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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99年 实行 扩招开 始 ，中国的 高等教 育 已走 了上 大众化 的道 路 ，但 其通过精 英教 育的体制 来完成 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存在着根本缺陷。从分析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入手，以西方尤其是 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 

化为借鉴 。对 中国高等教 育的 大众化提 出了相关的建议 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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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1999年初 ，在使民众扩大教育消费以拉 

动内需 。让更多的学生入学以延缓就业高峰 

等观点的推动下，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个招生 

计划。招生人数 比前一年增加 2O％多，以后， 

该幅度又被增至为 47％，由此，声势浩大的高 

校扩大招生拉开了序幕。 

目前扩招的目标定为到 2000年实现在 

校生人数达到适龄入 口(18 2岁)的 15％。按 

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 

的发展共分三个阶段 ，毛入学率 15％以下 为 

精英教育阶段 ，15％至 50％为大众化教育阶 

段，50％以上为普及型教育阶段。中国的扩招 

目标定义来说就是在追求从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的过渡。这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从 1999 

年扩招开始。已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 

1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走的是通过传 

统高校的大幅度扩招 。使毛入学率达到并超 

过 15％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精英教 

育阶段 的传统学校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 

自 1999年 以来连续 3年的大扩招之 

后 ，今年 中国高校仍将保持 10％的扩招幅 

度 ，但是与前 3年相比。扩招速度已大幅度 

减缓 。特别是在 今年 ，还出现 了一些“逆流而 

动”的现象 ：先是北大 、清华 、人大等几所高 

校宣布今年不再扩招，此后武汉大学又宣布 

今年 本科 生 比去年 少招 1 000人 。不久前 ， 

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 

教研究所联合进行一项调查显示 。由于“硬 

件不足、经费短缺”，很多学校对扩招显示 出 

越来越谨 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事实是：即使所有的大学都对 

扩招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重点大学和普通 

大学所 能采取 的措施 是不同的 。重点大学 可 

以根 据 自己 的实际 情况 决 定适度 减 少招 生 

规模 。但是普通高校却必须无条件继续扩 

招 。以实现政府提出的毛入学率和人均接受 

高等教育比率的指标。以广东地区为例 ：今 

年重点高校在广东虽然仍在扩招 ．但不少高 

校 已减缓了本科的扩招规模 。如清华今年计 

划在广东招生较去年仅增 5人；北大增加 7 

人。部分高校甚至减少了在广东的招生。如 

武汉大学 今年 比去年 减少 23人 ；中 国科 学 

技术大学则比去年减招了 2入。另外 ，广州 

的全国重点 大学也在减缓 至减少招 生规模 ． 

如华南理工大学今年招生与去年招生持平 。 

那么，广东地区的扩招任务就只有向省属普 

通院校倾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比去年增加 

4o人；华南师范大学比去年增加 136人。在 

调查中，几乎所有这些省属普通院校都坦率 

地承认，教育质量的确有下降趋势。所有这 

些现状都表明：我 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之 

路。存在着问题。 

2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的借鉴 

从 国外来看。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并 

不是传统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 

批新的大学，美国是社区学院。日本是私立 

大学与短期大学 ，美国是多科技学院。这批 

新型的学校担负起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 

务。它们和传统的精英教育阶段的学校不 

同 ，培养的不是精英型人才，而主要是应用 

型、技术型人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与我国 

较为相似。因而具较大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高等教育从 2O世纪 60年代 中 

期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在由“精英阶段” 

向“大众 阶段 ”过 渡这一进 程 中 。私立 大学扮 

演了主要角色。在 1960年 1970年 日本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关键 lO年间。无论是学校 

数还是学生数 ，私立大学的增长幅度都远远 

高于国立、公立大学。在学校数方面．国立大 

学增长 47．5％，公立 大学增长 l1．1％ ．而私立 

大学增长了几乎 1倍。在学生数增长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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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国立 、公 立大学 分别 为 64．8％和 70％ ，私 

立大 学 的学 校数 与学 生数 均 已超 过 了总 数 

的 3／4。私 立大学在这一 时期能得到迅 速发 

展。从而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起了决定 

的性的作用 ，主要有两个原因： 

(1)战后的 日本经济从 20世纪 50年代 

后期开始 ，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在政府 

“国民经济倍增 计划”的指导 下 ，面l临一 个高 

速成长时期。在这时期内，日本的经济以近 

于 10％的年平均增长率迅速发展。现代经济 

的高速发展对专门人才需求的增加 ，以及国 

民收入提高后对教育投资的增加，给高等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而大大 

促进 了私 立大学的发展 。 

(2)日本历来就有鼓励民间办学的传 

统。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就提倡国立 、公 

立、私立高等教育并举。特别是在 1879年颁 

布《教育令》中大力提倡教育 自由，明文指出 

凡是国民都有权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据 1923 

年 的统计 ，私立大 学 占大学 总数 的 51．6％。 

私 立大 学 的在 校生人 数 已 占大学 生 总人 数 

的 56．7％。战后 ．日本根据美国使节团建议 ． 

按照教育民主化的原则 ．于 1947年制定了 

《教育 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在此基础 

上 ，1949年制定了《私立学校法》，从而使 日 

本私立确定了与国立 、公立大学平等的法律 

地 位 。私立大学 的 自主权得 到 了尊重 。为了 

促进私立大学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在 1970 

年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团法》，投资 10亿 

日元加 上政府 的其他拨款 ，成 立 了隶 属文部 

省 的私立振 兴财团 。1975年和 1976年 日本 

政府又先后制定了 《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 

和《私立学校振 兴援助法施行 令》。 

同时 ．日本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 

这一时期 ，还形成了以 4年制大学为主体 ． 

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为两翼 ，研究生院 

为顶层的三类型四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 

1947年日本颁布了《教育基本法》与《学 

校 教育法》。此后 日本大学 制度 改革进 入了 

实施阶段。战后 日本大学制度改革的首要目 

标是成立“新制大学”。即将战前多种类型的 

高等教育机构统一为一种类型的大学。在高 

等教育机构合并 、调整的过程中。为了地区 

上的合理分布。日本政府提 出了“一府县一 

大学”的指导方针。经过 5年左右的合并、调 

整 ，507所旧制高等教育机构组成了 226所 

新制 大学 。这 226所新 制大学 中 。 国立 72 

所 ，公 立 34所 ，私立 120所 ，私 立大 学 占总 

数的53．1％。 它们均为四年制(医科大学六 

年)本科大学 ，构成了战后 日本高等教育体 

制 的主要部分 。 

但是，并非所有战前的高等教育机构都 

能合并、改组为本科大学。一些专门学校，尤 

其是私立专门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差、教育质 

量低 ，无法达到新制本科大学的设置要求。 

为了解决这 部分学校 的改革 问题 ，同时 为了 

新 的大学 系统 能确 保尽 可能 多 的毕 业生 有 

机会继续学 习 ，1949年 日本大学认证 委员会 

提出了“短期大学设置基准”，政府临时认识 

那些只能提供 2年～3年课程的教育和研究 

方面尚未达到大学设置基准的高等教育机 

构为短期大学 。1950年是 日本 短期 大学的元 

年．它从出现时起 ，就具有私立为主、偏重文 

科 和女性 化倾 向的 3种 主要特征 。 

由于短期大学学科构成的特点是“重文 

轻理”．因此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开始，产 

业界就一直要求新建一种类似于战前专 门 

学校 、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机构。 

进入 高速经济成 长期之后 ．这一要求 变得更 

为强 烈 。为 了满 足社 会 的需求 ，文部 省 于 

1961年决定设立相当于旧制专科学校的教 

育机构 ．即高中与短期大学结合起来的五年 

制的高等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与大学 、 

短期 大 学的 一个重 要 区别 在于 学校 所 有制 

方面 ．即大 学 、短期大学 中私立 占大多数 。高 

等教育学校恰恰相反。高专创建后发展很 

快 ，其毕业 生也很受社会欢迎 。 

3 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示和 

思考 

如前文所述 ．中国正在走通过精英教育 

阶段的传统学校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之路 。 

根据特罗理论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 

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的递进，高等教育 

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精英教育阶段 ， 

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的精英．它 

起 着使 这些 少数 精英 获得 职业 上 和社 会生 

活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大众化阶段。高等学 

校从满 足 培养 少数精 英 的 国家需 求转 向同 

时满足更 广泛的社会 需求和公 民个人 需求 。 

精英教育阶段的传统学校．其办学的目的只 

是培养社会精英，因此通过扩招的方式．让 

它们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必定会出现问题 ： 

入学入数的增加 ，使传统学校原有的秩序被 

打 破 。校 园 变得 拥挤 不堪 、失去 了 往 日的宁 

静 ；校 舍 、宿舍严重 不足 ，老师 学生 比有的高 

达 1：25以上其结果使很多学校的教育质量 

降低。中国要完成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 

众化阶段的转化，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政府措 

施 。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 ，虽然有其 

特殊性 ．但反映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遍 

规律。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新政策 

措施 的制定 ．具 有重要 的指导意 义。 

3．1 加快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如文中所述．日本以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为依托发展高等教育，是二战后 日本高等教 

育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 ，进而迈入普 

及 阶段 的基本发展策 略。1982年 3月 ，全国 

第一所民办高校—— 中华社会大学在北京 

市成立 ，这标志着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又重 

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中 

国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 。已发展到现在 的一 

千多所．整个民办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数则达 

到 了近百万 人。然而 ，一些 民办 高校 的教学 

质量有待提高。并且由于资金 、生源等原因。 

民办高等 教育的进一步发 展受 到限制。现有 

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实现中国高等教育 

向大众化递进的过程中。还不能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 

虽然民办高等教育以民间为办学主体． 

但 其 发展 离不 开政 府 的支持 和 引导 。实 际 

上。政府在民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点可以从日本私立大学发展 

过程中看出。因此，为了加快发展民办高等 

教育，第一、我国政府应加大政策倾向，积极 

拓宽民办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 目前 ，中国 

民办高校经费来源的渠道单一，大部分学校 

的启动资本就是学生的学费。通过以学养学 

使学校运转起来 。这使 民办 高校难以很快完 

成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而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经费问题是民办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 

的最大障碍之一。政府部门应对民办高校实 

行更加灵活的政策 ，鼓励企业 、社会团体和 

个人捐款或投资。第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应在融 资渠道拓 宽的基础 上 ，积极改善 办学 

条件，提高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具体来说． 

改善办学条件 ，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 ，从 

改善学校内部软硬件上下功夫 ，使学校办学 

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另一方面，在政府 

的政策支持下，不断改善民办高校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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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从而提高民办高校在招生市场、就业市 

场的竞争力。第三，政府对民办高校的发展 

要给予积极引导．使民办高校的具体形式 、 

培养 的人 才切 实符 合社 会现 代 化发 展 的需 

要 。 

3．2 大力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 

在 日本 的高 等教 育进 入 “大众 化 ”阶段 

的 20世纪 60年代 。正是其高校职业(技术) 

教育 的迅 速发展 时期 。主要有 1961年创立 

五年制高等专门学校和 1964年经十余年发 

展获官 方认可 的短期 大学 。除上述两类 学校 

外 。从事高等职业 (技术 )教育的学 校还有 

“专修学校”．大企业的一些“工学院”等。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以下特点：①培养周 

期短 、成本相对低廉。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 

养应 用型 、技 术 型人 才 ，与培 养研究 型 人才 

相 比 ．其培 养周 期 相对 较短 ，而且 在办 学 投 

资上 。投资少、见效快 ，成本相对低廉。②高 

等职业 教育 的专业 设置 、课 程安排 紧密联 系 

着社 会发展需 要 。培养 的人才直 接为社会 发 

展服务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经济发 

展水平相当落后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 

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基于现阶段 中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选择。同时 ，中国正 

在建设有 中 国特色 的社会 主义 ．急需 各类技 

术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正好符合 

现 阶段 中 国社会 经济 发展 和 国家 现代 化 进 

程 的需要 。 

为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即增加高 

等职业教育的数量。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质 

量，国家应加快有关立法，加大对高等职业 

教育的扶持力度 ；政府有关部门应在高等职 

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上加以指导。 

使之符合社会需要 ；现有的高等职业教育机 

构，应积极改善办学条件 ，努力提高教育水 

平；一些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 。应适当加 

快改造成为职业技术学院的步伐 ；还要根据 

各个地区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发展高等职业 

教育．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能适应不同地 

区的需要 。 

3．3 建立一套完善的高等教 育体 系 

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 。这不是 只靠某 一类或 某几类 教育 

机构就能完成 的。它需要在全社 会范 围内进 

行 总体规 划 ，建立 一套 完 善 的高等 教 育体 

系 ．然后由体系内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各司 

其职、各尽其能，共同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日 

本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时期 。形成了 

以四年制大学为主体。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 

学校为两翼。研究生院为顶层的三类型四层 

次的高等教育结构。 

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公办的研 

究型大学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公办 

的高等学科学校。这两类大学是学生首选的 

对象：另外在公办高校中 ，还有一些高等职 

业学校和广播电视大学 ．但他们的招生数量 

有 限。发挥的作用不大 ；民办高等教育虽然 

这几年发展较快 。但民办高校中。以培训 的 

学 校为 主 ．研 究型大 学 几乎 没有 。而且 专业 

比较集中在计算机、外语 、法律 、经济专业 。 

总体来说 。现有国内民办大学素质 良莠不 

齐、声誉甚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有 

限。可以说 ，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导 

致有关部门选择通过精英教育阶段的传统 

学校来完成大众化任务的直接原因。 

完善高等教育体系迫在眉睫。关键要解 

决的问题是对中国来说。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体系是合理与完善的?借鉴 日本的经验，结 

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新的高等教育体系 

应该是 ：以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其承担培养 

社会精英、研究型人才的任务：高等专科学 

校 、高等职业学校为一翼 。培养社会所需的 

应用 型技 术人 才 ：放 手发 展 电视大 学 、远 程 

教育、继续教育、自学考试另一翼，他们主要 

用 于满足广大 社会成 员增加 知识 、获得 历史 

文凭的需要。这种“一体两翼”式的高等教育 

体 系的建立 ．对 中国高 等教育顺 利地 实现 由 

“精 英 阶段 ”向“大 众 阶段 ”的转化 具 有现 实 

意义。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走上大众化之路。 

是历史的必然。但其采用的高校扩招的方法 

存在着诸多缺陷，不仅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 

现 ．还 可 以使 预 定 的 目标 很难 按 期顺 利 完 

成．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试图通过精英教育的 

体制来完成大众化的任务。在国外。完成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并不是传统大学 ，而是在这 

个 过程 中产生 一批 新 的大学 以及 由此 建立 

的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中国需建立新 

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 

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 ，来完成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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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
．

f the mass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popularizing si nce 1999，but the method which Writ8 chosen has 

some shortcomings．The thesis analyz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On the basis of it,the 

thesis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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