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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目标定位探讨

[ 作者 ] 李定 

[ 单位 ] 学习时报 

[ 摘要 ]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迅速发展。随着高校合并和扩招的浪潮，高等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普通高校招

生规模达到447.34万人，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00万人，是1998年的3倍多；普通高中毕业生上普通高校的升

学率已达到82.5%，比1998年增长了36.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19%；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32.63万人，是1998年的4.5倍；在

校研究生人数已达到81.99万人，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我国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对我国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起着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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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迅速发展。随着高校合并和扩招的浪潮，高等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规

模达到447.34万人，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00万人，是1998年的3倍多；普通高中毕业生上普通高校的升学率

已达到82.5%，比1998年增长了36.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19%；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32.63万人，是1998年的4.5倍；在校研

究生人数已达到81.99万人，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我国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对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起着奠基的作用。我国高等学校目标定位的现状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难免会产生一些前进中的问题。 1、目标定位过于宽泛，办学层次

相互交织很多高校在办学的目标定位上越来越宽泛，在办学层次上越来越多样化。本来以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为目标的重点大学，也纷纷

招收普通专科生、成教专科生、高职专科生和网络教育专科生，不少重点大学甚至包括以建设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办起了独立

学院。这样一来，重点大学培养人才的层次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培养人才的类型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网络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看，也许可以通过拓宽办学渠道来创造经济效益，补充高层次人才培养上经费投入的

不足，分流师资队伍中不适应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部分。但从战略发展的眼光来看，如果重点大学目标过于分散，战线拉得太长，很难集中

精力建设好自己的重点学科，甚至有可能逐渐丧失自己原有的优势和特色。本来在培养专科生上有专长和特色的专科院校，则纷纷通过

“联合办学”等形式想方设法招收本科生，为学校争取升格做好铺垫和准备。由于采取的是取短补长的方式，很难保证其本科生的培养质

量能与重点大学和本科院校相比，也很难保证其本科生的就业竞争力。结果形成了各类高校办学层次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

面。 2、目标定位过于高远，办学模式相互趋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很多高校在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中将办学目标定得越来越高远，在办学模式上越来越趋同。很多大学以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开始追求大

而全的格局。通过几校合并追求学科门类齐全，通过开辟新校区拓展学校园区规模。如果本来就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学科上又有交叉融

合的强烈需求，强强联手肯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很多高校本来通过几十年的办学已经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随着合并办学，

其特色在大而全的新学校中可能不再那么彰显，其校名本来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很多重点院校追求增设研究生

学位点，从二级学科到一级学科，进而到成立研究生院，目标瞄准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很多本科院校追求设立研究生学位点，争取学位

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硕士到博士，中长期目标也是建设一流大学。很多专科院校追求本科学位授予权，争取升格成本科院校，远大

目标可能也是建设一流大学。反正一流大学的含义可以是“世界一流”、“亚洲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等等。结果在我国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时候，反而形成了千军万马奔精英的局面。我国高校目标定位存在问题的原因为什么我国的高等学校在办学的

目标定位上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政府、社会和高校三方面都非常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而比较忽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1、管理

体制行政本位，资源配置计划主导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由中央高度集权基本实现了管理重心下移，变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

理、分工负责的模式，但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办学模式等方面还是以行政审批为主，高度集权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高校的

办学自主权还相当有限。有些重点大学尤其是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学想多招研究生，而不想大量扩招本科生，但在管理部



门的行政干预之下，在很难拿到更多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同时，也很难不接受更多的本科生招生指标。有些和地方院校合并之后的重点大

学，在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冒着生源质量下降的风险，在本省招收相当大比例的本科生，甚至招收专科生。由于对高等院校

及其领导班子套用行政级别进行管理，办学层次越高的高校行政级别越高，领导班子成员的待遇就越高，教师技术职务晋升的空间也越

高，预算内经费的拨款标准也会提高，这些很容易成为高等院校上下一心追求升格的直接动力。在资源配置上，虽然象“985工程”二期

改进了一期直接拨款的分配方式，采取申请项目的方式，必须评审通过之后才能拿到经费，但哪些大学能进入“985工程”，能拿到多少

额度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尚未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 2、社会需求文凭本位，评价排名规模主导社会是由各种阶层所组成

的，因此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天赋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只要争取在其所从事的

行当里出类拔萃就行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行行出状元”。但目前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进入了一个误区。大概是实际考察一个人的

能力比较困难，最容易的识别方法是看一下文凭。当然这基于一个学历越高能力越强的假设。实际上，各种层次人才培养的侧重点是不同

的，有的侧重于基础理论，有的侧重于动手能力。有的用人单位不顾实际需要片面追求高学历，有的用人单位追求雇佣博士产生的轰动效

应。这种需求上的误区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误导了一大批中学生及其家长的人才观。导致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分别将

努力方向指向考重点、考名牌、考研究生，形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局面。目前缺少对各类高等院校按照绩效优先的原则设立的评价体

系。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重点考察生均投入产出比，才有可能有效地遏制追求升格和规模的风气。有些民间大学

排名以办学规模为主要贡献指标，不区分高等院校的类型层次，实际上对中学生和家长的人才观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对有些高等院校追求

升格和大而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办学理念学术本位，追赶时髦利益主导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除了政府

和社会的影响而外，高等院校自身对目标定位的明确起着重要的作用。声誉很高的高等院校一般在办学的过程中都会形成独特的办学理

念，如果学校领导班子坚持良好的传统和办学理念，就会明确办学目标定位，不会为社会潮流和时髦所左右。但是有些高校尚未锤炼出自

身的办学理念，或者没有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这可能会对办学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工科院校本来在一些工学学科上有

优势，但为了追求大而全，为了提高学术水平，不遗余力地发展理科，结果有可能顾此失彼。有些本科院校本来教学质量不错，但为了设

立研究生学位点，便要求教师都去搞科研，结果科研竞争力没有上去，教学质量却受到了影响。同样，如果学校领导班子为了眼前的急功

近利，不去坚持优良的办学理念，就会影响学校办学的定位。有些重点高校的领导在地方上又给钱又给地的情况下，积极地加入了圈地建

新校区的行列，为了还银行贷款就采取大量扩招学生、增加学费收入的方式，结果有可能失去自己原有的特色和优势。对高等学校目标定

位的几点思考如前所述，目前高等学校中目标定位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社会和高校比较忽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所造成

的。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是重视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重视了高等学校的共性而忽视了各类高校的个

性。高等学校均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这是共性，但又往往有其鲜明的个性，包括成立的时代背景、经过的历史沿革、积淀的文化底

蕴、所处的地理位置、周边的人文环境、拥有的师资队伍、设置的学科专业等等，都有可能各不相同。既然如此，高等学校办学理念和目

标定位也应当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虽然就普遍性而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三大主要功能，也可以说，传播知识、创造

知识和应用知识是高等学校的三大主要功能，因为高等学校同时也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从特殊性来看，每个高校由于

在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三方面侧重点不同，决定了该高校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不

同类型的高校中，三大功能依然存在，但可能侧重点有所不同，包括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科研的水平和深度，社会服务的对象和范围会各

不相同。各种类型的大学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流大学，不能用一根共性的尺子来衡量不同类型的高校。而大学的优劣与规模没有必然的联

系。例如，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只招收200来名学生，虽然招收的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巴黎高师只发毕业证书给学业成绩合格

的毕业生，不发国家授予的学位证书。可以在巴黎高师做研究生学位论文，但必须到其他大学去注册各种学位的学习。而各大学也都非常

欢迎巴黎高师的高材生。巴黎高师培养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菲立兹奖(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总统、两位总理以及大量社

会精英。但巴黎高师至今既没有改名为学院或大学，也没有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即使属于同样类型的学校，同样也有个性，也有自己的

特色。每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皆不相同。比如说，同处于985重点建设之列的9所大学，个性均较鲜明，这从校训上就能反映出

来。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则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勤奋学习，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南京大学为“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复旦大学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上海交通大学是“饮水思源，爱国荣

校”，浙江大学为“求是创新”，西安交通大学是“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是“规格严

格、功夫到家”。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校区也可能各不相同。例如，有些高校开辟了新校区，新老校区可能授课的老师都一样，但是新校区

在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同样的文化，从新老校区毕业的学生可能学到的知识是一样的，但是培养的气质可能是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像一种无



形的场，对人的特质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总而言之，高校的目标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到个性，高校的评价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到个

性。张扬个性，彰显特色，这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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