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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私立高校转为
公立高校的必然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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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国初所有私立高校转为公立高校 , 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本文从国外因素的影响 、国内经济条件

的促进 、政治因素的加速和私立高校自身难以维系等几个方面 , 分析了这一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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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 ,在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总目标下 ,政

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了“积极维持 ,逐步改造 ,重点

补助”的方针 ,以使公私立学校各尽其力 ,各得其

所。1951年教育部工作人员根据汇总和分析整

个私立高校的情况提出改组董事会 、实施统一经

费补助和进一步调整的方案等 ,其整个精神还是

要维持和改造私立高校 ,并未提出要全部取消私

立高校。但是 ,随后 ,在综合大学 、工业大学和师

范学校等院系调整中 ,截止 1952 年底 ,所有私立

高校被改为公办或并入公立。

对此 ,多数学者认为 , “当时对私立高校政策

的研究是不够的 ,做出的决策是比较仓促的 ,值得

深思” 。[ 1] “将全国私立高校改为公办的步子太急

了 ,1952年将所有私立高校一律调整合并 ,改为

公办或并入公立 ,欠缺周密的思考” 。
[ 2]
“一年时间

内将所有私立高校统统合并或改为公立 ,既缺乏

科学的论证 ,变化又太突然 ,是失误的。”[ 3]

然而 ,依笔者之见 ,建国初所有私立高校转为

公立 ,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分析如下:

　　一 、国际因素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新生的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

南。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进行社会主

义的教育改造 ,则是建国初面临的一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

响 ,但如何对待旧政权下的私立学校 ,马克思并没

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巴黎公社成立后 ,把行政 、司

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普选选出的人

担任 ,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公社的教育领导机构与领导人选也是按此原则产

生的 。公社起义的第二天就派人接管了旧教育

部 ,并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教育委员会 ,领导全

公社的教育改革 ,不久 ,由公社委员瓦扬亲自兼任

教育委员 。巴黎公社管理教育的经验和成就曾得

到马克思的肯定和赞扬。

巴黎公社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失败了 ,但这

次的教育管理实践作为一次尝试对我们后来的教

育改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建国初我国院系

调整中将私立高校转为公立高校就与巴黎公社的

教育管理实践不谋而合。

　　(二)苏联模式的借鉴

20世纪 50年代初 ,世界上对待私立学校的

态度有两种 ,一是不允许私立学校存在 ,像苏联和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高等学校都是国家举办;

二是美国 、英国 、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 ,允许私立

高校和公立高校并存。
[ 4]

1952 年我国院系调整

时 ,正是“美苏”冷战升级和中国抗美援朝时期 ,再

加上中苏意识形态相似等方面的因素 ,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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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密切。前苏联的教育经验自然而然成了我

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当时 ,大批前苏联专家被

派到中国担任各个部委的顾问 ,正是在他们的帮

助下 ,我国改变了“自力更生 、稳步前进”的教育改

革方针 ,开始全面仿效苏联模式及其实践。当时 ,

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认为:“学习前苏联先进经

验 ,进行教育改革 , 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

命。”
[ 5]

那么 ,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是如何对待私立高校的呢 

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在国民

教育方面 ,俄共给自己的任务是:把 1917年十月

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 ,把学校由资产阶级

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

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 6]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 ,改造高等

教育的性质 ,将高等教育的私立性质去掉 ,变为完

全的公立并实行免费上学成了“苏维埃化”改造不

可缺少的内容 。自此 ,前苏联便形成了单一化的

高教办学体制 ,亦即高校是全民所有制 。由此可

见 ,我国 1952年院系调整中将私立高校转为公立

高校正是对前苏联做法的直接效仿 。

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 ,尽管在开始

时对私立高校实行逐步改造的政策 ,但由于无具

体的经验可循 ,在建国初的院系调整中 ,坚持马克

思主义 ,模仿前苏联 ,采用“一刀切” ,把所有私立

高校转为公立 ,并非是毫无依据的 。

　　二 、经济条件的促进

　　(一)建国初经济建设逐步“计划化”的要求

1949年 3月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 ,没收

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 ,使

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建立起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

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的一

种先进的经济形式 ,它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计

划下 ,以强大的经济力量 ,发展社会生产力 ,生产

国家和人民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国有经济具有强烈的计划性质 ,可以称之为

计划经济的“雏形” ,建国初确立国有经济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领导地位的过程也正是我国经济建设

逐步开始走向“计划化”的过程 。那么 ,在我国经

济建设逐渐走向“计划化”的同时 ,高等教育是否

必然会走向“计划化”和“统一化”呢 1950年6月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开幕词中提

出:高等教育应随着国家建设而走向计划化 ,在统

一的方针下 ,有计划和有步骤的开展工作 。这意

味着如果计划经济开始实施 ,我国的高等教育可

能会“走向计划化 、走向统一化” 。

从 1951 年起 , 由周恩来 、陈云 、李富春等主

持 ,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之后 ,1952年 12月 ,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后 ,加快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并

公开宣布我国从 1953 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

计划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 ,新中国成立时 ,共有高

等学校 205所 ,其中私立高校(未含教会大学)60

所 ,占总数的 29. 27%,截止 1951年底 ,21所教会

大学中又 9所高校改为中国人民自办 ,更提高了

私立高校在我国高校总数中的比例 。质言之 ,我

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 ,需要大批建设人

才 ,如果不接办私立高校 ,国家就无法进行统一规

划和全盘考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1952 年

底 ,我国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私立高校也

于 1952年底全部转为公立高校 ,为即将开始的

“计划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二)建国初工业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工业人才 ,而建国

初 ,高校专业残缺不全 ,内部比例失衡 ,高校文科

政法类比重过高 ,最高年份达到 34. 6%,而国家

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科则相对萎缩 ,仅占17. 8%。
[ 7]

而私立高校由于经费有限 ,多数开设成本较低的

文 、法 、商等文科类专业 ,理工科专业比起公立高

校更为薄弱。

为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把私立院校纳

入院系调整的范围 ,一方面 ,私立高校工科非常薄

弱 ,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工业发展需要 、急需工业

人才的状况 ,在其生存举步维艰的状况下 ,被调整

或合并是充分利用其教育教学资源 、利于整个高

等教育发展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 ,私立高校转为

公立之后 ,可以壮大我国公立高等教育资源 ,不仅

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兴办工科院

校 ,而且能够促进一些公立高校合并后的工科类

专业的发展 。1949 年 ,全国共有高校 205 所 ,其

中高等工业院校 18 所 ,占 8. 78%,经过这次调

整 ,全国共有高校 184所 ,其中工科院校 38所 ,占

20. 6%,工科类院校得到加强 。[ 8]

总之 , 1952年时 ,计划经济即将实施 ,经济建

设又需要大量尤其是工科类人才 ,大大促进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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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调整中私立高校向公立高校转变 。

　　三 、政治因素的加速

　　(一)建国初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

们要建立的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从

本质上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只是当这

种形式用于中国时 ,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 。那

么 ,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的高等教育

就成为建国后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共

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 , ……肃

清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发展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同时还规定教育必

须为国家建设服务 ,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

1949-1952年 ,是对于具有“封建的 、买办的 、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个体和组织进行积极改造

时期 。由于私立高校一般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资

助发展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私立高

校的办学“主体” ,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他们则

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时 ,学费是私立高校最

主要的经费来源 ,所以一般都比公立高校高 ,这就

意味着一些工农群众被拒之门外。

因此 ,要想真正肃清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

主义的思想 ,建立无产阶级的 、为工农服务的高等

教育 ,转私立高校为公立则是“必然的” 。

　　(二)建国初高等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

高度集中与统一 ,是这一时期教育管理体制

的主要特点。1950-1954 年 ,政务院 、教育部 、高

等教育部先后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

决定》、《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文

件 ,对各级各类教育的领导体制做了详尽而又明

确的规定 ,其主要精神是对教育实行集中统一的

领导 。1950年教育部又强调:“全国高等学校以

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 , “凡中

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 、政策

与制度 、法规 、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 ,高等学校的

设置 、变更或停办 ,大学校长 、专门学院院长 、专科

学校校长的任免 ,师生的待遇 ,经费开支标准等 ,

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整个管理工作强调集中

统一 ,管理较为严格细致 ,但不够灵活。
[ 9]

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规定 ,表明中央政府虽

然并没有排除私立学校 ,但国家对于私立大学的

改造在逐渐加强 ,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的许多重

要方面的差别在逐渐消失 。

　　(三)建国初政治意识的促进作用

私立院校接受政府的管理 ,为无产阶级专政

服务 ,这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而高校的“公”和

“私”则属于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问题。管理体制

和办学体制同属于教育体制的两个方面 ,私立院

校即使要接受调整 ,由中央接管 ,但在 1952年时 ,

接受调整之后 ,其“私立”的性质并不必要马上取

消。比如:中南区的调整中将中山大学 、岭南大学

等院校全面调整为一所综合大学———中山大学 ,

又以中山大学农学院 、岭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一

所农学院 。以中山大学工学院 、华南联合大学工

学院 、岭南大学土木系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

成一所工学院。[ 10] 岭南大学被分给了几个学校 ,

但其中的一个学校仍可以为岭南大学 ,继续利用

多渠道方式筹集资金以发展。至少 ,维持几所发

展比较好的私立高校未尝不可 。

但是 ,如果维持一些高校的“私立”性质 ,则是

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即将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

“无产阶级专政”原则 ,新中国的人民是不会允许

的。因为在对私立学校的认识方面 ,当时许多人

把私立学校视为“反动” 、“落后”的场所 ,认为私立

学校与“无产阶级新学校”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因

此 ,对完全接办私立学校 ,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异

议 ,全国上下似乎都一致表示“赞同” 。

总之 ,建国后的政治因素促使私立高校难以

继续发展 。在 1950-1951 年中 ,已经采取了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 ,促使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差别

逐渐减小 ,再加上当时人们对私立学校认识方面

因素的影响等 ,为 1952年院系调整中“私”转“公”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私立高校自身难以维系

全国解放前夕 ,国民党统治区共有高校 205

所 ,其中公立学校 124所 ,占总数的 60. 5%,私立

学校和教会学校分别是 60所和 21所 ,共占总数

的 39. 5%。
[ 11]
截止到 1951年底 ,所有的教会大学

中 12所高校改为公办 ,9所高校改为中国人民自

办。这说明 , 1952年院系调整时 ,整个教会大学

的教育主权已经被收回 ,或被政府接办变为公立 ,

或者改为中国人自己办学 ,维持私立 ,政府予以补

助 ,所以这里就不再论及教育主权的问题。

　　(一)建国初私立高校困难重重

建国后 ,私立学校存在诸多困难 ,如经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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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师资缺乏 ,学生锐减 ,教学设备匮缺 ,系科设置

多偏文 、法 、商 ,理工偏少 ,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不相适应 ,需求差距甚大等等 。例如 ,学科专业设

置缺乏协调和计划 ,导致在经济学 、人文学科和社

会科学方面学生过剩 ,而在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以

及其他国家急需的知识领域方面学生短缺;在所

开设的课程和师资方面 ,上海大夏大学商学院除

会计课之外 ,无可选读的课程 ,且兼任教师占全校

教师总数的 80%,而上海大同大学理工学院教授

全部由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两校教授兼任。[ 12] 在

生源和经费方面 ,由于私立大学主要以学费维持

发展 ,所以学费一般较高 ,但新中国成立后 ,在私

立大学昂贵的学费面前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政策

的实施和富家子弟的减少以及一些公立高校免费

教育政策或收取较少学费政策的实施 ,私立高校

的生源和经费问题日益突出 ,很难继续生存。

　　(二)私立高校存在意义的丧失

首先 ,1951年教育部工作人员曾根据整个私

立高校的情况 ,提出实施统一经费补助 ,对私立高

校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助政策 ,但是 ,由于私立高校

严重的生源问题和经费问题 ,政府的补助并不能

解决根本问题 。从私立高校存在的意义来看 ,如

果说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资助占了私立高校经费的

大部分 ,私立高校的“私有”性质也就随之而消失。

其次 ,1952年 6 月 ,毛主席看到北京市有关

学生负担报告后批示要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从

此改变以往“公私兼顾”的方针 ,不再提对私立中

小学进行维持和补助 。教育部在关于接办私立中

小学问题的报告中 ,也指出私校学生学费贵 、学生

负担重 、教学质量低 、家长有意见 、社会都赞成全

部接办。[ 13]私立中小学的接办也为私立高校转为

公立提供了可能 。

最后 ,根据当时高等教育政策的有关规定 ,

1950年开始的高校课程改革中 ,教育部组织起草

了高等学校文 、法 、理 、工 、农等各系的课程草案 ,

并规定各高校根据课程草案制定的课程及教学计

划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实行;1952年

又进一步规定全国大学应实行教育部制定的各专

业统一的教学计划 。由此也可看出 ,作为整个高

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 1952年时 ,私立高校的课

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几乎要完全听从中央教育部的

指示 ———教学自主权与公立高校并非两样 ,其存

在意义严重丧失。

综合上述私立高校自身的各种因素 ———经济

匮乏 、生源不足 、教学质量低以及私立中小学被接

办等因素都促使 1952 年底我国私立高校在院系

调整中全部转为公立高校的“必然” 。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认为 ,教育必须受一定

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

济 、政治 、文化发展服务 ,同时 ,教育的发展又受教

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制约和影响。[ 14] 建国初私

立高校转为公立 ,正是当时的外部条件———国际

影响 、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和内部因素———私立高

校自身难以维持共同驱使下的“水到渠成” ,并非

“缺乏周密的思考” ,而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政治发展以及高校发展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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