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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传统的精英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 , 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重新认识精英教育

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 和传统的精英教育功能相比 , 历史又赋予其新的功能: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发展

的内在要求;是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必须;为知识与经济的融合搭建优良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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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英教育: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

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极端核心的高新技术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日

益突出 , 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 , 在 1997年

资产已经达到 460亿美元 , 连续 3年成为世界首富 ,

据美国总统的一位科学顾问透露 , 微软公司的市场价

值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 , 但是微软公司和传

统的企业运作方法大相径庭 , 没有高大的车间 , 没有

堆积如山的原料和产品 , 微软神话的创造所依赖的是

当前最高新的技术———信息技术[ 1] 。

我们不否认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实施高等教育大

众化 , 普及一般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和积极意

义 ,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可以忽视或者削弱对

高新技术知识的追求 。我国的 “863” 计划自实施

起至今已有多年的发展历程。从 1986 年到 2000

年 , 据不完全统计 , “863” 计划实施 15 年来 , 在

6个领域的 230多个专题研究方向 , 共资助项目近

5 200余项 , 获国内外专利 2 000多项 , 发表论文
47 000多篇。共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 , 产

生间接经济效益达 2 000多亿元。经过 15年的努

力 , “863” 计划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

成果 , 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 , 缩小了同世界

先进水平的差距 , 培育了一批高技术产业生长点 ,

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 并为传

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撑。“863” 计划重点

支持的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

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经专家抽样分析表明 , 局部

已形成优势 , 开始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60%以上的技术从无到有 , 如今已进入或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另有 25%仍然落后于国际先进水

平 , 但在原来基础上也有很大进步[ 2] 。

“863” 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 , 高新技术在

整个国家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在当时 ,

知识经济在我国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 甚至还没有这

个词语概念的引入 , 高新技术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社

会发展推动力作用 , 而在知识经济已经开始渗透到

社会各个角落的今天 , 高新技术所体现的价值就可

想而知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 从事农业的人口在不断地减少 , 大量的农民

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 , 与之相适应 , 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需求人口大大增加 , 其增长速度十分

惊人。众所周知 , 吸收就业人口的主要是第二第三

产业 ,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产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人

数的需求量在不断扩大 。在这种形势下 , 大众化高

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必然是职业性的 , 是为了满足社

会对一般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需求的。但是在知

识经济时代 , 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由于知识的信息化 , 网络社会的形成 , 各个学科之

间迅速交叉融合渗透 , 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哪一门

学科 , 而必须从多个学科入手 , 才能取得预期的研

究效果 。不仅如此 , 由于各个学科的互相结合渗透

融合 , 新兴学科也不断出现 , 研究的难度和深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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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地加大。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是以大

众型普及型的职业性教育为主导方向的 , 职业教育

所强调的在教育中突出 “职业” 性 , 从办学 、专业

设置到各类教育 、 各科教学及各种管理制度 、 措

施 , 都要适应职业的特点和要求。专业设置应尽可

能地定位于明确的职业范围 , 定位时要考虑社会

(用人单位)和个人 (求学者)双方的需要和意向 ,

并及时加以调整和转向 , 达到以该职业的资格标准

为具体培养目标 , 并尽可能地与资格证书挂钩。各

科教学都要考虑到职业岗位的需要 。这显然是不能

解决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的

一项重要功能是进行科学研究 ,而精英教育所从事

的科学研究 ,正是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高深复杂的科

学技术 。所以 ,为高新技术的研究工作服务几乎必

然地成为教育的功能:一方面 ,就学生来源来看 ,学

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挑选出来的 ,具有很高的基

本素质和扎实的科学知识水平 ,是进行高科技研究

必备的优良的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 ,精英教育所开

设的有关高科技发展的学科 ,而且不是单一的学科 ,

具有优良的学科综合优势 ,为高科技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学科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 ,精英教育有一大

批学有所长的专家 、学者 ,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上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和学术声誉 ,而且他们所研究
的领域 ,大多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站在科学技术发

展的前沿 ,这无疑为从事高科技研究提供了最为重

要的学术资源 ,精英教育为高科技发展服务是必然

的选择 ,也是其必然的功能。

二 、精英教育:培养高层次创新性
人才的必须

　　江泽民同志在 1998年 11月 24日的《在新西伯
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的讲话》中认为 ,要迎接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

坚持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人才的成长

靠教育[ 3] 。我国的高等教育要为知识经济时代培

养大量的创新人才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非常正确的

选择。但是创新人才不是单一概念 ,它有着层次之

分 , “在工业经济时代 ,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 ,占劳动

力的 80%。知识经济时代 ,直接在车间从事生产的

工人 ,逐步被机器取代 ,占劳动力的比例反过来不到

20%,而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人占 80%以上”[ 4] 。

可以说 ,在知识经济时代 ,劳动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革 ,社会的主体由工业经济时代的蓝领工人转变

成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阶层 。具有足够的知识阶

层 ,我们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知识经济社

会才能正常运转 ,我们才不至于被知识经济所抛弃。

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培养的创新人才正是满足这一变

革的要求 。但是 ,这种层次还是较低的一个层次。

如果把知识经济比作一艘航船 ,知识阶层如同一群

水手 ,他们的数量是最多的 ,有了他们这艘船可以在

海面上游动而不至于翻沉于海中 。但是如果想要这

艘船能够乘风破浪 ,不被其他船只拉下 ,甚至超越对

手 ,我们必须要有一名优秀的船长。精英教育所培

养的创造性人才就是扮演船长的角色 。

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的服

务功能有了很大的改变 。马丁·特罗教授指出“在大

众高等教育阶段 ,高等教育依然是培养精英 ,但这是

一种更为广泛的精英 ,包括社会中所有技术和经济

组织的领导阶层 ,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

门的技术精英”[ 5] 。其实 ,这种技术精英也分为两

类:一类是普通的技术人员 ,他们主要是适应社会各

个领域普通的工作要求 ,在领导或主要负责人员决

策之后 ,负责执行 、操作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

策 ,但这种决策的参与是一种权利 ,不是一种义务 ,

就其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而言 ,影响力比较有限;另一

类则与之相对 ,他们的任务是进行管理 、决策 、领导 ,

负责一个国家 、部门或者企业维持 、发展 、前进的重

大任务 ,负责重大决策的制定 ,处理主要问题 ,实施

领导功能 ,可以说这些人员对其所负责工作的成败

负有主要责任 。相比其他普通员工 ,社会责任对他

们有更为特别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 , 是创新的经

济 ,要求人力资源具有创新思维 ,在自己的工作上不

断创新 ,而对这种创新能力的要求 ,要求领导或者主

要决策人员具有更高层次的创新能力 ,能够做到目

光远大 、视觉敏锐 、富有机智 、灵活多变 ,具有很高的

分析判断能力和概括归纳能力 。如果说 ,在前知识

经济时代 ,这些人员的培养还可以在具体实践工作

中存在的话 ,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则必须经过严格科

学的训练。其原因在于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 ,竞争日

益加剧 ,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广大的一般的

技术人员 ,而且由于他们的师资 、管理 、水平等原因 ,

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来从事这一工作 。

精英教育几乎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 ,拥有学识

渊博精深的高科技人才;有自然科学 、经济科学 、管

理科学 、思维科学 、教育科学综合学科配套的优势;

有具有学问高深 、视野独特的教师资源;有更为科学

完善的教学 、课程体系;有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有

庞大的资金支持;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这些都是培养

高层次创新人才必要而充足的条件。精英教育有必

要也有能力承担这一社会所赋予的功能。事实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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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 ,在美国几乎所有著名企业的领袖都毕业

于世界著名大学。我国新兴的著名高科技企业中 ,

例如 ,北大方正 、清华同方 、上海交通大学昂立 、东北

大学阿尔派 、四通集团 、联想集团 、华为集团等 ,他们

的领导层 、主要研究人员清一色都是我国著名研究

型大学的学生。而这些企业在中国都可以成为旗帜

性的企业 ,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三 、精英教育:为知识与经济的融合搭

建优良的平台

　　知识经济是科学与技术 、知识和信息相互融合 、知

识和信息与经济一体化的经济 ,是知识资源化 、产品

化、产业化 、市场化 、信息化 、全球化的经济 ,但是知识

不会自动地资源化 、产品化 、产业化 、市场化 、信息化、

全球化。科学与技术 、知识和信息 、知识和信息与经济

也不会自动地融合为一体 ,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形成

一个中心才能实现 ,即必须依靠一个操作平台来实现。

而最优秀的平台是由精英教育来搭建的。

由于要实行精英教育 ,高等学校必须拥有各个方
面最优良的资源 ,包括科研经费 、学术水平 、优良师资

等。美国大学 1999年年度科研经费的数据表明 ,美国

前10名的大学各校经费在4.1亿美元以上 ,前20名的

大学各校经费在 3.2亿美元以上 ,斯坦福大学经费额

度为 426 549 000美元 ,麻省理工学院为420 306 000美

元;在学术水平上 ,1998年哈佛大学SCI(含SCCI)论文

数量达到 8 000多篇 ,排名第一 ,位居第二的东京大学

5 751篇 ,第三位的是斯坦福大学 3 961篇。1999年各

大学发表在 NATURE 和 SCIENCE上的论文数量在4

篇以上的有 93所 ,20篇以上的有 6所 ,其中哈佛大学

65篇、斯坦福大学 33篇 ,柏克莱大学 32篇 ,美国各大

学总计有院士 3 329名 ,哈佛大学就有 247名 ,斯坦福

大学为 239名 ,麻省理工学院为 236名 ,如此优良的资

源
[6]
,其他大学只能望洋兴叹。

大众高等教育由于其功能主要是体现为大众服

务:指导 、提高 、安置学生 ,为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做

准备 ,对人才的职业 、技术 、专业和专业技巧提供训

练
[ 7]
,这就决定了承担大众化任务的高等学校一般

不要求太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 。这也几乎是世界通

行的做法:美国大力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英国创

办了许多可授予技术文凭的高级技术学院;日本则

根据自己的国情 ,为妇女专门开办了短期大学 ,创立

了面向第二产业的高专和面向第三产业的专修学

校;韩国于 70年代开设了两年制的“专门大学” 。此

外 ,部分时间制的开放大学 、电视大学 、夜大学 、业余

大学 、函授大学 、自学考试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也

蓬勃发展。美国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开设了部分

时间制的学生教育;英国早在 1969年就有面向成人

的远程教育机构———开放大学;韩国 1982年创办了

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泰国则创办了兰甘亨 、素可泰 、

塔玛提勒等开放大学;印度于 1985 年创立了英迪

拉 、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 7]
。这些高等学校灵活多

样 ,适应了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 、不同阶层的各种群

体的需要 ,深受人们欢迎 ,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他们的资源条件和上述精英教育相比 ,简直是

天渊之别 。所以 ,尽管大众高等教育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知识和经济的融合 ,但是无疑精英教育

是更为优良的平台 。

美国的硅谷早已世界闻名 ,许多国家都有类似

的高科技知识经济中心 ,例如 ,日本的筑波科学城 、

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区 、中国大陆的中关村 、中国台湾

的新竹科技园区等 ,他们以知识生产为中心 ,发展速

度十分惊人 ,这些企业中心的迅速腾飞和前文提到

的精英教育所聚集的优良资源密不可分。硅谷的周

围是斯坦福 、柏克莱等大学 ,中关村在北京大学 、清

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环抱之中 ,而剑桥大学科技

园区 、筑波科技园区则和剑桥大学 、筑波大学比邻而

居 ,这些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优良的知识资源为这

些科技园区提供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国际信息流通网

络 ,帮助其形成了在技术和实践上同世界经济发展

接轨的产业体系 ,把知识创造 、加工 、传播和应用有

机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最终为
企业发展锻造了一个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人才培

养 、生产过程密切结合的优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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