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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
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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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情况、新的挑

战是什么?对此的回答, 需要借助对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回顾。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高等教育发展很迅速。一方面, 数量增长得很

快, 另一方面, 在教育各个方面采取了很多改革的

措施。这些变化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这

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世界性的科技革命, 另一

个对中国来说是特殊的, 那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过渡的转变, 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

战。

回顾所有教育改革, 无论是招生制度与高考

的改革, 还是培养目标的确定, 以及前一时期我们

进行的大学的强强联合, 都是面对这两个挑战。而

这两个挑战实质是围绕着经济发展中心来运作,

也就是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 我们要促成两个主要转变: 一个是经济体

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另外一个是生

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什么是粗放型?

什么是集约型? 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区别主要就是

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科技含量。科技含量低的是粗

放型的, 靠劳动密集生产, 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

科技含量, 但是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很低。现在,

我们要搞高新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生产。上

面所说的两个挑战, 实质上也就是十五大提到的

两个转变, 而这两个转变是世纪之交的任务。由此

可见, 21 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最根本的还是

这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新科技发展, 一个是市

场经济体制。

但是, 时代在前进, 情况在变化, 虽然根本挑

战是这两个, 但是从挑战的形式、内容上来说是不

同的。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新形势, 产生了许多新问

题。

哪些是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呢? 其中之一就是

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知

识经济时代, 正像邓小平所说:“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过去我们对第一生产力很难理解, 找遍了马

克思主义的书, 马克思说科技是生产力, 指的是潜

在的生产力或间接的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

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与马克思的科技是潜在的间

接的生产力不同, 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起作用,

并且起主要作用的。现在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露出

端倪的时候, 我们才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 真正具有前瞻性。

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以高科技为核心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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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时代, 科技直接参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那

么, 大学呢?过去大学虽然拥有知识, 有人才, 但不

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 不可能直接参加到经济运

作过程, 只能徘徊于经济社会的边缘。例如, 我们

的工资从哪里来? 我们的设备从哪里来? 是政府

参加到经济活动的分配过程中, 从分配过程里面

获得税收, 然后把税收转化为财政, 从财政转拨给

我们。高校是在外头, 在外头与在里头情况是完全

不同的。在里头, 从掌握最雄厚的资本来说, 高校

就是最大的资本家, 最富的资本家; 但如果在外

面, 高校就只能起到把科学技术转让给人家, 教师

和研究人员只能当人家的雇员。现在不同了, 高等

学校, 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参与到了经济领域中, 将

要逐步从社会的边缘, 走向社会的中心, 并逐步参

与到生产过程中, 成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主人, 而

不是雇员。当然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江总书记

说过, 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 现在不只是初露端

倪, 是已经逐渐清晰了, 但是我们准备不够。在这

种情况下, 出现一些新问题是正常的。这是新形势

之一。

第二个新形势: 电子信息技术进入到高等教

育领域中, 将要对我们的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 起

强烈的冲击作用。高等学校原来的教学过程、教学

模式, 在电子信息技术冲击之下, 将要发生巨大变

化。在 1997 年的时候, 当时正在建立信息高速公

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并作过几次报告, 提到信

息高速公路开进大学之后, 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

题。那时, 只是作为远景的推测, 以为过程很长, 要

高投资, 而且要花很多时间。现在看起来它的快速

出乎人们的意料。信息高速公路冲进大学有两种

形式。一种形式是开设网络课程、办网络大学, 也

叫虚拟大学, 单独地出现; 当前更多的是在我们高

等学校原来的课堂教学的基本框架之内, 进行不

断的改革。这里面就引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网

络大学将使教师从教学思想到教学本领都要发生

很多改变。假如你没有树立起学生主体性的思想,

引导学生自主性学习, 你就很难掌握网络教学; 假

如你只懂用粉笔、黑板, 就没有办法适应新的教

学。只会编教材不行, 现在不只是要求编教材, 而

且是要求编课件。课件与教材不只是名称不同, 形

式、内容、进程都大不相同。这是第二个形势。

第三个形势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究

竟要不要大众化, 我们是经过了将近 10 年的理解

与探索的。教育部门在 1997 年以前, 一直很难下

决心, 做出决策。为什么?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绝对

数说,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高校学生数已达

500 多万。这 500 多万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的 500

多万仅次于美国大学生数, 跟印度相差不多, 而把

俄罗斯的大学生数远远甩在后面, 已是世界高等

教育强国。但是, 只看绝对数还不够, 中国高等学

校的学生数从相对数上看太低。90 年代中期, 这

个数字仅是适龄青年的 4% , 不到 5% , 远远落后

于发达国家, 甚至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根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政策性文件, 1991 年世界

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平均是 18. 8% , 发达国

家的平均数是 40. 2% ,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是

14. 1% , 我国才 4% 多, 这距离科教兴国太远了!

那么, 究竟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够多了、够大了呢?

还是很低、很落后呢?中国高等教育是应该大发展

还是应该控制发展呢? 这历来是国家制定政策的

不确定因素。大体上, 1997 年以前, 政府决策是稳

步发展, 实际上是控制发展。但是, 沿海地区如山

东、广东、江苏、上海都认为高等教育需要大发展。

这种情况在 1998 年发生了变化, 公布了高等教育

法。高教法第 6 条:“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

教育事业”。过去有关文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讲

稳步发展, 有一个文件写的是严格控制发展, 那是

对民办教育。其他写的都是稳步发展, 实际的发展

也很缓慢。1997 年以前, 全日制普通高校每年增

招新生只有 2～ 3 万人, 最多的一年也才有 8 万。

高教法最后拍板写进去的内容是:“积极发展高等

教育事业”。接着 1999 年公布的《振兴教育的行动

计划》, 推翻了 1995 年所定的指标 (2000 年 8% ,

2010 年 11% ) , 重新制定发展指标, 2000 年达到

11% , 到 2010 年达到 15%。15% 是世界公认的大

众化最低限。1999 年 6 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之后, 扩招马上行动起来。普通高校的大学新生数

1999 年扩招了 47% , 2000 年本专科大学生和研

究生总数达到 940 万, 如果加上自学考试、注册视

听生数等等, 2000 年已超过了 1100 万, 已经超过

11% 了。今后如每年增加在校生 100 万, 到 2005

年达到 1600 万, 就是 15%。同时, 高等教育的扩

招又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如资金、资源、就业的问

题, 当前的热点问题是质量问题。也可以说四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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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第一是资金问题; 第二是其它资源问题, 尤其

是师资不足; 第三是就业问题: 第四就是大家热点

讨论的质量问题。这是第三个新形势。

第四个新形势是: 我们已经进入W TO , 我们

不仅要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要面向经济的

全球化, 面向世界的市场经济。这件事牵扯到理念

问题, 牵扯到培养目标问题, 以及如何运作等等问

题。比如说, 教育主权怎么样界定, 进入W TO , 教

育主权将要重新界定, 过去把教育主权与教育产

权混在一起, 认为教育主权就是教育产权。现在进

入W TO , 必须把两者分别开来。外国人在中国可

以有产权, 但是外国不能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 他

有产权不等于他有主权。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

讲清楚的。培养人才的理念是怎样的呢? 过去很

怕说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 我也反对, 什么都与外

国接轨, 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培养目

标怎么与外国接轨呢? 但是, 的的确确在进入

W TO 之后, 我们教育的许多方面, 不与国际接轨

就发展不下去。所以, 分辨哪些是可以接轨的, 哪

些是需要有我们的中国特色的, 诸如此类, 要好好

研究。

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问

题, 当然不止这几种, 这里只举几项为例, 说明在

新的世纪, 中国的高等教育, 要不断地迎接新挑

战, 适应新形势, 解决新问题, 在改革中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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