而是应该定位在提高质量与效率上，

也就是要“做强”、“做精”，并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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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与影响 

在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有一篇研究论文在国际远程教育的著名学术期刊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发表，并获得了国际上相关学者（比如 John 

Daniel 爵士、Tony Bates 教授等）的高度评价。 

在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课题负责人将一些实证发现在 2012 年 10 月 26 日，第十届中

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上进行了大会发言，获得了与会学者以及到会媒体的热烈关注。 

四、改进与完善 

后续研究应该朝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在方法上，可以考虑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比如超越对数模型、CES 模型）与不同

的技术（比如 SFA、DEA），以比较不同模型或者技术得到的结果是否会有本质的不同。 

（2）在数据上，可以考虑加入质量因素后，考察质量因素是否会对结果产生方向性的

反转。 

（3）在国别上，可以考虑拿英美等国的数据进行对比。 

 

五、成果细目 

Li Fengliang, and Chen Xinlei. (2012). Economies of Scope in Distance Educ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3(3): 144-158. (SSCI 收录号为：984VU；期刊是国际上远

程教育的著名刊物，期刊的影响因子为：0.69；被他引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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