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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既要求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 同时又要求高等教育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以获得外

部大系统的有力支持, 从不同维度对高等教育变革施加影响, 才能更好地加速高等教育角色功能的转换。文章从

高等教育自身的变革、高等教育与外界的联系以及高等教育角色功能转换等三个维度, 对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

等教育的社会化变革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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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 ina’s h igher education is undergo ing its socia lizat ion now. O n the one hand, h igher education has to

refo rm. O n the o ther, it has to en large its linkage w ith the ou tside w o rld to gain suppo rts and reinfo rcem ent on

its refo rm , and therefo re to speed up its sh ifts of functional ro les. T h is paper, based the reason ing on th ree

aspects of h igher education, nam ely its refo rm , the linkage w ith ou tside w o rld and the ro le2sh ift in h igher

education, ra ises a stra tegic p ropo sal to the socia lizat ion of Ch ina’s h 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know ledge

Ec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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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社会化的内涵及关系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 是

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

济。人类社会在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下经历了不同

的经济形态, 各个时期的生产力要素不尽相同, 在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

素。这里的知识是指可以被人们认识、掌握和运用

的有价值的信息。知识经济若从形态上讲, 其主要

特征有: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基

础; 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

心地位; 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 人力

资本要素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1 ]。

社会化就其概念本身来说, 强调的是社会对于

个体的影响和个体对于社会的适应。以往人们往往

注意到个体对于社会环境的适应。其实社会化过程

也是个性化过程,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也会逐步形

成个体心理和行为倾向性。高等教育社会化既要探

讨高等教育这一子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关系

问题, 也要探讨高等教育在适应环境中的个性化问

题。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程度越高, 它的人性化也就

越明显。高等教育社会化程度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要求。在农业经济社会,

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 不需要高深知识, 高

等教育只能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社会,

自然资源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

对自然资源的占有、配置与使用, 这时高等教育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经济社会, 但仍处于经济社会的

边缘。知识经济的到来, 高等教育将全面投入经济

社会活动中并被推到了经济社会的中心, 高等教育

逐步走向成熟, 更加的社会化, 也更加的个性化。

二、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社会化的基本特征

1.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知识经济依托于智力资本, 而且这种智力资本

不仅是少数的精英, 更多是凝聚在一般劳动者身上

的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又是提高

智力资本、推动知识经济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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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扩大对象, 采取多种形式满足社会的

需求。

2. 高等教育过程的终身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 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知识型人

才, 另一方面知识的更新瞬息万变。高等教育在培

养专门人才、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和拔尖创新人才等

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客观上要求教育终身

化。这种终身化的高等教育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

即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延伸的结合体。

3. 高等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开放性

高等教育体制是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规范的

结合体或统一体, 它由高等学校教育体制、高等教

育行政体制和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三个子系统组

成[2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体制应该高度开放,

包括各级各类高校的开放、办学体制的开放等。政

校分离, 政府主要在法规、信息、拨款和服务等方面

发挥事务型的作用。高校内部管理分权, 包括校院

系三级分权和党政分权等。知识经济时代, 市场和

社会在高等教育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等教育不

再是闭塞或只是与政府打交道, 它还必须向社会和

市场开放。这种开放的机制是高校、政府、市场和社

会多方参与的运行机制, 有利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4. 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系统

的排列组合及其结合方式。高等教育结构状况源于

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状况。产业结构直接或间接

地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内部发展变化趋势和高教结

构调整方向, 同时高教结构调整也必将对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及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

5. 高等教育的产学研相结合

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日益社会化,

知识不在被束之高阁, 它应该被切实的转化为生产

力, 服务于经济社会。同时, 高等教育也获得了自身

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产学研结合的组合方式呈现

多样化方向, 产权关系将日益明晰, 高等教育的生

产性日益突显。

6.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 而知识经济在

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教育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

高等教育必然走向国际化, 要求培养的人才具有国

际意识和创新精神、科研攻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

及高等教育的全球服务意识。

7. 高等教育功能的综合性

知识经济时代, 作为高等教育主要载体的高

校, 被广泛誉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知识更新

的“发动机”。高等教育的功能不仅是培养专门人

才, 而且扩展到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高等教育应

充分发挥其综合性功能, 人才培养的知识型、科学

研究的生产性和社会服务的主动性相结合。

8. 高等教育更加个性化

高等教育社会化与个性化是个相伴的过程。高

等教育个性化是当今世界高教发展的主要趋势, 也

是高教改革的趋势, 高等教育个性化包括两个层

面, 即高等教育本身属性和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

知识经济时代, 高等教育以主动的姿态催生知识经

济, 从而发挥高等学校的“辐射源”作用, 注重人才

个性的培养, 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

塑造。

三、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跨越了大众化的最低限,

2003 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17% , 普通高等教育

招生 447. 3 万人, 在校生 1333. 5 万人[3 ], 大众化进

程不断迈进; 高教形成了集全日制普通高教、民办

高教、成人高教和高等自学考试四种形式的 11 个

学科门类的多层次的高等教育布局。高等教育由相

对封闭逐渐走向开放教育, 高等教育的终身化有效

的结合了大众化的步伐, 放宽了高考年龄, 形成了

各种跨空间的教育机构和形式, 做到了时空两维度

的结合; 形成了高校与政府、企业三方结合、高校与

高校、高校与企业和技术转让、委托开发、合作研

究、校办企业等多形式多模式的产学研结合, 高等

教育的产业性和服务性逐渐展现。

我国高教大众化中高教资源相对不足, 公平问

题突显, 保障机制尤其是学生支柱体系不健全。东

西部和中心与非中心城市高教资源分布不平衡; 管

理跨度过大, 高校与市场介入程度低, 社会参与热

度不高; 精英教育情结严重, 缺乏终身教育的师资

设备, 资源共享和开放度不高; 人才培养知识结构

不合理,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据报道, 我国高校科研

实际转化率仅5% [4 ], 缺乏高教功能有效释放机制;

高等教育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存在物化性、功

利性倾向, 高教在回应社会时丧失个性、迷失了

自我。

四、高等教育社会化变革的对策与途径

1. 高等教育自身的变革

( 1) 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生产

性, 将高等教育提升为“先导性”和“基础性”的战略

高度。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理论, 教育劳动是一种劳务性或服务性劳动, 也

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 主要表现在: 能直接提高劳

动者劳动能力, 能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 能直接生

产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知识, 高等教育的生产性将日益突显。未

来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主要是知识, 而知识的生产和

创新要靠教育, 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具有超前意识。

因而我们要把高等教育作为先导和基础产业对待,

从战略的高度发展高等教育。

(2) 保持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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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化甚至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重视精英教育。高等

教育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 其

一是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与劳动力结构的多层次性;

其二是个体的个性、能力的差异性。高等教育越社

会化, 它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就越加的明显。依据

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 高校被划

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和教学型三类。各类

高等院校不一定要追求一致的标准, 关键的是要认

清形势, 办出特色, 保持其多样化的形态。研究型大

学在知识创新上有举足轻重作用, 是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创新的中心。国家应该组建适量的研究型大

学, 争创几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2. 加强高等教育与外界的联系

(1) 改革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 建立与知识经

济相适应的新型的高效的多方参与机制。高教运行

机制改革要从高校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

入手。内部运行机制要本着“以人为本、学术自由”

的原则, 理顺关系, 增强活力, 充分的尊重教师与学

生的主体性地位, 力求精简、高效, 注重学生的创新

能力、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 目标监测系统要具快

速和客观性。高等教育外部运行机制要本着“宏观

调控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要转变职能,

由指令型向事务型转变, 通过立法、拨款、规划、信

息服务以及适度行政进行宏观管理; 高校作为法人

实体, 有一定的自主权; 社会参与高等教育办学、咨

询、评估和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 这样将更加有利

于科学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高等教育与市场

相互介入。

( 2) 引入产业机制, 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是一种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产业。“产业”与

“产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着本质的区别。高

等教育既有产业性, 又有事业性; 既有经济价值, 又

有社会价值。高等教育引入产业机制不仅可以提高

现有公立高校的办学效益, 而且可以激励社会力量

办学。高等教育可以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允许社会

力量介入高等教育领域, 与社会的经济体制相融

合, 适度借鉴产业的管理机制、经营机制、运筹机

制, 特别是创新机制, 这将有利高等教育发展。

(3) 加强网络建设, 构建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

的“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原本是信息基

础设施的形象比喻, 是指高速计算机通讯网络及其

相关系统。建设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信息高速

公路”, 是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产业与信息产业发展

的需要。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 它

所需的人力资本和智能化的物力资本都离不开教

育产业的支持, 信息产业和教育产业有望实现综合

化。构建高等教育和社会之间的“信息高速公路”,

加速高等教育向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

辐射, 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凝合提供广阔的平台。

( 4) 完善社会文化环境, 建构学习型社会。首

先, 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变革,

传统高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 阻碍了高等教育

社会化的进程; 其次, 完善法制和法治环境, 高等教

育社会化程度越高, 它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就越紧

密, 彼此的权责关系就越复杂。这都需要完善现有

的法律体系; 再次, 建构学习型社会, 高等教育作为

教育的最高层次, 在学习型社会的建构中肩负着重

要的使命, 将由教育型向学习型转变。学习型社会

的建立, 将打破高等教育与社会隔离的状态, 促进

高等教育的社会化。

3. 加速高等教育角色功能的转变

( 1) 注重社会效益, 提高服务质量。社会效益

是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对社会所产生的效应, 主

要表现在公众反应和社会评价指标上。高等教育是

社会文化领域的中心, 我们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

时,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要位置。高教要获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就必须提高质量, 这里说

的质量不仅仅指人才培养的质量, 而是高等教育服

务的质量、服务的意识。这样有利于把社会闲置的

资本引入高等教育, 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格

局; 有利于培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认同感, 产

生凝聚力; 有利于高等教育走向经济社会中心, 服

务于经济社会, 达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融合。

(2) 高等教育主体性的建构。面对信息社会的

到来, 高等教育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要有自主

性、自醒性、自律性和创造性, 在价值选择和判断上

树立主体性的价值取向。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高

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的主体性, 而且还表现在高等教

育自身的功能、作用的主动性上。高等教育在依据

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社会

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展望知识经济, 高等教

育将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 沿中心辐射社会各个领

域, 以全新的、更加主动的姿态在信息社会中发挥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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