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 年，经过酝酿与讨论，我国颁布了《关于业

余高等教育的考核办法》，初次提出了“建立定期的

考核制度，自学的人们可以到国家指定的高等学校

或其它单位参加考核，证明已经达到国家规定的大

学毕业水平的，由高等学校发给证书，各单位使用时

应按同等毕业生对待，用其所学”。在此基础上，

1979 年出台的《自学考核办法》提出了自学考试制

度的概念与实施办法，意味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萌芽。1983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标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

度的正式建立。25 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作

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之一，与普通高等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鼎足三立，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

众化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前途命运成为社会关注的

问题：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继续存在发展，或者

将淡出历史舞台？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探

讨与厘清。

一、自学考试制度改革的简要回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创建以来 25 年间，大致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3 年到 1998 年

的规模扩张期。这一阶段，经过试点、改进与推广，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建立了适合自身特点的规章制度、
拓展了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课程与模式。1988 年，

国务院正式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标

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正式成为我国基本教育制度

之一。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的规模扩张明显，至 1998 年，报考人次高达 1180.81
万，是 1983 年开始推广的报考人次 32.8 万的 36
倍，充分显示了自学考试制度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其专业设置也逐渐摆脱了以文科为主的模式，大量

增设理工类专业。1998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专业目录》，专业数已达 224 种，其中专科

专业 141 种，专本衔接本科专业 22 种，独立本科段

专业 61 种，基本涵盖了普通高等教育所有的学科门

类；其专业层次也逐渐从专科层次为主转向本、专科

层次并重。此外，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还

本着灵活与积极的原则，与各行业部门、军队、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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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电大以及国外著名考试机构合作，开辟了委托

开考、“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非学历教育证书

考试”等形式，并从城市向农村开拓，巩固与发展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地位与功能。这一时期的自

考制度的发展是以数量增长与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

的，并强调自考制度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

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这一过于强调学历的“准

普通高等教育”的定位，也成为后来对自学考试制度

前途命运质疑的主要依据。
第二阶段，从 1999 年至今，也就是后 10 年，可

以称之为转型期。这一阶段专业、课程与模式更加

多样，特色教材开发稳步实施，本科考生保持平稳并

有所增加，题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信息化管理得到

推广，但自学考试制度却面临着改革与转型的争论。
首先，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专升本”成为一条维持生

源的捷径，因此专科人数递减，而本科人数大增。以

学历考试为主的自学考试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坚持这

一基本特色，其发展前景如何，自学考试制度未来发

展的模式应该如何设计与规划引发了众多争议；其

次，学历考试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渐打破，非学历考试

逐渐成为自学考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界

定非学历考试在自学考试制度的法律地位，如何规

划学历考试与非学历考试之间的发展战略仍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三，围绕着“数量”与“质量”的争

论与改革仍在继续，2002 年电大“注册视听生”停止

招生、2005 年教育部停止了国家文凭考试的试点，

而某些地区的集体舞弊事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第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考委就明确提出

了“自学考试要面向农村”，近 10 年里，自学考试面

向农村问题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试点

的成功。但如何实现自学考试真正面向农村仍是一

个需要不断试验与改革的重点问题；第五，自学考试

制度回归“自学、助学、考试”的基本思想成为必然，

但如何统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模式的

合作平台仍有待于政策与理论的进一步支持。总的

来看，这一阶段以“追求质量与保持数量”为基本特

色，但转型与变革却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旋律。

二、自学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成就

自考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初创建的

目标就是为未能上大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偿教育而产生的，因此

必然以普通高校的课程与水平作为模本。自考制度

在发展过程中，以其机会均等、选择自由、宽进严出、
教考分离、机动灵活、收费低廉等特点成就了“第一

大考”的美誉，为千百万社会青年以及在岗人员提供

了自学成才、接受高等教育的宽阔道路。这一制度的

创立丰富和完善了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壮举。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能够自主创立与发展这一制度，本身就是思想解放

的产物，是实事求是地从我国教育制度特点和社会

需求出发，寻求改革与创新的产物。
在其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不断

改革与推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巨大的人才与智力支持。根据全国考办的统计，截止

2007 年底，参加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累计有近 5049
万人（不计重复）、1.87 亿人次，累计报考科次约 4.38
亿，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 799.7 万人；参加非学

历教育累计 3524 万人次，约 1200 万人获得各类证

书。全国共开考 796 个专业，其中专科层次专业 347
个，本科层次专业 499 个，全国共有 540 所高等学校

担任主考学校，与 26 个部委、行业合作开考 42 个专

业，为缓解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25 年来，许多未能上普通高校的青

年，通过自学考试，掌握了知识，在各自岗位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并为许多青年进一步深造提供了平台。
可以说，自学考试开放、灵活的特点，为众多的求学

者提供了在岗进修、学习新专业知识或提高自身素

质、调整知识结构的有效途径。
25 年来，自学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为 10.5%，自学考试占到了其中的 2.3%。一些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较快的省市，自学考试制度对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率更高。例如，2000 年，北京

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0%，其中自学考试和学历

文凭考试贡献了 8%；2005 年，自学考试制度为天津

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贡献了约 8 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那些主要参加助学者中有相当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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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学生或普通高校举办的全日制自学考试辅

导班学生，实际上相当于成人高校在校生，不必计算

折扣。而其余 46%的考生，则可按 3:1 的比例折算成

校生。如此计算，自学考试制度便可将 1998 年的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 4.2 个百分点，整体达 11.8%”
[1]。如果按这种口径统计，自学考试制度对我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还要高。可以说，自学考试制

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

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提供了重要支持，也必将

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发挥重要作用。
25 年来，自学考试制度秉承改革发展的基本理

念，提倡为社会服务、为农村服务，以人为本，不断总

结与发展了新的模式与机制，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创

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农村发展所需要的人

才，福建举办“乡村管理”大专班，由福建农村致富技

术函授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联合举办，以农村基层干

部为主要培养对象，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

上的乡土型高素质人才；浙江将自学考试办到农民

的家门口；苏州自考不断开拓考试范围和功能，渗透

到岗位进修、学前教育、老年补偿教育、提高自我、完
善自我、提高生活质量等各种教育中，重点向社区教

育推进，成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有效阵地，为建

设学习型城市服务。同时，自学考试制度积极扩展

考试内容，发展助学新模式，有效实现了自身的制度

创新。在考试上，重视非学历考试，加强项目开发，

丰富开考项目的内容，积极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中小企业对外协作中心等部门行业合作，重点开

发了全国中小企业职业经理资格证书考试、计算机

职业英语、全国音乐等级考试、舞蹈水平测试等项

目。中国书画等级考试、中英合作采购与供应管理职

业资格证书考试 2007 年首次开考。NCRE 考试等多

个项目开展评价工作，为考生提供成绩评价报告。
在助学模式上，自学考试制度也积极探索新模式，沟

通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培训机构的合作，

推进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

融合。目前，全国注册登记并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批准的社会助学组织共有 1451 个。全国共有 161.3
万人在登记注册的社会助学组织参加自学考试的助

学，其中，参加全日制助学的考生为 68.7 万人，参加

业余学习的考生 92.6 万人。

三、关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战略

通过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改革 25 年的反

思，我们对这一制度的发展战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坚持自学考试制度的基本思想，坚持质量

意识是自学考试制度发展的核心。
自 1999 年普通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的发展遭遇到了数量上的“严冬期”。从 2001 年

起，自学考试连续两年每年的报考人次都以 100 万

左右的速度递减。一时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

前途命运引起广泛关注。2003 年，《中国青年报》刊

登《高校扩招了，社会还需要自学考试吗》一文，直接

提出了“社会发展了，高校扩招了，自考不需要了”[2]

的观点，认为随着高校连续扩招，网络教育和民办高

校的崛起、电大教育的开放化，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

在全国范围内将逐年下降，自学考试作为特殊历史

条件下为解决学历问题而采取的一种补偿性质的教

育，必然走向萎缩乃至消亡。我们认为数量的下降并

非危机的根源，坚持自学考试制度的特色才是发展

的基础。毫无疑问，规模的扩张总有一定的限度。当

数量的增长达到一定限度时，追求内涵式的发展将

成为必然的选择。
那么，自学考试制度得以发展的基础究竟是什

么呢？不是规模，也不是学历文凭，而是个人自学、社
会助学与国家考试的基本思想：首先，个人自学强调

了个人学习的需求与主动性。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

发展与完善，教育必然伴随着人的一生。无论个人是

因为竞争压力而学或者为满足兴趣爱好而学，为获

得学历还是为取得资格证书，都为自考制度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生源。近年来，许多普通高校的学生也加

入自考的队伍之中，充分反映了只要我们保证自考

制度的信誉与质量，积极发展社会所需要的考试专

业与类型，其生源也不会枯竭；其次，社会助学强调

的是自考制度与其他教育组织的结合。自考制度的

历史发展离不开灵活的机制，离不开与社会各行各

业以及其它教育组织的合作与沟通。在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新的行业不断出现，如何为这些新的行业提

供人才和选拔人才是自学考试生存与发展的广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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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以学术和专业为基础的发展

模式，重视技术与能力的培训与考核，与产业部门、
行业组织、职业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合作，整合

各种资源，构建一个更加灵活、更加符合社会与行业

发展的自学考试制度；再次，国家考试强调的是权威

性、公平性与质量保障。足以自豪的是，据不完全统

计，从 2001 年到 2003 年，承认我国自考学历的国家

和地区达 20 至 26 个。许多外国高校，承认高教自

考委员会和主考院校颁发的学历证书，允许持有学

历证书或单科合格证书的自考生进入本校学习，或

攻读学位，或免修、减修部分课程[3]。但是，文凭考试

的考试权实行“三三制”以来，也引起了人们对自考

文凭含金量的质疑，许多用人单位拒绝自考生也证

明了质量是自学考试制度的生命线。有研究者认为，

有些成人高校 100%的毕业率虽然是吸引报考者的

诱饵，但却以牺牲质量和信誉为代价，相比较而言，

自学考试的合格率总体上只占报考人数的 25%，实

考人数的 50%左右，毕业率仅为报考人数的 5%，实

考人数的 10%左右[4]。这种现象可能影响了自学考

试的报考率。但我们认为，除去考试技术的原因，自

学考试制度追求质量、公平与诚信是值得充分肯定

的。即使在非学历考试中，也需要制定质量标准严

格把关，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技术人才提供相

应的资格审定机制。相信这种量身订做的考试将越

来越具有竞争力与吸引力。
第二，确立非学历考试的价值、功能与地位，坚

持服务意识，成为自学考试制度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非学历证书考试成为了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制度新的增长点，虽然其报考人次暂时还稍少

于学历考试，但发展迅速，增长明显。2007 年，学历

与非学历教育报考总规模达 1867 万人次。其中，学

历教育报考 956 万余人次，非学历教育报考 911 万

人次，已相差不远。其中，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NCRE）报考人数近 389.9 万，获证人数超过 167.7
万，同比 2006 年分别增长 10%和 14%；全国英语等

级考试 （PETS） 报考 98.5 万人，比 2006 年增长

0.3%；刚承办的物流职业经理资格证书考试科报考

人数就达到 15.7 万，比 2006 年增长 102%[5]。各项目

的发展显示，自学考试的非学历考试有很强的社会

需求，只要自学考试的信度、效度进一步提高，相信

随着自学考试制度与社会发展密切合作，新的非学

历证书类型将不断增加，报考人数也将最终超越学

历证书考试的报考人次。也就是说，学历考试的吸引

力与竞争力虽有所降低，而非学历考试方兴未艾。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重心将由学历考试逐步转移

到非学历考试。因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进行适当的修改，重新界定

与规划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概念、范围与功能，对各

类考试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将推进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制度顺利转型。
第三，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应成为自学考

试制度改革与实践的基础。
开展对自学考试制度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

与实证研究，对于自学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以自学考试通向农村为例：高等教育通

向农村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途径。但期望当前

通过在农村建立普通高校来发展高等教育并不可

行。比较而言，通过延伸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有其

优越性。浙江省率先进行试验获得成功，并积累了值

得重视的经验。2000 年全国考委五届一次会议和

2002 年全国考委五届二次会议把自学考试面向农

村作为今后的一项工作重点，明确要求开考的专业

不仅要面向农业，也要考虑农村的乡镇企业和城镇

化发展以及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各种需要。但自

2000 年以来，农村自学考试进展缓慢，集中表现为

“三低一高”:即实考率低、通过率低、毕业率低、流失

率高[6]。如何发展农村的自学考试，关键是解决农村

的特殊性与可行性问题。从自考通向农村承载的功

能来看，自学考试制度不仅要适应农村现代化对各

类专门人才的需要，也要满足农村个人的高等教育

需求，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提供知识与能

力支持；从对象来看，不仅包括农村与城镇的管理人

员、干部、教师，还包括准备留在农村发展的以及准

备出去打工的农民；从自考的类型来看，不仅要有学

历文凭考试，更应有包括多样化的非学历考试，特别

是适应三农需要的职业资格与技能考试。但如何在

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组合、学习方式

等方面更加贴近农民的需要；如何根据各地经济发

潘懋元 覃红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改革的成就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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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如何利

用远距离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资源，多种途径解

决助学辅导、实践技能培训，都是需要实证研究的问

题。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还刚刚起步，如何通过科学的

研究，确定自学考试制度在改革实践中的基本方向

与目标，并对实施自考制度以来的进程、特点进行全

面的考察和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制订政策

与推广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课题。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正在“建设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自学考试教育制度的诸多特

点：如社会普适性、自主选择性、开放性、灵活性等

等，都是学习型社会最佳的选择。把自学考试教育制

度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中，前景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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