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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建国后 17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评价了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得

与失, 并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就尊重教育规律、教育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教

育质量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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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建国后 17年的教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至 文化大革命  前的这一时期,即 1949! 1966年,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一 )两个阶段的划分

关于建国后 17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目前一般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

把这一时期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收改造时期 ( 1949! 1956年 ),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高等教育也跟着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为开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1957! 1966年 ) ∀。也有学者对此进一步细分, 认为第一阶段 ( 1949!

1956年 )是依照前苏联模式进行的改革, 可分成两个时期, 即 1949年至 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

准备时期和 1952年院校调整至 1956年的改革实施时期;第二阶段 ( 1957! 1966年 )是以偏离
前苏联模式为主要特征,也分成两个时期, 即 1957年至 1960年的 教育大革命  时期和 1961

年至 1965年的 调整、整顿 时期 #
。

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基本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也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和总体态势。在这里,本文认为, 许多数据 (详见表 1和表 2)表明, 1956

年并不是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划分的严格界限, 1958年开始的 教育大革命  是一
个重要标志,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对外部环境因素变化的 滞后 反映。

(二 )曲折的发展过程

1. 第一阶段 ( 1949! 1956年 )以全国性的院校调整、改革学制以及改革课程内容与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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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全面接收和改造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全面学习前苏

联,改革现有学制,推进课程改革,进行教师思想改造,任免一批大学校长, 吸收工农干部和工

农青年进高等学校,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同时,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和计划经

济体制的要求,仿照前苏联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

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进行全国性的院校调整。

在经过 1950年酝酿和 1951年试点后, 1952年 5月,教育部制定了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

划草案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全面展开,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重点

从原有大学中调整、归类、合并出新的工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同时还分离出农林、医学医药、财

经、政法、艺术、体育等专门院校,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只是文理综合院校。经过调整, 1953年,

全国高等学校剩下 182所, 其中综合性大学 14所,工业院校 38所,师范院校 31所, 农林院校

29所,医药院校 29所,财经院校 6所, 政法院校 4所,语文院校 8所,艺术院校 15所, 体育院校

4所,少数民族院校 4所,其他院校 1所
&
。 1955年以后,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

建设的需要,国家从地域布局上又进行了部分院校调整,主要是把一些沿海和大城市的高校全

部或部分迁往内地,同时加强原有内地高校的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各项指标在稳定中发展,全国高校数在 1949年到 1956年间一

直维持在 200所左右,在校生数从 1949年的 11. 71万人增加到 1956年的 40. 8万人,专任教

师数也从 1949年的 1. 6万人增加到 1956年的 5. 8万人 (见表 1)。

表 1 1949! 1956年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单位: 所、人

年份 高校数 专任教师数
在校生数

本专科生 研究生

1949 205 16059 116504 629

1950 193 17319 137470 1261

1951 206 22960 153402 2168

1952 201 27089 191147 2763

1953 181 33630 207932 4249

1954 188 38835 252978 4753

1955 194 42066 287653 4822

1956 227 58346 403176 4841

注:根据刘光主编: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出版的数据整理而成。

2. 第二阶段 ( 1957! 1966年 )主要以 教育大革命  和教育调整为主要内容。

195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 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

断,中国大地出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胡夸风、共产风等冒进行为。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全国各地出现大办高校的热潮,特别是部门办高校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全国高校的数量

和在校生的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见表 2)。 1959年至 1961年间,中国遭遇建国以来最

大的经济困难,社会各项事业均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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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57! 1966年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单位: 所、人

年份 高校数 专任教师数
在校生数

本专科生 研究生

1957 229 ! 441000 3178

1958 791 84993 659627 1635

1959 841 99657 811947 2171

1960 1289 139142 961623 3635

1961 845 158736 947166 6009

1962 610 ! 830000 !

1963 407 137925 750118 4938

1964 419 135176 685314 4881

1965 434 138116 674436 !

1966 ! ! 533766 !

注:根据刘光主编: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数据整理而成。

1961年以后,高等教育领域全面贯彻中央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采取 定、

缩、并、迁、放、停  ∋等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整顿。1961年 3月, 中共中央转发 ∃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 (简称 高教六十条 ) ,从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

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十个方面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进行了规范。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

的好转和社会各项事业的稳定,经过调整后的高等教育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图 1 1949! 1965年高校数变化趋势图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大起大落的变化趋势,全国高校数从 1957年

的 229所增加到 1960年的 1289所,短短的四年内急剧增加了 463% ,后来又急剧降到 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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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07所,三年内全国高校数缩减了三分之二, 高校在校生的数量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

化趋势 (详见图 1和图 2)。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这种不规则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府

和百姓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愿望, 但是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最终不仅没有达到人们预

期的目的,反而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图 2 1949! 1965年高校在校生数 (含研究生 )变化趋势图

二、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与评价

(一 )特点

建国后 17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探索的过程而同步

发展的,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变革的重要过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主要围绕着接

收与改造、院校调整、教育大革命 以及后来的教育调整等重大改革内容展开的,改革前期主

要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为样板,而后又在比较前苏联教育体制和探索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不断发展,教育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影响

比较显著,高等教育的改革充满了困难和艰辛,不过也基本维持高等教育在曲折中的一种发展

态势, 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 )评价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建国后 17年的高等教育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所积累的

一些经验和部分改革的措施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还有着重要的影响: ( 1) 1952! 1953年的院

校调整,适应我国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和

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2)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所保存下来的人才、技术和物质力量为我

国在 文革 后能够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
, 使得我国的高等教

育事业不至于在建国初至文革后近 一代人 的时间里出现太多的空白; ( 3)由于原有高等教

育的基础和新制度变革对广大高校教师积极性的调动,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也有着

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北京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项目在当时就处于世界先进水

平。

另一方面,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措施也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 1)建国初期对高等学校的接收和改造中, 取消私立高等教育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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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 ), 实行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使我

国高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应有的竞争机制, 出现了高校分工不清、千校一面 的现
象,阻碍了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 ( 2) 1952! 1953年的院校调整形成了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

等格局维持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大学格局,至今仍对我国高校有较大的影响。首先, 这一时期

的院校调整政策直接削弱了我国原有一些重点大学的综合实力, 使得我国一些顶尖大学同世

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上世纪 60年代以来,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综合化

的趋势,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步模糊,学科交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兴学科成为新学科催生和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单一专门学院的格局明显不适应这种潮流和变化,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规律。

三、启 示

建国后 17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尝试,日

本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大塚丰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形

成时期
)
。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阶段过程中改革与发展无论是

成功或者缺憾,对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1.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尊重教育规律, 在教育规律的指导下来发展高等教育,同时在高等教

育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发现并运用新的教育规律, 促进高等教育健康稳定的发展。

潘懋元教授指出,教育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之服务。与此同时, 教

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的关系是相互起作用的,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通过内部

关系规律来实现
∗
。社会政治变革引发教育领域改革, 这是建国后 17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主要原因。但是,教育的发展有其本身内部的特殊规律, 无视教育规律的存在, 简单的人为

方式或盲目的政治热情对教育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挫折与困

难与此不无关系。

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理论, 当前我国刚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始
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各种矛盾凸显的时期,大众化

教育与精英教育、人口高峰与大学生就业难、高校规模扩张与高校办学资源短缺等矛盾和问题

形成了许多两难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应该在坚持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

前提下,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高等教育的新规律,探索多样化、多层次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

加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对高等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要把教育摆在一个优先发展的

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对教育的特殊规律和重要地位认识不足,教育的

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因为新旧社会制度的严重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教育

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而走向了单一化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社会对教育的地位和

作用也认识不清,教育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甚至于后来 文革  期间撤销了
国家教育部。

教育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责任,关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任

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把教育摆在一个优先发展的地位。目前, 国内外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综

合性、研究型、信息化、开放式办学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

理念,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衔接,推进国家创新,提升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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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要贯彻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确保数量和质量同步发展,

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 2005年底, 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 2300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1%
,
, 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并已进入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 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虽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

教育大革命  ,但是规模扩张也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如教育质量下降和学生结构性失业等新问
题。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数量增长带来的师资以及其他教育资源不足

引起的
−
。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对高等教育加以宏观调控和引导, 社会各界以及高校本身也应该

正视这些问题,尽力避免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出现 教育大革命  时期大起大落的现象。高
等教育在大众化发展阶段的质量提高,需要国家落实政策和资金保障, 社会力量办学积极参

与,高校努力引进、培养师资并完善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应该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高等教育的数量发展同一定的办学条件相适应,推动高等教育 外延

式发展  战略 .
,实现高等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 保持清醒的头脑,循序渐进,发展特色, 突出优势, 确保重点,扎实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增强国

际竞争力,就必须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务院在 ∃2003! 2007年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 继续实施 /985工程 0 ,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国内许多有条件的大学在
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也都明确标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时间表。

在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征程上, 一方面要记住建国初期 教育大革命 

的急于冒进的教训,反对盲目扩张和不切实际的口号,另一方面, 又要力戒盲目地学习外国的

经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在积累和选择性的突破,应该立足中国的实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世界一流大学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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