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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 世纪 60、70 年代, 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东南亚各国采取措施, 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 以满足民众

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主要措施有: 扩大原有高等学校的规模, 鼓励发展私立高等

学校, 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及多途径入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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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久, 在发展中国家掀起的

“经济救国”浪潮推动下, 开始制定和实施雄心勃勃

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经

济持续增长, 社会安定,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

随之也出现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技术力量不足, 劳

动力素质差, 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使东南

亚各国意识到, 要发展经济, 必须有各级各类人才。

由于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 大力发展教育, 特

别是高等教育, 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对国家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东南亚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 相继制定了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推进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

11 老校挖潜与兴建新校并举

为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 东南亚国家首先在原

有的高等学校身上做文章, 具体是给这些学校增加

经费、设备和师资, 增设专业, 逐年增加招生数。例

如, 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菲律宾的菲律宾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等, 都是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的,

后来都成为了亚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学府, 每年招生

逾万人。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兴

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 印尼在独立之初只有

3 所学院, 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已有 243 所

高校, 到 1986 年时有 44 所国立大学和 650 所部立、

私立高等学校。菲律宾 1946 年时只有十几所高校,

到 1987 年则有 1 169 所。泰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只有 5 所官办高等学校, 到 1983 年时已有各类高等

学校 241 所, 1998 年为 630 所。

21 鼓励私人办学, 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许私人办学是促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

措施。私立院校在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

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菲律宾和印尼来

说, 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 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 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私立高等学校数所

占比例分别为 72%、93% 和 11% , 在校生人数所占

比例分别为 85%、67% 和 39% (U nesco , Sta t ist ics

Yearbook, 1987)。

在东南亚国家中, 菲律宾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较

长, 印尼和泰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则较短。印尼和

菲律宾的私立高校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泰国

则在 70 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这是由于在 1969

年以前, 泰国一直不允许私立院校的发展, 只是到了

政府实在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有所松动。

泰国私立院校由大学事务部统一管辖, 并通过下

设的“私立大学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实施严格的监督

与控制, 学校除了只有内部行政管理权外, 各种学术

活动和教育指标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 从而

保证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质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专

业, 如大众传播、统计和工商管理的毕业生比历史悠

久的公立大学毕业生更受劳务市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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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政府一直鼓励私人办学, 但在 70 年代以

前, 政府对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没有严

格的规章, 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乱收费, 滥招生, 教

学质量低下, 受到社会的责难。进入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 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对私立院校

进行整顿。首先, 规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

育文化体育部的批准, 才能颁发毕业证书、文凭或

授予学位等。其次, 支持几个民间的“认可委员

会”对私立院校定期进行考核认可, 以控制私立院

校的发展, 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

1961 年 11 月, 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 该

法令同时为私人办学大开绿灯。为保证私立院校的

教育质量, 从一开始印尼政府就对私立院校的设立、

教学计划、经费及师资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并成立

了“私立高等学校委员会”来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领

导和监督。1978 年, 印尼政府决定对私立院校进行

整顿, 以加强质量管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来几乎没有私立院校, 但

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两国也开

始允许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新加坡从 1987 年起

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行自主化政策, 后来逐步推广到

初级学院和高等院校, 并且在 1994 年将新加坡管理

学院升格为大学, 这是一所私营性质的大学。1996

年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开始私营化。马来西亚首相

马哈迪尔说: 过去, 由于马来西亚私人没有提供教

育设施的能力, 所以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大专教

育。现在, 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这种能力, 我们可以

将它交由私人去发展。不过, 他也强调, 有关大专

私营化的政策将由政府制定。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以来, 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从清一色的公立院校,

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发展。据马来西亚

教育部 2001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数字, 2001 年马来

西亚已有各级各类私立院校 666 所。新加坡除了已

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外, 还有若干所私

立学院。

31 创办开放大学, 办学形式多样化

“开放式”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发展高

等教育的模式。开放大学投资少, 容量大, 教育方

式灵活, 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 既使有志求学

的人有门可进, 又能保证毕业生有一定的质量。开

放大学这一模式对高等教育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南亚第一所开放大学是 1971 年泰国创办的

兰甘亨开放大学。兰甘亨开放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

的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生、受过中等教育的公务员

或同等学力者都可申请入学。该校以培养具有学术

水平的人才为目标, 当年招生 3 万多人, 1983 年最

高峰时, 在校生曾达到 80 多万人, 以后逐步下降稳

定在 45 万左右。兰甘亨大学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

的开放大学。第二所远距离教学系统的开放大学—

素可泰探玛提叻大学成立于 1978 年, 办学的宗旨

是: 使高等教育民主化, 促进终身教育, 满足人民

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现有在校生 12 万多人。

两所开放大学规模如此庞大, 国家的投资却是

很少的。兰甘亨大学校长塞坤·暖沙功 1984 年 5 月

10 和 11 日在泰国《淡炎叻》报上所发表的《兰甘亨

开放大学究竟是造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中谈到国

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时说: 当前, 国家拨给

两所开放大学的预算 2 亿余铢, 而两校承担培养 50

多万学生的任务。与此同时, 国家拨给其他 12 所大

学的教育经费超过 58 亿铢, 但它们仅承担培养 5 万

学生的任务。因此, 开放大学是在国家投资人均只

及民办小学生人均数字 (人均 364 铢) 的情况下进

行教学的。

泰国的经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有的国家

开始设立自己的开放大学。印尼于 1984 年 9 月在雅

加达开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开放大学, 第一学年就招

生 615 万。人们把开放大学的设立说成是印尼政府

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

计划之一。新加坡于 1994 年建立开放大学; 马来西

亚在 1996 年建立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灵活的办学方

式和开放性的招生政策, 的确是满足民众接受高等

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好办法。

41 放宽招生政策, 入学途径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也趋于

多样化。为适应高等学校扩大规模、增加学生人数

的需要, 东南亚各国在招生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

改革。

以前, 泰国大学不多, 因此各大学大都单独组

织考试。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泰国大学迅速发展,

报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 从 1962 年开始, 改

由国家组织联合考试等方式选拔招收学生。目前, 泰

国大致上形成了 5 种招生方式: ①国立大学联合招

生; ②学校自行招生; ③定向招生; ④免试推荐入

学; ⑤免试入学。任何高中毕业生, 除获得毕业证

书外, 都应通过某一种招生方式, 才能进入大学学

习。但国立学院或私立大学可自定资格, 最低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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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初中文凭。持有职业技术中学和普通中学文凭

者均可报考。

菲律宾高等学校除要求报考学生有中学毕业证

书外, 还需参加入学考试。1973 年以前, 入学考试

由各校自行组织, 从 1973 年开始, 规定必须通过全

国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初是由私立考试促进基金

会 (FA PE) 和教育文化部合作举办的。1975 年教育

文化部新成立了“国家教育测验中心”(N ETC) , 统

一考试就由该中心负责。统一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

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保持国家各种类型人才的平衡。

现在菲律宾全国设有 1 300 个考试中心, 每年 9 月

26 日举行考试。每年大约有 97% 的中学毕业生参加

统一考试。

新加坡政府规定, 受过中等教育 (包括大学预

科和初级学院) 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

生, 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 1975 年开始, 所有报考

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

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

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 因此考生被接

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 还必须参加与所

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 达到规定的标准, 才能被

正式录取。例如, 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 按

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 3 年, 通过新加坡—剑桥普

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 方可入

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

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 2004 年开始, 新

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 使进入第三级教育

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 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

功的范例。独立之后,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

等教育, 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 强调高

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

合。根据这一原则,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

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 并及时根据国

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 从而使新加坡

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

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 1980 年新加坡共

有大学生 22 511 人, 其中理工科占 62% (而同年菲

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 21% 和 1915% )。

相反, 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 不顾社会

的供求关系, 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

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

理学科的比例竟达 40% , 1986～ 1987 学年, 主修文

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

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

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

构失调, 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 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

20 世纪 70、80 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

展的黄金时期, 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

加, 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 并以低质量和大

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

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 菲律宾

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 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

的院校 (如菲大) 外, 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

低, 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

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

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 70% , 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

投资少、容易上马的, 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 要求过

低, 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

制, 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

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在推

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

实际需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

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 高等教育

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

过程中, 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

问题, 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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