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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比较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间的基础上, 介绍分析一份重要的高等教育统计资料, 指出
1931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 27 位, 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 1 名, 是第 28 位的印度
的 3 倍。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位置的落后主要是“文革”造成的恶果。从 7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
与进退, 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受政治的制约特别明显。高等教育扩招势在必行, 而且应在长远规划的基础
上渐进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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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
提出,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问题成为高
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要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不仅需做国际比较研究, 而且须回顾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大
家都较熟悉, 而对以往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即使是
一些高等教育专业研究者也不太了解。本文以介绍
一份 1931 年度的高等教育统计资料为中心, 在横向
比较和纵向考察的基础上, 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在世
界各国中的相对位置之起伏进退, 从中可以看出中
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间之比较

按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理论, 毛入学率达到 15% 以上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现在, 不仅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早
已超越 15% 的门槛, 甚至已超过 50% , 进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阶段, 而且,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进入大
众化阶段。1995 年全世界毛入学率总计 16. 2% , 其
中发达国家 59. 6% , 最高的是北美洲 84% ; 发展中
国家平均 8. 8% , 其中拉丁美洲 17. 3% , 阿拉伯国家
12. 5%。亚洲国家如菲律宾 1965 年的毛入学率为
19% , 1980 年韩国、泰国的毛入学率都是 14. 7% , 新
加坡 1985 年为 13. 6% , 1990 年已达 18. 6%。[ 1 ]而
1995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 6. 86% , 到
2000 年才刚超过 11% , 比不少发展中国家落后。当
然,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由于存在

着巨大的城乡差别, 在一些农村地区连中等教育都
还未普及, 而在多数大中城市实际上毛入学率已远
不止 15% 了。因此, 中国高等教育局部出现了一些
大众化甚至是大众化后期的阶段特征。另外, 1998

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统计也不够全面, 数百万自学
考试考生没有纳入统计范围, 即使 1999 年以后, 自
学考试考生折算的比例也过低。[ 2 ]但无论如何, 从世
界范围来看, 1998 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是偏低的。

表 1　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学生数比较表[3 ]

国 (地区)别 年份 每万人口中高等
教育学生数

中国台湾 1993 274 (305)
中国大陆 1992 19
中国香港 1989 85
新加坡 1991 103
日本 1992 228
韩国 1993 383 (477)
印度 1986 63
美国 1990 411 (569)
加拿大 1991 525
英国 1990 209
法国 1991 323
西德 1991 257
意大利 1991 266
澳大利亚 1991 309
新西兰 1991 379
阿尔及利亚 1990 114
埃及 1990 134
前苏联 1989 183

除了采用毛入学率的指标之外, 较早时通行的

另一种衡量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的办法是计算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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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高等教育学生数。我们看一下 1991 年前后一些

国家和地区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学生数, 便能了解

中国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 (见表 1)。

由此可见, 1992 年中国大陆每万人口中高等教

育学生数仅 19 人, 比表中各国各地区都落后不少。

当时的统计未计入成人高等教育, 但即使加上成人

高等教育, 中国大陆的数字也不会很高。特别是较有

可比性的人口大国印度, 1986 年每万人口中已有 63

名大学生, 超过中国许多。然而, 中国高等教育在世

界上的相对位置并非始终如此, 而是经历过大的起

伏和进退的。

二、1931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相对位置

民国时期, 中国的高等教育曾有过稳步的发展,

尤其是在 1930 年前后, 教育和学术都曾有过一个相

对稳定而良好的发展时期。而 1931 年是民国高等教

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 该年做过详细的全国高

等教育统计。1933 年 7 月, 民国政府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编印出版了《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一

书, 1935 年 5 月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篇

“教育统计”所载内容基本上是用 1931 年度的数据。

其中的“学校教育统计”载有一份珍贵的高等教育统

计资料, 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制的《我国二十年度

高等教育与世界主要各国之比较》, 这份统计表列出

了 1930 年前后包括中国在内的 28 个国家的高等学

校数、学生数、每校平均学生数、每百学生中之教员

数, 以及各国人口数和每万人口中之大学生数, 从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相对

位置。原表除中国以外按各国大学生数多少排序, 为

了便于比较阅览, 现以当今的通例更改原表中的少

数国名, 并根据该表数据按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

多少重新排序列表如下 (见表 2)。

表 2　1931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表[4 ]

国 别 调查年次 学生数 教员数 校　数 人　　口
(单位千人)

每校平均
学生数

每百学生
中之教员

数

每万人口中
之学生数

人　数　位　次

美　国 1931 919, 381 62, 224 976 126, 013. 0 912 7 73 1

加拿大 1929 57, 254 4, 210 23 2, 934. 5 2, 489 7 57 2

奥地利 1930 25, 477 1, 313 6 6, 704. 5 4, 249 11 38 3

南　非 1930 6, 802 774 9 1, 790. 0 756 11 38 3

新西兰 1929 4, 623 230 4 1, 284. 2 1, 156 5 36 5

瑞　士 1930 11, 388 989 7 4, 067. 3 1, 627 9 28 6

德　国 1928 151, 629 5, 175 23 63, 178. 6 6, 592 5 24 7

西班牙 1929 56, 298 ⋯ 11 23, 457. 4 5, 118 ⋯ 24 7

丹　麦 1931 8, 521 ⋯ 21 3, 550. 9 1, 406 3 24 7

比利时 1928 18, 244 ⋯ 4 7, 932. 1 4, 561 ⋯ 23 10

罗马尼亚 1928 31, 308 971 4 17, 393. 2 7, 827 3 18 11

俄　国 1931 272, 125 22, 876 537 162, 643. 1 507 8 17 12

法　国 1929 69, 921 ⋯ 17 41, 130. 0 4, 113 ⋯ 17 12

匈牙利 1930 14, 630 ⋯ 18 8, 683. 7 813 ⋯ 17 12

瑞　典 1930 9, 808 ⋯ 5 6, 130. 1 1, 962 ⋯ 16 15

挪　威 1929 4, 335 ⋯ 1 2, 890. 0 4, 335 ⋯ 15 16

荷　兰 1929 10, 965 599 8 7, 832. 2 1, 371 6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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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国 别 调查年次 学生数 教员数 校　数 人　　口
(单位千人)

每校平均
学生数

每百学生
中之教员

数

每万人口中
之学生数

人　数　位　次

波　兰 1929 43, 025 950 16 30, 737. 5 2, 689 2 14 17

澳大利亚 1930 8, 316 665 6 6, 396. 9 1, 386 8 13 19

英　国 1931 56, 725 5, 693 21 49, 018. 9 2, 701 10 12 21

意大利 1931 45, 260 ⋯ 25 41, 145. 0 1, 810 ⋯ 11 22

葡萄牙 1928 6, 033 ⋯ 3 6, 032. 9 2, 011 ⋯ 10 23

日　本 1931 40, 172 4, 910 46 62, 122. 0 875 12 6 24

土耳其 1928 4, 095 216 8 13, 648. 3 516 5 3 25

芬　兰 1929 75 ⋯ 1 216. 7 75 ⋯ 3 25

中　国 1931 44, 167 7, 053 103 474, 787. 4 439 16 1 27

印　度 1929 8, 078 ⋯ 16 2, 692. 7 505 ⋯ 0. 3 28

　　由上表可见 70 年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高等教育

发展的大体格局。从人口与大学生数的比例来看, 在

这 28 个国家中, 美国和加拿大数一数二遥遥领先,

与当今北美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致。南非当

时的位置也十分靠前, 与奥地利并列第 3, 而今南非

的位置已后退了。从表中第 5 位的新西兰到第 23 位

的葡萄牙, 都是欧洲和大洋洲国家。日本第 24 位,

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 6 名。中国排在第 27 位, 每万

人口中有大学生 1 名, 是第 28 位的印度 (013 名) 的

3 倍。当时中国有 4 亿 7 千万人口, 在校大学生数是

44167 名, 在今天看来学生数并不多, 且已远远落后

于先进国家, 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都

很落后, 印度与中国已有很大的差距, 其他一些没

列进表中的国家的大学生数就更微不足道了, 因此,

1931 年中国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排名还算是靠

前的。当然, 当时世界上国家数不像现在这么多, 现

在的许多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独立的。然

而以上数据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

世界各国中的位置曾经是不算太落后的。

在世界各国中,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

度往往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虽然当时中国

高等教育绝对量还很小, 但在世界各国中排名还不

算太后, 每万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至少比印度

高出许多。而到 1986 年, 印度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数

已有 63 人, 中国大陆在 1992 年却只有 19 人, 即使

加上成人高校学生, 也比印度少。是什么原因使中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受到影响? 考察分析

之后, 可以看出, 部分是因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摧

残, 而从长远来看, 则还有其他原因。1947 年出版

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载有 1927～ 1945 年全国

高等教育情况, 表明抗战后期高等教育仍有较大的

发展, 请看下表 (表 3)。
表 3　1927～ 1945 年中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5 ]

学年度 学校数 学生数

小计 大学及
独立学院 专科学校 在校生 毕业生

1927 44 2714

1928 74 49 25 25198 3253

1929 76 50 26 29123 4164

1930 85 58 27 37566 4583

1931 103 73 30 44167 7034

1932 103 76 27 42710 7311

1933 108 79 29 42936 8665

1934 110 79 31 41768 9622

1935 108 80 28 41128 8673

1936 108 78 30 41922 9154

1937 91 67 24 31188 5137

1938 97 70 27 36180 5085

1939 101 73 28 44422 5622

1940 113 80 33 52376 7710

1941 129 83 46 59457 8035

1942 132 85 47 64097 9056

1943 133 89 44 73669 10514

1944 145 90 55 78909 12078

1945 141 89 52 83498 14463

从表 3 看来, 在 1927- 1945 年之间, 除 1937 年
抗日战争爆发导致高等学校数和学生数出现顿挫以
外, 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而言是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
发展时期。1940 年以后, 高等学校数和在校生数甚
至超过了 1936 年, 至抗日战争胜利的 1945 年, 高
等学校数达到创记录的 141 所, 在校生 83498 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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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增加了 1 倍。在“平时
作战时看, 战时作平时看”的思想指导下, 抗日战
争时期高等教育的数量仍有稳步增长。抗战胜利后,

高等教育仍然继续发展, 虽然在解放战争后期一定
程度上到受战乱的影响, 但并未出现大的波动。

1949 年新中国建立, 当时有高等学校 205 所,

在校生 116504 名。此后不久进行院系调整, 高校数
有少量的变动, 但在校生数则是逐年增长。至 1957

年有高等学校 229 所, 学生 441181 名。此后 3 年大
跃进, 1960 年高等学校猛增到 1289 所, 在校生达
961623 名。1961 年以后开始调整压缩, 至 1965 年
高校数为 434 所, 学生 674436 名。1966 年“文化大
革命”爆发, 高等学校连续 4 年完全停止招生, 即
使 1970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数量也很少。直
到 1977 年恢复高考之后, 中国高等教育才走上稳步
发展的轨道。1999 年扩招, 高等教育又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的时期。

三、结　　论

从以上对近 7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简要回顾,

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11 中国高等教育受政治的制约特别明显。教育

的发展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 高等教育的
发展更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普通
教育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相对而言是较
为间接的, 中小学校的兴衰变动受政局等变化的影
响也较小。高等教育同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经
济活动、政治制度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政局变
化、教育政策的调整对学校有所影响, 首当其冲的
往往是高等教育。[ 6 ]而比起具有自治传统的西方大
学来, 中国的高等学校很少独立性可言, 即使是古
代的私学与书院也是如此。从古至今, 中国的高等
教育都受到政治的强大制约,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
展曲线的抑扬顿挫明显与政治风波密切相关, 1958

年高等教育超高速发展是“大跃进”的产物, 1966

- 1976 年高等教育陷入谷底是“文化大革命”造成
的恶果。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大起大落的现象, 在
一般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中是罕见的。因此, 观察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和预测其未来的走向时,

政治视角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21 高等学校扩招势在必行。从纵向发展来看,

70 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从横向比
较来看, 1990 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在世
界各国的相对位置却并不令人满意。中国每万人口
中大学生的比例居然曾排名世界第 27 位, 这是很值
得我们深思的。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远高

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 1995 年发展中国家的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为 818% , 中国只有 6.

86%。[ 7 ]而相对位置的落后, 最主要在于“文革”十
年的耽误和倒退。近 20 年来, 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
发展, 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高等
教育理应相应地有较大的发展。经过 1999、2000 年
的扩招,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 11% , 并
已出现迈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的势头。作为一个
日益崛起的大国, 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势所必然
的。

31 高等教育应在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发展。
从理论上说, 高等教育的发展最好要避免大的起伏波
动。但实际上, 受中国特定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动的影
响,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性波动仍是不可避
免的。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起伏大, 其发展速度反
而慢, 起伏小反而发展快, 起伏过大还会给高等教育的
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因此,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
程中, 应尽量避免大起大落。[ 8 ]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曾出现急于赶超时加大油门、支撑不了时又急刹车的
现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很
深刻, 那种进两步、退一步, 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历史最好不要重演。较理想的发展是在长远规划的基
础上渐进地增长。虽然实际的发展很难是一条平稳上
升的曲线, 但至少应力求使其波动不要过大。这便是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与进退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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