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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
———基于专升本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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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专升本热潮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制上的弊端。专升本热潮

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解决之途当然是导胜于堵。应改革高等教育学制 ,适当发展职业

技术教育本科 ,使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有机结合 ,从而有效解决专升本问题并拓展升学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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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orm of school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shifting into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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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heated promotion f rom junior college st udent s to undergraduates or f rom

junior colleges to seni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lect s the disadvantages of school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 The form of the promotion has a complicated social causes. It s solution

no doubt lies in the guidance not in the obst ruction. We must reform the present school sys2
tem , develop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t hat we can make a good

combin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mal education wit h degree and expand a

smoot her t unnel among higher instit 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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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专升本持续升温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针对这一专升本热潮 ,教育部为了规范管理和保障

教育质量 ,于 2006 年 2 月中旬出台了一项政策并以

通知形式下达各省市。《通知》规定 :从 2006 年起 ,

各地普通专升本教育的招生规模要严格控制在当年

省属高校高职 (专科) 应届毕业生的 5 %以内 ,并纳

入国家下达的普通本科总规模内。[ 1 ] 这就将普通专

升本招生计划由近几年占应届毕业生的 10 %以上 ,

下降到 2006 年后的 5 %。对此 ,社会反响强烈 ,见

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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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升本”,是指专科升本科 ,它包括两层含

义 :一是专科生升学为本科生 ;二是专科院校升格为

本科院校。专科生升为本科生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

是普通专升本教育 ;二是成人高考 ;三是自学考试。

普通专升本教育 ,是指专科学生在取得专科学历后 ,

通过专升本考试继续本科学业 ,此途径主要适用于

专科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上述教育部的通知主要

针对这种普通专升本教育 ,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

本文试图从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角度进行讨论。

一、专升本热潮原因探析

专升本热潮形成的原因复杂 ,这里试从学生 (包

括家庭)和学校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 ,专升本对学生来说 ,乃命运之所系。一是

能圆大学之梦。上大学几乎是所有莘莘学子求学之

梦 ,而本科无疑是他们的首选。但是我国现行的高

考制度仍是“一试定终身”,高考中的失误在所难免 ,

也注定一些人不满足于这定终身之一试 ,包括不少

已考上本科的学生 ,专科生就更希望有各种机会进

一步深造。专升本无疑给了专科生又一次机会 ,鼓

舞着他们继续升学的热情。二是相对更容易就业。

目前专科中除了有些热门专业就业率比较高以外 ,

总体来说就业率低于本科。例如 ,2003 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约为 70 % ,其中本科就业率约为

83 % ,专科就业率约为 55 %。[2 ] 2004 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率约为 73 % ,其中本科就业率约为

84 % ,专科就业率约为 61 %。[ 3 ] 一些无法或者不想

马上就业的专科生 ,或为缓解就业压力 ,或求变通之

途 ,希望进一步攻读本科。三是专升本后相对更容

易获得较高收入回报。本科毕业生的收入一般要高

于专科毕业生。专科生选择进一步上本科 ,以期毕

业之后能拿到更高的薪水 ,此乃人之常情。同时 ,这

也符合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愿望 ,符合中国传统的社

会文化心理。

第二 ,对于本科学校来说 ,有利可图。近年来 ,

许多高校将扩大招生当成一项财源 ,而专升本更因

其高收费而成为重要财源。由于现行教育制度中专

升本没有放开 ,其指标因此成为紧缺资源 ,高收费自

然成为调节手段之一 ,并大有市场。通常 ,专升本收

费比正常的本科收费高得多。一些有权授予本科学

历的普通本科院校 (包括重点院校) 、成人高校、网络

高校以及自学考试等高等教育机构办专科起点本科

班 ,通过专升本创收 ,视其为生财之术。

第三 ,对于专科学校来说 ,只赚不赔。一是可减

轻就业压力。专科学校通过鼓励毕业生专升本 ,可

计入就业数 ,增加就业率 ,减轻就业压力 ,而且对应

付评估也有好处。二是容易吸引新生。专科学校通

过承诺或鼓励专升本 ,使学生有盼头 ,在招生时也就

增加了砝码 ,更容易吸引学生报考 ,新生入学的报到

率也会比较高一些。另外 ,如果整个学校能够从专

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 ,可以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

和行政级别 (可从副厅级晋升为正厅级) ,哪怕是部

分专业能由专科升至本科也是好事。

凡此种种 ,利益相关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专升

本热情高涨 ,情势使然。

二、建立专升本疏导机制

1. 面对专升本热 ,导胜于堵

盲目追求专升本 ,必然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第

一 ,中国目前的本科大多是普通理论型本科 ,高职高

专学生如果热衷于专升本 ,就会将大部分精力花在

学习普通理论性课程上 ,而对于本该重点学习的职

业技术课程则只是应付了事。高职高专学校也不得

不削弱职业技术课程 ,以应付学生“升本”的需要。

这就使发展方向本来就不明确的高职院校更加彷

徨 ,长此以往 ,势必影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第二 ,重点大学办专升本 ,不仅挤占了原本就不充裕

的教育资源 ,更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 ,降低了教育质

量 ,使中国还不十分发达的精英教育受到进一步冲

击。第三 ,一些学校通过办专升本班乱收费和高收

费 ,扰乱了高等教育秩序 ,加重了就学者及其家庭的

教育负担 ,带来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因此 ,如果让专升本大面积肆意发展 ,就会扰乱

正常的高等教育秩序 ,严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导致

高校培养的人才结构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教育部

出台相关政策 ,旨在规范管理 ,乃是当机立断之举。

其中有些政策颇有积极意义 ,如《通知》还规定 ,从

2006 年起 ,“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

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原则上不举办普通专升本

教育 ;同时严格规定普通专升本学生的学费标准 ,各

高校不得借专升本的名义进行高收费、乱收费等等。

但有些政策却引起了争议 ,如压缩普通专升本录取

率并给出一个 5 %的限制。笔者以为 ,设限 5 % ,只

是权宜之计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升学制度和

考试制度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 ,对个人

来说则开辟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 ,使求学者有一

种向上的动力。合理引导人们升学的热情 ,鼓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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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求学的积极性 ,有利于维护人们升学的权利 ,有

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更有利于民族的自主创新。

相反 ,如果一味压制人们的升学需求 ,窄化升学通

道 ,层层设卡 ,处处亮红灯 ,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

于个人、于社会都是弊大于利。“在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其社会原因之前 ,企图用一纸命令 ,无论是停止高

职高专‘专升本’,或停办本科院校及其他高等教育

机构的‘本科班’,都是堵不住的。”[4 ] 单纯用堵的方

法 ,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甚至还可能引起一

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当然 ,堵有堵的用处 ,可立

竿见影。若希望短期见效 ,堵当然不失为一种办法。

但是 ,若希望长期有效 ,导往往更见成效。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

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

前村。”对于溪水来说 ,万山为堵 ,渠沟为导 ;只要有

渠沟 ,溪水就能“堂堂”出前村 ;纵使有万山 ,哪里拦

得住 ? 因为“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 ,不可抗

拒。同理 ,“人往高处走”,这是社会规律 ,需要合理

引导。

因此 ,对于人们专升本的热情 ,不应单纯强调控

制规模或压缩比例 ,而应合理疏导 ,指明方向 ,“将这

股洪流引向另一条通道”。[5 ]

2. 改革现行学制

导 ,不仅是一种思路 ,更是一种制度建设。导之

道 ,从根本上说涉及学制改革。因为专升本热潮所

反映问题的实质 ,涉及学制问题 ,折射出我国高等教

育学制上的弊端。

所谓学制 ,是指一个国家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

制度 ,它反映着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结构及其相互

关系 ,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

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衔接、转换等等。我国目前的

学制一定程度上是封闭性的单轨制 ,在衔接与转换

中有很多不畅的地方 ,甚至节节有关卡 ,处处有红

灯。如高等教育中 ,职业技术教育基本上只到专科

层次 ,而且往往将“高职”与“高专”联系在一起 ,这就

给人一个错觉 ,似乎“高职等同于高专”;本科层次 ,

基本上只有理论型本科而缺乏职业教育本科。若要

专升本 ,只能舍弃职业技术教育 ,然后才能进入普通

理论型本科 ,然后再是硕士生、博士生教育。

在此种学制系统中 ,不仅专升本形成热潮 ,许多

本科院校都想竞争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拼命地

上硕士点、博士点 ,似乎越综合性越好 ,越研究型越

好。反之 ,若不如此就被视为低人一等。大家都往

一条“综合性、研究型”的“独木桥”上挤 ,沿着一条传

统古道 ,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奋进 ,真可谓“古道 ,西

风 ,千军万马”! 道路狭窄 ,人头拥挤 ,可想而知。弊

端也由此而生 !“这种单一化的本科学制 ,既不利于

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千百万职业技术人才 ,又

冲击了精英教育机构 ,使其师资设备不堪重负 ,导致

教育质量不同程度地下降”。[6 ] 此种情形 ,显然不利

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由此看来 ,困扰当前的专升本教育的问题症结

在学制 ,学制的症结在结构不合理、衔接不顺和渠道

不畅。当前迫切需要的 ,是改革现行学制 ,特别是要

在本科层次上引导分流 ,构建多样化的本科教育系

统 ,包括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

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

1. 转变专升本之后这些本科的定位取向 ,应仍

定位于职业技术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统一世界各国教育的统

计口径 ,制定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 。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自 1976 年公布以来 ,由于有

助于明确各级各类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和

各自特征 ,有助于国际比较和交流 ,因此已得到了许

多国家的认可。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级

各类教育形式和数量的成倍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从 1992 年开始专门组织人力对 ISCED 作了全面

修订 ,于 1997 年 3 月提出了新的教育分类方案 ———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 , 1997 ) 。原版

ISCED 对整个教育体系仅有层次上的纵向划分 ,

1997 年新版 ISCED 则增加了类型上的横向划分 ,

主要依据是各自不同的课程计划 ,强调类型特征。

其中将第三级教育中的第一层次 (相当于我国高等

教育中的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 分为 5A 和

5B 两类。5A 是理论型的 ,又分为 5A1 和 5A2 两

种 :5A1 按学科分设专业 ,是为研究作准备的 ; 5A2

按行业分设专业 ,从事科技工作。5B 为实用型和技

术型的 ,“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

业 ,或某类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也

就是“劳务市场所需要的能力与资格”。5A 类学习

年限较长 ,一般为 4 年以上 ,并可获得第二学位 (硕

士学位) ;5B 类年限较短 ,一般为 2 - 3 年 ,也可延长

至 4 年以至 5 - 6 年 (相当于本科至硕士生层次) 。

如果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上述标准与中国的

高等学校体系进行对应比较 ,5A1 大致相当于中国

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本科与硕士生 ,侧重于基本理

论学科 ;5A2 则相当于中国的工、农、医、师等类本科

·83·

论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硕士生 ,培养各种专业性的高级专门人才。5B 相

当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 ,但我国目前的主要构成

是高职高专 ,表明我们与国际的差距。

因此 ,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并延长

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年限。专升本热潮 ,也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延长学习年限的合理需求。对

其进行合理引导 ,需要转变专升本之后这些本科的

定位取向 ,即不是定位于普通理论型本科 ,而是仍定

位于职业技术教育。这需要确立如下观念 :其一 ,本

科教育需要多样化 ,既应有普通理论型本科 ,也应有

职业技术型本科 ;其二 ,合理的专升本应该得到鼓

励 ,专科生可以通过“升学”向上流动 ;其三 ,专升本

之后 ,原则上仍旧定位于职业技术教育 ,而不是升向

普通理论型本科。

2.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

现代社会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职业技术教

育办学层次不断上移。职业技术教育如果仅仅停留

在专科层次 ,不符合社会需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早

就设立了职业教育本科 ,在有些国家或地区 ,职业技

术教育甚至成为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相互贯通的独

立体系。例如 ,我国台湾地区 1974 年成立台湾工业

技术学院 ,出现第一所职业教育本科。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 ,以后又出现了更高层的职业研究生教育。

在学校数目方面 ,职业教育本科院校数多于专科院

校数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是技术学院。至 2005

年 ,有科技大学 29 所、技术学院 46 所、专科学校 17

所。[4 ]现在台湾地区 1/ 3 以上的专科毕业生进入技

术学院或科技大学继续接受本科以上层次的教育。

依据中国大陆国情 ,我们需要大量专科层次的

实用型、技术型人才 ,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仅仅靠

高职高专教育 ,不能完全胜任大量中高级应用型、技

术型人才的培养任务 ,需要有本科院校的参与。也

就是说 ,我们需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这种职

业技术教育本科院校 ,不应再单纯追求学术性 ,而应

在一定理论性基础之上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教育 ,

体现明确的职业性特征。

如何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本科呢 ? 一方面 ,少量

办学条件优秀的高职高专可以升格 ,发展为本科教

育的职业技术院校。更为主要的 ,一些新建地方本

科院校可发展为职业技术教育本科。因为近年来新

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数是由原来的专科升格或合并而

成的 ,片面追求理论性和学术性 ,不切实际。如果能

转向职业技术教育 ,将会更容易发挥优势 ,并使所培

养的人才更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目前已经有一些新

建地方性本科院校在职业技术教育方向上积极探

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是很好的势头。这样 ,职

业技术教育本科发展起来了 ,专升本就可“自然”向

上延伸 ,找到出路 ,并促进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有机

结合。

总之 ,专升本热潮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渠

道不畅的弊端 ,可针对社会需要进行合理引导。改

革现行学制 ,转变专升本之后的定位 ,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本科 ,有助于拓展升学渠道 ,更有助于为建立一

个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相互贯通的高等

教育学制系统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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