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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导致美国在很多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大学

新生入学准备不足；政府教育经费减少，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矛盾；高等教育竞争力减弱等。基于此，美国联

邦政府提出《美国竞争力计划》，教育部相继提出了《领导力的考验：规划高等教育未来》《美国高等教育行动

计划》，试图通过这些计划的实施来迎接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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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大约有 4 000 所颁发大学文凭的高等教育机构，由少量的大学（university）和大量的社

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组成。其中，15％是公立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45％为私立四年制高等教

育机构，25％为公立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15％为私立两年高等教育机构。[1]美国的高等教育由于

其高质量的学术成就而赢得了世界赞誉。在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加剧，美国

人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开始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美国各界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

问题导致美国在很多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基于此，美国各界，尤其是美国教育界表现出了

一贯的强烈反思意识。2005 年，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组建了一个两党共同参与的高等

教育未来委员会，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关“加强高等教育，使之在 21 世纪继续保持竞争力”

的全国大讨论。随后形成了《领导力的考验：规划高等教育未来》（简称《考验》）的报告，该报

告指出美国高等教育要以显著的方式加以改善，从而完成“从一种主要以声望为基础体制向以效绩

为基础体制的转变”。2006 年 9 月 26 日，《美国高等教育行动计划》出台，该计划规划了未来 10 年

至 20 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绩，以及人们测量这种效绩的能力。这些计

划将使高等教育成为学生、家长、企业领袖和纳税人都更加容易进入、支付和承担责任的事业。 
一、当前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考验》报告“导言”中指出，尽管高等教育的一些成就一直令美国引以为自豪，如许多诺贝

尔奖、罗兹奖的获得、新的科学突破等，但是却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学生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和越来越

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盲目自大的危险之中，“当教育对于国家繁荣越来越重要

的时候，其他国家正在超越我们”。另外，美国国家公共政策及高等教育中心自成立以来，从 2000
年开始每隔两年发布一个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报告。到目前已经发布了四个报告：《测量 2000——各

州的高等教育得分卡》（Measuring Up 2000——State-By-State Report Card for Higher Education）《测

量 2002》《测量 2004》《测量 2006》。这四个年度报告都从 Preparation、Participation、Completion、

Affordability、Benefits、Learning 六个指标对全美整体情况及各个州的高等教育进行测评，2000 年

以后的报告并就这些指标的实施情况与前一报告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实施的具体情况。这些指标的

评价结果确实揭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美国学生大学入学的准备不充分、学习质

量下降等。概括起来，美国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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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新生入学准备不足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非常高。根据 2000 年的测评报告，美国各州 18～24 岁的适龄人口高校录

取率 高的有 43%（North Dakota）， 低的也有 20%（Nevada）。另外还有大量的 25～44 岁的人录取

为非全日制学生（part time student）。录取率 高的有 6.3%（Delaware）， 低的有 1.8%（Montana）。[2] 
但是，很多学生入学后无法完成学业。《考验》指出，全国大约有一半的社区学院学生入学一年

后未继续第二年的学业，约四分之一的四年制大学学生入学一年后未继续第二年的学业。[3]根据《测

量 2000》报告，美国平均只有 52％的全日制入学新生在 5 年内完成学士学位。完成率 高的州只有

68％（Vermont）， 低的州只有 28%。[2]到 2006 年，《测量 2006》显示，美国全国完成率 高的州

只有 65%的社区学院新生第二年继续学业，67％的四年制高校新生在 6 年中完成了学士学位。[1] 
大学入学准备不足是无法完成学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测量 2000》报告，美国在高等教育

入学准备方面明显不足，如 K-12（12 年义务教育）课程中学习过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的学生 多

的州为仅 61%（Nebraska）， 低的州为 27%（Alabama），测评结果为 A 的只有 7 个州。[2]《测量

2006》显示，45 个州在这方面有所进步，但是，在大学入学准备方面测评结果为 A 的还是 7 个州。[1]

《考验》中指出，根据国家教育进步测评（NAEP）的结果，美国只有 17％的高中生对数学达到熟

练水平，36％的人在阅读方面达到熟练水平。只有 8 个州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掌握代数 II，而这门

课程是大学成功进行以数学为基础的学科，如工程和科学的 低要求。40％的高中老师认为现在的

学生并未达到大学要求的写作水平，而 10 年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老师们则认为 90％能达到这个

要求。[3]准备不足的学生虽然被高等教育机构录取，但是难以适应高等教育课程。就全国情况来说，高

达 63％的两年学院学生和 40％的四年制大学学生入学后需要进行补习。如美国加州 2005 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70％的录取新生需要补习英语和数学课程。[4]由此，很多学生在入学第二年中止学业。 
美国大学之所以准备不足，与美国现行的 K-12 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的教育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实行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一般不涉及具体的学校事务。到目前为止，

美国高中教育质量标准仍未与大学入学标准统一。K-12 学校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各自在两个不同的

世界中运作，彼此的指导政策也互不相干。在这种情况下，高中与高校的教学自行其事，在课程与

教学评价方面较少考虑高等教育入学的基本学术要求。由此，学生的高中学习水平很难达到大学入

学的基本要求。 
（二）政府教育经费减少，规模扩张带来的矛盾 
美国的公立高等教育经费主要由各个州财政负责。州政府财政资助占公立高校收入的 40％左右，联

邦政府的资助占 10％左右。美国学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学校的教育成本增加的情况下而州

财政对学校的财政支持大幅减少。美国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一直

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医疗补助已替代高教育成为州政府第二大支出项目，美国高等教

育在政府的财政资源竞争中削弱了其有利地位。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大部分州财政收入自 2003 年

以来一直在增长，如 2005 年有 42 个州的财政增长超过预期。整体来说，收入超过预期 2.1％，主要

是消费税超过 1.1％，个人所得税超过 2.1％，企业所得税超过 8.8％。但是，由于医疗开支增加幅度

较大，公共医疗开支在 2004 年增长 3％，在 2005 年增长 16.7％。整体说来，缓慢增长的收入与保

持当前的州各项服务所需开支的缺口一般达 5%左右。为了平衡预算，2005 很多州预算砍掉了一些

具有很大灵活性的高等教育开支。2004 年美国各州总开支项目中，小学和中学教育占 21.5％，公共

医疗开支占 21.9％，高等教育占 10.5％，交通占 7.9 ％等。可见公共医疗开支远远超过高等教育开

支。[5]教育经费减少的情况下，学费大幅度增加。《考验》指出，从 1995 年到 2005 年，四年制私立

大学学费扣除通货膨胀后平均上涨了 36％，而公立同类学校学费则上涨了 51％，公立社区学院学费

也涨了 30％。[3]如果以 80 年代初的学费为基数，则 2005 年的增幅达 375％。 
学费上涨的同时，政府的各种资助也在提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种资助增加到 45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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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增幅达 140%。但是资助增幅仍然低于学费增长幅度。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学费增长低

于 100％，到 2005 年时，学费增长达到 375％，也即 90 年代学费增长 200％～300％。[1] 
就美国 大的资助低收入家庭的联邦佩尔奖学金项目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其购买力大致可以

资助四年制高校学费的 76％。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佩尔奖学金资助金额增长 84％。但是， 近

其购买力只能资助同类高校学费的 48％，其购买力大大下降。在美国所有高校学生中，在 1992～1993
学年，1999～2000 学年，2003～2004 学年各有 30％、31％、34％的学生申请联邦奖学金，另外分

别有 31％、44％、48％的学生接受联邦贷款。而且，中等和高收入家庭学生获各种资助多于低收入

家庭学生。[1] 
奖学金购买力的下降及学费上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如表 1： 
表 1 1992~1993 年 及 2003~2004 年美国家庭收入中纯高教支出（扣除各种资助）占家庭收入比重表（%） 

高教机构类型 
     低等级     

1992    2003  
     第二等级     

1992   2003  
     第三等级    

1992    2003 
     高等级     

1992   2003  
公立 2 年制 29      37  15     19  13      13  6      7  
公立 4 年制 41      47  22     26  16      18  10     11 
私立 4 年制 60      83  33     41  25      29  17     19  

低等级收入家庭：$0～$34 000；第二等级收入家庭：$34 000～$62 000；第三等级收入家庭：

$62 000～$94 000； 高等级家庭：$94 000 以上。[3]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入读私立四年制高校的

教育支出从 1992 年的 60％上升到 2003 年的 83％，而高收入家庭则从 17％上升到 19％。因此，很

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面临难以升学或难以顺利毕业的现实问题。每年约有 22％的低收入家庭高中毕

业生共计 16.8 万人无法升学。比较而言，富裕家庭没有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仅有 4％。只有 9.7％的低

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毕业，富裕家庭的大学生毕业率达 57.9％。来自贫困家庭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

与富裕家庭成绩差的学生上同等的高校。很多在读学生，在学费及开支增加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学

业，不得不举债。《考验》指出，约 50％的本科生举债来完成学业。学生举债完成学业，只有等到

毕业后才能还债，因此他们毕业时往往欠债。约 59％～63％的社区学院学生的父母说学生毕业时欠

下太多的债务。根据 近的大学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近 3/4 的私立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以及 62
％的公立院校本科生毕业时欠债。四年制公立院校本科生的债务一般达$15 500，而私立院校毕业生

则欠债$19 400。[3] 
另外，在州高等教育经费削减的情况下，各州还需应对人口的变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第

一个变化就是由于人口高峰期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入学高峰的到来。高中毕业生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开始增长，并将持续到 2008 年，届时将有 320 万高中毕业生，这个数目超过了 1979 年的规模，

那一年是婴儿潮的高峰期。根据教育部估计，总的大学录取率人数由 1999 年的 1 480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1 770 万。[6] 
（三）高等教育竞争力减弱 
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6 年 1 月 31 日提出的《美国竞争力计划》中，提出要“继续保持美国在科

技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高等教育三大功能中，竞争力 强的是科研以及社会服务，而教学

功能相对来说竞争力在下降。美国教学功能竞争力相对减弱的主要表现为部分院校教学质量及学生

的竞争力相对下降。 
《考验》指出，“尽管美国高等教育受到全世界的仰慕，但是，实际上不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正在追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了我们”。经合组织（OECD）2006 年的报

告显示，美国 35～64 岁年龄段的人口受高等教育程度在 30 个国家中排名第 2 位。而 2003 年 25～

34 岁高等教育程度比例为 39％，总排名第 7，位于加拿大、日本、韩国、芬兰、瑞典、比利时之后。

经合组织（OECD）2006 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大学入学率为 35％，在 30 个国家中排在韩国、希腊、

芬兰和比利时之后。大学完成率只有 17％，低于经合组织 29％的平均完成率，排在 30 个国家的第



 
 
 
84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16 位。[7] 
虽然缺乏系统的调查，现有的数据依然说明高校教育质量堪忧。根据美国 2003 年全国成人读写

能力测评（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结果显示，本科以上学历者只有 35％散文读写水

平为熟练，28％文件读写能力为熟练，33％数量能力为熟练。[8]只有 66％的四年制本科生在六年内

获得学士学位。以至于很多雇主抱怨，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胜任工作，缺乏一些成功开展工作及以

后职业生涯必备的基本技能。 
《考验》指出，美国获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STEM）及医学领域的学位的学生相对

较少，这些学科对于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国家安全、经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劳工局统计

数据显示，在未来的 10 年中，30 个增长 快的工作岗位中有 16 个涉及健康管理、外科、护士以及

其他医学专业人员。美国雇佣的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博士中有 30％的人为非美国出生者。[3] 
此外，《考验》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都在保持和培育高校教育创新方面失败了。一些从

事教师教育、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方面的专家经过研究发现，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极少直接应用于

教学实践。过去 10 年中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组织理论等方面研究极少应用于美国课堂教学实践，

无论是 K－12 学校还是高校。[3] 
二、政策动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美国高等教育入学变得更加容易、更加负担得起、质量更高、创新力更

强、更加透明，美国各界提出了很多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教育部提出的一些措施在很大程

度上将代表美国高等教育的 新发展动向。概括起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教育部在《美国竞争力计

划》《领导力的考验：规划高等教育未来》《高等教育行动计划》等文件中主要提出了如下改革措施： 
（一）加强和完善 K－12 学校与高校之间的无缝对接 
高中毕业文凭应该意味着为升入大学或工作做准备。因此，教育部未来教育委员会提出，各州

应该要求高中开设为升学而准备的课程；相应的开课教师应该接受充分的培训；以高校入学要求来

考察高中毕业标准，应从实施的部分州推广到 50 州；各州应该鼓励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与 K－12 学

校合作以帮助学生做好大学入学准备等。[3] 
（二）加强考试的组织及其研究 
要使高中毕业能达到大学入学要求，各州必须根据大学入学要求确定高中毕业测试的统一标准。

因此，当前 12 年级的国家教育进步测试（NAEP）应该根据大学入学及工作等方面的要求重新设计。

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大学学习测评（CLA），该测评系统测量大学生学习的成长水平；学术水平程度及

进步测评系统（MAPP），主要是对本科学生一般性教育结果的测量，由教育部负责的全国成人读写

能力测评（NAAL），应该五年而不是十年进行一次。[3] 
（三）改革当前资助体系，将重点转向真正需要援助的学生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学校应该增加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学生的资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行的

政府奖学金系统应该转向结果驱动，并重点资助以下类型学生：第一，缺乏援助可能导致失学的学

生，包括非传统学生。第二，缺乏资助就难以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第三，有大量债务负担的学生

等。这个资助系统为了更好地资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还应该简化申请程序，尽可能地、尽早地给学生

提供充分的信息。作为 主要的联邦奖学金项目的佩尔奖学金应该将其支付学生学费的比例从

2004～2005 学年的 48％提高到 70％。[3] 
（四）控制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高校管理机构应该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设立评价高校成本管理效益的基准，以在不提高成本的基

础上，提高教学效果。州政府应该鼓励采用新技术手段进行教学，降低教学成本。[3] 
（五）建立“顾客为上帝”的高教信息库系统 
教育部应建立一个数据库，感兴趣的各方都可以搜索到有关教育机构运行状况、学生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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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信息，尤其是有关教育成本、入学、毕业率、学习结果等方面信息。教育部还要鼓励第三方

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结果纳入教育部信息库，如美国国家公共政策和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每两年发布的《测量》系列报告。此外，完善其他信息资源对政策决策者、研究者和一

般公众也很重要。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应该每年度公布教育机构的开支与收入等信息。还应通过建立

一个各州认可的协作协议，将 40 个互不相通的高等教育信息系统在保护隐私基础上联系起来，提供

学生的学习情况，学校运行情况方面的信息。学生各种测评的结果也应该公布。[3] 
（六）加强创新，提高竞争力 
为了继续保持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2006 年 1 月 31 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第五

次国情咨文讲话，提出《美国竞争力计划》，准备在 2007 年投入 59 亿美元，加大研发投入，提高

教育质量等。《美国竞争力计划》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良好技能的劳动力是美国竞争力的基石。

为此，2007 年投入 4.12 亿美元，启动 7 个教育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在于培训中小学科学、数学

等课程的教师，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中小学科学、数学课程的难度，

增加学习这些学科学生的数量等等。其中与高等教育有关的项目有大学先修课程项目（Advanced 
Placement/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AP/IB），该项目 2007 年投入 1.2 亿美元，用于扩大低收入

学生学习高难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专门培养７万名高中教师来教授和辅导这些课程，使低

收入学生在这些课程的通过人数由 23 万提高到 70 万。这利于高中学生在学业上为大学入学做好准

备。另外，还有联邦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评价项目（Evaluation of Federal STEM  Programs），

该项目 2007 年投入 500 万美元，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课程。除直

接的教育项目外，科研资助项目对于促进大学提高科研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9] 
《考验》提出，配合《美国竞争力计划》的项目实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资的重点是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领域（STEM）以及教学、护士、生物医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教学。美国教育部

从 1994 年开始实施中学后教育提升基金项目（FIPSE）。现在该基金项目应该被重新启动，以促进高

等教育开发创造性教学和学习模式以及应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组织理论进行高质量教学研究及

其实践，从而提高教学的创新水平。加强高等教育外语的学习，促进学生留学国外。吸引外国留学

生来美国高校学习。外国留学生获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STEM）等方面学位的人在获得

绿卡方面应该给予优先考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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