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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日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途径比较及启示 

 

长江大学      王祖林 

 

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其跨越式的大发展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出现的。[1]高等教育大

众化使高等教育从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成为许多人共享的福利，各国政府都把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视为社

会民主的体现。谈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要了解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一、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及其时代背景 

（一）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马丁·特罗（MartinTrow）（1926～2007），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1973年，他向OECD组织提交了题为《从精英向大

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高等

教育大众化理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三阶段：高等教育入学人口占适龄人口的15%以

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为普及化阶段。 

特罗关于高等教育三阶段的划分，其真正意义在于规模扩张所引起的教育制度本身与环境的变化即各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本

质、功能、课程和形式等都呈现出不同特性。特罗认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要求多样化的质量观，其内部包含着高质量的“精英

型大学”的学术标准。因此，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是大众化阶段的重要特征。 

（二）时代背景 

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公布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展，1945～1956年间共有223.2万名退伍军人进入学院和大学，

高等学校在校生占适龄人口的比例由40年代的16%，上升为1950年的20.01%，1970年为47.84%。[2]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将高等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和报告，使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得到大幅度扩张，70年代初迈入了普及化阶

段。 

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压力下，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呼声不断，但由于传统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改

革步伐缓慢。60年代初，国内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教育民主化运动高涨，人力资本理论盛行。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发表后，英

国掀起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运动。1963年到1972年，英国全日制大学生数从11.9万增长至23.5万，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从16.7万增

至61.6万，同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3]然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使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质疑，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

下，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回应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质疑，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美英法日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途径 

美国 1862年颁布《莫雷尔土地赠予法》后，美国各州创设了赠地学院即州立大学。20世纪初，为满足广大青年入学需求，创

立了两年制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它与州立大学一起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准备了接收机构。 



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比欧洲早几十年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与组织结构，形成了多层次、多类

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与经济、科技发展相适应。正如1998年特罗所指：“当欧洲大学仍竭力使自己的组织、管理及经费

安排去适应它们相对较新的大众化入学人数时，美国却在其实际拥有大众高等教育之前，就早已经拥有了适应于大众高等教育体系

的组织和结构框架。甚至在1900年以前，美国高等教育几乎所有的中心结构特征都已非常明显，其后的主要结构变化仅仅只是社区

学院的创建和扩张”。[4]这个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 州立大学，被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埃利克·阿什比（Erick Ashby）称

为“无疑是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史上发生的极为少数的大革命之一”。[5]总之，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是公私院校共同努力，

是政府、社会和高校协调发展的过程。 

英国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规模有所拓展，一些大学学院升格为正式大学，创办高级技术学校和新大学，并通过现有大学的

扩招以扩大规模。六七十年代，英国将高级技术学院（巴思、布鲁内尔等校）升格为大学，合并以往的艺术、教育、技术学院，建

立了30所“多科技术学院”，成为大众化教育机构，招生规模迅速扩大。[6]1992年，政府撤消了综合大学与职业技术学院分离的

“双分法”，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扫除了最后障碍。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采用部分时间制办学模式，1989～1990年度，高校注册生

1086300人中，部分时间制学生就有397000人，占注册生总数的37%。[7]英国高等教育一贯恪守“精英”传统，战后曾在数量扩张和

质量保证这一对矛盾上有过激烈争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教育质量，如加强质量评估与审计工作，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等措

施，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法国  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由大学和大学校（GE）两种基本类型组成，前者注重普及而后者旨在为法国培养社会精英，两者既相

互竞争又相互补充，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双轨制”高等教育体制。[8]大学的特点是开放，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合格者都可以进入大学

学习，而大学校从产生以来就承担着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重任，学校通过激烈的竞争来挑选学生。60年代中期后，法国先后创立了

由短期技术大学（IUT）和高级技术员班（STS）两部分组成的法国短期高等教育，提供面向市场的高度职业化的课程，有力地促进

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总之，民主开放的大学、培养精英的大学校、培养高级技术员的短期高等教育以及其他类型的高等教

育机构等，共同构成了法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制。 

日本 二战前，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结构是由大学和专门学校两个层次、国立和私立两种办学形态构成的“二元双层结

构”，公立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私立部分由市场驱动。二战后，日本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政府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

制。由于教育民主化的推进，阶级结构的流动和中等教育的逐步开放，私立院校成为接受迫切希望升学者的教育机构。此后，日本

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到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9.1%，私立院校学生数占整个高等教育学生数已超过70%。[9]所以，私立

院校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借鉴与启示 

比较分析美英法日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途径与经验的共同点，可以看出各国既有从事精英教育的高校，也发展了不同形

式的专门从事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高校。这些大众化教育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学制短，入学要求低；多样化、多形式、多层次，满足

了不同学生的需求；适宜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宽松的政策为大众化不断扫清障碍，激发了办学活力。这些实践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正确处理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 

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约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10]这表明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

段。如何处理好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分工和关系，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中得到一些启示：既要有专门从

事精英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创新人才，也要有专门从事大众化教育的机构，培养职业化的应用型人才，

以满足我国各行各业对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人才的需求。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所指向的社会需求是不同的，二者可以为社会发展

提供不同层次的人才。在当今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协调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分工与关系，发挥好各自的职责与功能，是高

等教育系统良好运行与和谐发展的关键。 

（二）建立本土化的类似美国“社区学院”式的院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增长，我国高校的分层体系将进一步明显，创办新型的适合于高等教育大众化

发展的学校是发展的趋势。比较各国的实践，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其学制短，入学资格要求低，走读制的开放

办学形式降低了办学成本，在服务地方、承担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全民终身学习方面独具特色。我国应在经济发达的市县创办类似于

美国“社区学院”式的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院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提供灵活的模块式职业化课程，以

满足不同水平的学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做出积极贡献。 

（三）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构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 

社会分层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所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应该是分



层次的。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机构体系的共同特征。我国应在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三方合力下，提

升现有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以市场为导向，走特色化办学之路，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政府

应给以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对于精英型教育机构举办的独立学院应压缩与限制，使它们专注于培养精英人才，因为这些独立学院

与民办高校争夺生源，压缩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源和发展空间，这对民办高等教育是不公平的。总之，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不久的我

国应建立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的机构和相应课程，以满足不同人的入学需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提供更多的人才，加快我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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