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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 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形势大好，我们欣喜地看到：

（1）学生数量的增长。大学生数从 1998 年的 643 万到

2004 年的 2134 万，6 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先后超过了前苏

联、印度和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学生数最多的高等教

育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19%。2005 年，非正式公布

的大学生数为 2300 万以上，那么毛入学率已达 21%，平均

每万人口中大学生达到 142 人，这标志着中国已进入高等

教育大众化阶段，并且超过了世界平均数 （世界平均数是

18%）。

（2）办学形式多样化。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有大学、

学院、高职高专；有全日制普通高校与各种形式成人高校；

有自学考试与网络学院；特别是还有研究生教育、高等职业

教育；地市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以及

各种形式的非学历证书教育，发展迅速，生机勃勃。在中国，

学习型社会正在形成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与七八十年

代比较一下，会发现很不相同。过去，大家感觉大学就是破

破烂烂的地方，而现在则是一座座高楼，绿树成荫，花香鸟

语。八十年代我到深圳大学、汕头大学觉得她们很漂亮，现

在来到龙岩学院觉得她也很漂亮，朝气蓬勃，生机盎然。而

这些正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兴旺发达。

（3）教育质量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例如外语水平与计

算机技术水平，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外语从 ABC 学起，那时

我请外国专家做报告，找翻译都很难，而现在随便找个研究

生都能流利的翻译。外语报告有三分之二的研究生都能听

懂，而且还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能用外语当场提问。人文素

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实践能力，经

过兴办实训基地，加强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许多示

范性高职院校培养了大批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型

人才。

（4）学科建设、重点学科、“211 工程”、“985 工程”、精品

课程、名师工程等已初见成效。

（5）高等教育经费快速增加。从 2000 年的 913 亿元到

2003 年的 1754 亿元，4 年间增长 92%；其中财政预算内拨

款投资增长 60%，仅占高教总经费的 46%；非财政预算内投

资增长 132%，已达总经费的 54%，多渠道集资的投资体制

已经开始形成.

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一派大好，但也出现了诸多有待

研究、解决的问题,例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分类

定位与发展方向问题、教育质量及其保障问题、高招高考改

革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等等。有

一些人就此认为高等教育形势严峻，问题成堆，甚至为此

而担心不已。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

发展必然会带来的，如果是一潭死水，当然也就没有问题

了。问题多正是形势好的反映，我们应当以满腔热情和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时度势，客观冷静地分析这些问题，

并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下面我就高等教育发展的

规模速度、分类定位和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特色等问题谈

谈个人看法。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

1、高等教育的资源赶不上扩招的需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校大学生迅猛增长的情况（见

表 1）。

如果以 1998 年为基数，到 2004 年增长 331.8%。其中研

究生的增长率最高，达到了 412%，本专科 391%，成人教育

是 148.75%。2005 年非正式公布的大学生数是 2300 多万，

增长率达到 358%。可见这几年增长的速度，是世界上所没

有的。印度这几年发展也很快，但其增长速度还是低于我

们，很可能居世界第二位。

虽然大规模的发展是好事，但正是由于近几年增长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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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急剧加快，出现了高等教育资源赶不上扩招需求的状况，从

而导致教育资源全面紧张。这里的教育资源包括：人、财、物。人

即师资，财即经费，物则是仪器设备和校园校舍。相对来说，这

几年校园面积和校舍不是那么紧张。因为地方政府热心的是拨

土地、盖房子，但是办学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却很紧张，所以可以

说人、财、物全面紧张。从经费来说，高等教育经费总量增长很

快，经费比例增长也很快。过去高等教育占教育经费比例是

18%，现在增长到 28%左右。虽然高等教育经费逐年上升、比例

也在增长，但是大学生生均经费却在逐年下降（见表 2）。

2000 年全国大学生生均经费是 10230，到 2001 年剩

下 9429，2002 年剩下 8671，2003 年剩下 8124，2004 年剩

下 7850。2004 年是 2000 年的 77%，下降了 23%，而且还

没计算通货膨胀，如果计算进去估计是 60%左右。其中部

属高等学校比较好，厦门大学基本都在部属高校平均线

上多一点，当然与清华北大有很大差距。今后，财政拨款

的教育经费在总量的绝对值上可能逐年仍有所增加，但

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西部地区的扶贫，

一般高等学校很难希望财政经费大量增加。同时，学生收

费目前已经达到“天花板”，政府会严格控制，不允许再加

大收费。重点大学、“211 工程”大学、985 工程大学，在科

研经费拨款与科研事业收入上，可能有所增加，但比例不

高（全国约 1/5，厦大约 1/7），而且不可能以科研经费补教

育经费的不足。

其次，我们看一看高校的师资状况。高校教师总量，也

逐年有所增加，但教师的增长率远低于大学生的增长率，生

师比不断增高（见表 3）。

年份

专任教师

生师比

1998

40.73

9.73:1

1999

42.57

2000

46.28

2001

53.19

2002

61.85

2003

72.47

2004

85.84

17.41:1

表 3 全国普通高校历年教师增长数 单位：万人

高校中许多教师还担任成人高等教育和各种非学历教育

的教学工作以及行政工作,实际负担还更重。同时我们还

应该清醒地看到，新增教师在总人数上占到了三分之二，

而新增的教师大多缺乏育人的意识、理念与教学的经验。

由此可知高校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问题都比较突出。通过

这样冷静地审视和客观地分析，看得出当前高等教育人、

财、物三方面都很紧张。教育资源不足，必然影响教育质

量！

2、高等教育“十一·五”发展战略的思考

作为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和各高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应

该是清醒的、敏锐的观察家，应该能够准确地洞察社会的需

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进行全局性地思考。高等教育“十一·五”发展战略应该思考

的是：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十·五”期间的快速增长为“适

度超前发展”，力求教育资源与学生增量均衡发展。合理配

置与优化教育资源，着重提高教育质量。

“十一·五”发展战略和“十五”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不

同，“十五”着重考虑量的增长，“十一·五”则要着重质的提

高。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只看 GDP，而应该看能耗消费

与环境情况如何，不能用大能耗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换取

高速增长；同样，教育“十五”规划重视的是扩招再扩招，数

量增加了而质量却有所下降了。2003 年，国家考虑招生数增

长 5%，但是增长了 20%多；2004 年考虑增长 8%，但是增长

了百分之十几；2005 年三令五申不能再增长，但最终还是增

长了 12.77%。这反映出一种失控状态，其中有急功近利的浮

躁心态在作怪。现在一定要着重提高质量，要下决心把快速

增长变为适度超前增长。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普及与提高的

辩证关系，以前的扩招，可谓是普及，为现在的提高奠定了

基础，现在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强调提高，再过几年又应在

提高的指导下进一步普及。我在思考我们的龙岩学院要怎

样呢？学院学生数目前已经 7000 多，现在有个口号叫“做

表 1 历年全国高等学校在学生增长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

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

合 计

部属高校生均

厦门大学生均

2000

7309.58

2921.23

10230.81

2001

6816.23

2613.56

9429.79

14727.92

17268.35

2002

6177.96

2453.47

8671.43

15803.42

16155.11

2003

5772.58

2352.36

8124.94

15639.84

14398.59

2004

5552.50

2298.41

7850.91

15458.58

16993.57

表 2 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与生均预算内公共经费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学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998→2004

在学生总数

642.99

742.27

939.85

1214.47

1512.52

1847.27

2133.56

增长率%

15.44

26.62

29.22

24.54

22.13

15.50

331.82

研究生

19.89

23.36

30.12

39.32

50.10

65.13

81.99

本专科生

340.88

413.42

556.09

719.07

903.36

1108.56

1333.50

增长率%

21.28

34.50

29.31

25.63

22.72

20.29

391.19

成人高教

282.22

305.49

353.64

455.98

559.16

419.80

增长率%

8.25

15.76

28.93

22.63

148.75

增长率%

17.45

28.94

30.94

27.42

30.00

25.89

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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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做强”，全国所有 2000 所院校的平均学生数为 8000 多，

龙岩学院低于平均线，如果是专科学校那还差不多，但现在

是本科学校了，全国本科院校的平均数是 14000 左右，这么

看来龙岩学院还比较小。如果按照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要“做

大、做强”，先做大后做强，我先发展到 14000 再说，这是一

种思路。但是，另外一种思路是我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实力考

虑我自身的发展，现在文件中提到的是“做强、做大”，先“做

强”再“做大”，“做大”是可能的，但是大不一定强，“做大”可

能做强，但也可能“做弱”。我们现在有些本科院校就是因为

贪大求全，言必称大规模、大课题、大成果，盲目争上硕士、

博士点，头脑不够冷静，心态浮躁，顾此失彼，以致做得太大

了，教育质量下降了。因此，要把快速增长改变为适度超前

增长。什么叫适度超前增长？关键在于适度这个“度”，“度”

的确是很复杂的，要考虑经济、政治、高校布局、社会需要和

自身条件等等因素，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细致缜密地分析

考虑。教育与经济关系最密切，经济用 GDP 来衡量，假如我

们也用 GDP 作为参考的话，GDP 增长是 8%，那么我们教育

的增长也应该是 8%。但是要考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滞后

性，因为培养人才有个过程，有个时间量，可能是两年、三

年、四年也可能是六年，所以要适度超前，就是要比经济等

方面的发展适当超前一些。

二、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与发展方向问题

分类不清、定位不明是当前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发展中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精英大学拼命搞大众化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机构拼命往综合性、研究型的路上挤，所以变成千

军万马过一条综合性、研究型的独木桥，这与社会、国家的

需要是不一致的。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相当数量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也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

生产、管理、服务的职业性、技能型的专门人才。进入高等

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是两个必然的

发展方向。有人望文生义地说：“我们中国已经进入高等

教育大众化阶段，是不是还存在精英教育？”这种疑问反

映了认识上的模糊。大众化是指整个阶段，大众化阶段里

面包含了精英教育也包含了大众化教育。最早提出高等

教育发展阶段论的马丁·特罗说过，大众化教育阶段，精

英教育仍然存在，而且要发展繁荣。可见大众化教育要发

展，精英教育也要发展。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到：“造就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结构应该与人才培养

结构相符合。如果我们进行深入一步地探讨就会找出其

中的规律来：

精英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科技拔尖创新人才，作用是

提高科技水平，提高生产力水平（包括管理水平），最终的目

的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培养数以

千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作用是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

产力（包括管理能力、服务能力），目的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所以，他们各具功能，殊途同归，应当协调发展，但不

能合二而一或相互替代。

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结构必须适应社

会的人才结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

类型的，而目前高等学校都想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条道

上挤，致使人才的培养单一化，甚至盲目无序。单一化的发

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精英教育的发展方向

与大众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混淆不清，其结果必将是：

一方面，精英教育受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办学力量，

教育资源分散，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例如这几年许多大学

大办高职、成人教育、网络学院、自考班、独立学院。特别

是独立学院发展超常之快，全国批准的独立学院有 295

所，学生一百多万，这些独立学院大都附设于大学里面。

就以教育部所属的 72 所大学为例，他们拿出三分之一的

力量用于举办专科、成人教育、独立学院、短期培训班，而

只用三分之二的力量承担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的培

养，很显然精英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可是，继续教育还是

在办，独立学院也继续在办，因为它好赚钱，它的学费大

大高于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但是，即使学员家庭承担得

了，办多了也不行，这会对精英教育带来很大的冲击。

2006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四次人大会议政府工

作报告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要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方

法，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

设。”这是从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对高等教育特别是精英

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错位，导致毕业生

大量结构性失业。为什么近几年大专生就业情况不好？原因

就在于大专生按照本科生培养，所以不符合人才市场对技

能型人才的需要。现在，工科方面的中专生就业情况很好，

因为他能干，比本科生好用。可见培养目标错位，不符合人

才市场需求，必然导致毕业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有鉴于此，

当务之急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确定各自的发展方向，然

后各就各位。

要定位就要先分类，分类是定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然

而分类问题在世界上也是个难题。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

应该分为三类：

第一大类，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以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专业）的基本理论为主，研究高深学问，培养拔尖人才；

第二大类，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

以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将

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包括管理能力、服务能力）；

第三大类，多科性或单科性的职业性技能型院校（高职

高专），以各行各业实用性职业技术为主，培养生产、管理、

服务第一线专门人才。

作为处于不同条件、不同水平和办学能力的各个高校，

必须找到自己所属类型，并在自己的类型范围内心情坦然

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新建本科院校的定位与办学特色问题

新建本科院校情况复杂，类型多样：有多科性的，有单

科性的，大多数为多科性的；有地市办的，有非地市办的，大

多数为地市办的；有公立的，有民办的，大多数为公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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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占相当比例；有历史长的，有历史短的，但都是 21 世纪才

专升本的；升本之前，大多数是师专、财专、工专，升本之后，

不论是否以原来科类命名，大多数成为多科性院校，很多更

名为理工学院、科技学院、城市学院。这里我针对新建院校

谈谈办学定位与特色问题。

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

环境———经济、文化、高校布局、生源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就

拿文化方面的情况来说，我到湖南吉首大学，他们向我介绍

情况，他们说朱镕基总理曾给他们题词为“吉首大学是湖南

的骄傲”。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我想吉首大学怎

么能成为湖南的骄傲呢？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乃至国防科技

大学都在湖南，他们这些学校才称得起是湖南的骄傲，我听

了纳闷。后来我到湘西转了一下，回来后我理解了。吉首大学

的专业设置有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艺、少数民族文学

等专业，而且都办得很有特色，还有以湘西动植物为主要研

究方向的生命科学专业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看到湘西自治州

和比邻的贵州省、湖北省很多学生都在吉首大学读书。湘西

自治州的干部有 50%是吉首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师、中学教

师大部分也是那里毕业的，很多艺术团的中坚、骨干也多数

来自那所大学。所以，当地人都不叫她吉首大学，而叫“我们

的大学”，所以我由衷地钦佩、服膺，她的确是湖南的骄傲。这

正合乎那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参观考察之后，我跟他们说：“你要发展化学、数学也必

要，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学科、湘西的动植物生命科学研究

搞好，就不单是湖南的第一而且是全国第一，甚至会有世界

影响。”所以，新建高校在考虑定位和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

从现有的条件和实力开始，要和客观环境、当地的文化相适

应，这是一所高校生存发展不可逾越的规律。

要注重适应社会需要来确定办学类型、层次和专业。

比如，龙岩学院设在著名革命老区、侨区龙岩，这里山青水

秀，自然资源极为丰富。龙岩学院是一所多科性的学院，学

院要办得有特色，就要与地方经济需要相适应。龙岩学院就

有很特别的专业———矿业（采矿工程，煤炭安全培训班）。大

家知道，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矿业事故不断，原因多种，但其

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所以，龙岩学院这个

专业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很有特色，大有前途。

还要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要从文化积淀与社会

声誉、师资力量与特长等方面来探讨。这个月初，我到广

东顺德高职，他们一直想升本，可现在暂时升不上。我说：

“你办得好自然有机会升，但是升本之后你的特点是什

么？”他说：“我的特点就是坚持高职：”我说：“你升本之后

还是高职，这是定位问题不是特色问题。定位问题之后有

特色问题，你的特色有两个：一是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

育，全国高职学校很多不重视人文素质培养，而这方面是

你们的特色。但是你不能让人文教育冲垮了技能教育，因

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要符合人才市场需求，你要在坚持

技能培养的同时加深加厚人文素养，特别是职业道德、诚

信教育。二是办好家电、家具专业。顺德有“两家”：家电、

家具。四大家电企业在那里，工人数以万计。现在有个专

业叫智能家电，如果你攻下这个专业，你学校将提高一个

台阶。另外，顺德是中国最大、最有名的家具城，你把家具

专业搞好，这也是你的特色。”所以，要抓住文化积淀，社

会环境等特点。要下大气力在各自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

流，切忌随大流与急功近利。

新建本科院校，不论从全国布局还是高校自身，一般地

说，大多数应定位于 :（1）立足地市，为地方服务，例如广西

大学原来是地方性大学，她的信念是为广西服务，为地方服

务。广西大学得到过两次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二

等奖，因为她面向地方办学，致力于组织培养师资。（2）职业

本科或应用性专业本科；（3）有所侧重的多科性或单科性；

（4）教学型或教学为主的教学研究型，搞研究也应是开发性

研究。现在的大学排名榜，前 10 名都是理工和综合性大学；

前 20 名除了人民大学都是理工和综合性大学；前 30 名才

有三个非综合和理工大学。我的观点是，每一类型都应有重

点学校，都可以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

名校。国内知名、国际有影响就一定是清华、北大？也不一

定。解放前，有许多专科学院不光是国内有名，而且有世界

影响。例如杭州艺专培养了多少知名艺术家？还有立信会计

专科学校在全中国有名，全中国的高级会计人才以及会计

制度都出自这个学校，因为是私立的解放后就不存在了。现

在大家觉得立信是很有名的，把她恢复吧，她那么有名怎么

说也应该是本科吧，因此现在成立了立信会计学院，办在松

江。我认为不在于办在松江就出名，而关键问题是要名符其

实———真正“立信”，学校才能有名。四川有个民办的“标榜”

学院，在这个学院召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学术会议，来了 18

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这个学校是做头饰和服装的，头饰有

古典的、时尚的、少数民族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服

装有中国的、外国的、少数民族的等等。很多电影电视拍摄

之前都要先到那里去做服装、头饰，因此世界各国来这里学

习的人很多，现在已经有上万名学生。所以，问题在于你能

否找准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的发展方

向，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发展战略。

我们还应认识到，一所新建本科高校的定位，是从学校

的总体来说，并不排除个别学科专业面向全省、全国；学校

在总体上是大众化高等教育，但不排除个别学科领域在全

国领先，甚至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国家、省市对个别学科

专业给予特殊的支持、扶植，其他学校或学科专业不应互相

攀比，一哄而上。

总起来说，办学特色必须从学校内涵上生发出来，外在

因素不能代替你确定特色。特色也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如

果没有历史的积淀、相宜的客观环境、主体自身的条件和实

力，只是领导说要立这个特色，立那个特色，结果等于望风

捕影。北大那种特色，那种兼容并包和相对的学术自由，是

百年来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如果没有这种

深厚的积淀，那么只有依据自身条件、实力和客观环境，朝

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高等学校绝不要追求不适合自

身特点的类型，其结果必然是办学水平下降，而应以实事求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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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Or ientation, Clear - cut Objective, Outstanding Featur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Some Thoughts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Newly-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ZENG Tian- sh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importan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nation, this paper has elaborated

that new universities should have their own reasonable orientation, clear - cut objective and outstanding feature. And it has also

discussed some specific problems about educational standard, qualification evalu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readjustment of the policies, and requiring special policies of the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which the new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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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and Speed, Classification and Orientation, and Features of Running a School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AN Mao- 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generally elaborated the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classified the three typ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discussed the

factors of self- orientation that new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ider and important problems of the features how the new universities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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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明确并牢记自己的使命，并为自己的

类型、身份而自豪，将主要精力、资金集中到一、二个重点

上，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百折不挠，那么这个重

点很可能就是你校的特色，你也很可能因此特色而成为所

属类型院校中的佼佼者。

（根据潘懋元教授 2006 年 3 月 26 日在龙岩学院“福建

省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定位与特色研讨会”上所作主题报告

录音记录稿整理，已经潘教授亲自审阅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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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本科为主。有的学校想进一步发展研究生教

育，想法是好的。我记得有个民办学院刚升为本科，电视台

采访时候，校长说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刚升本就

马上提出研究生教育的目标，这种跨越式发展过度了就有

点危险，应该是扎扎实实前进。长春有所物业学校，是一个

中职学校，培养教育工作做得特别好，它培养的学生为中南

海、钓鱼台的宾馆服务，北京、上海一些大花园、别墅的物业

也有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工作。我们就问校长，你们发展的

那么好，为什么不争取上专科呢？校长说我在中职这个行业

就非常满足了，学生很容易就业，社会声誉也不错，但是我

一到专科就成了不合格的学校，毕业生自然也就不合格了。

由此，我们应该借鉴这个中职学校的经验，深入地研究怎样

才能真正办好本科院校，培养不仅合格而且优秀的学生。我

想办学定位不等于办学特色，但办学定位离不开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要围绕办学定位去发展，去形成。另外新建的本科

院校要有独到的办学思想，要有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体现

大学的精神，特别是要体现职业道德和人文思想，全面提升

到一个新的境界。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曾天山研究员

在 2006 年 3 月 26 日龙岩学院 “福建省新建本科院校办学

定位与特色研讨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整理，已经本人审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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