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 ,发挥审议机构的中介

作用

聘任制这一敏感性问题 ,涉及各种利害关系主

体 ,而委托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审议机构提出政

策性建议 ,则可以避免政府部门与利益团体或个人

之间的正面冲突。日本大学审议会是在广泛征求意

见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倡导实施由各大学自己判

断的选择性任期。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 ,也是

引入第三方 ,即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对学校进

行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价 ,在对各国立大学及

其构成人员的教育研究等实际业绩进行考核的同

时 ,实现基于评估结果的重点资源的分配。而且第

三方的评价结果还受到政策评价 ·独立行政法人评

价委员会的进一步评价和监督。

5. 扩大大学边界 ,建立开放性的人才体系

首先是应完善公开招聘制度 ,执行开放而有竞

争力的人事政策 ,向国内外公开招聘教师 ;其次应吸

收来自国内外各行业的优秀人才。过去在这方面一

直封闭保守的日本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 ,认识

到任用外国优秀研究者和民间富有经验者到大学执

鞭任教的重要性。中国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

将大学边界向外延伸 ,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对国民和

社会的解释责任 ,另一方面吸引各行各业专家和有

识之士参与大学的运营和发展。此外 ,还应注重挖

掘年轻研究者的发展潜力 ,如日本模仿欧美制定和

实施了 PDF 1 万人的计划 ,力图通过产业、政府和

大学的合作 ,大幅度增加 PDF 经验者的就职范围。

中国也应在这方面加快步伐 ,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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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宏观的高考命题立意 ,以及考试组织形式为研究

对象 ,结合理论与改革现状分析 ,重点探讨当前社会背景下

如何构建兼顾国家、社会、学校、考生等多方利益的高考形式

与内容改革方略。

论文采用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 ,在对大学入学考试形

式和内容进行历史考查、国际比较和改革现状分析的基础

上 ,归纳大学入学考试形式、内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规律。

并以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作为切入点 ,分析不同利益主

体围绕高考运行产生的利益格局 ,从而探讨其对当前高考形

式、内容产生的影响。同时 ,以分省命题与高校自主选拔录

取试点为例 ,对高考形式与内容的公平性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主要观点及结

论 :

1. 长期以来 ,高考制度承载着太多教育与社会功能 ,这

是引发公众对统一高考关注与争论的源头。而高考过强的

统一性 ,即以一张考卷、一次考试、一项分数选才 ,已越来越

不能满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兼顾多样已成为高考形

式、内容改革的现实之需。2. 当前高考改革中 ,政府、高校、

中学、考生和家长是最主要的利益主体 ,他们的利益差别是

客观的 ,改革必须正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建立平衡

和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3. 兼顾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高

考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高考形式逐渐从统一走向多样 ,高

考命题强调以能力、素质立意取代知识立意 ,是高考制度追

求科学选才的重要途径 ,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考试选才的公

平性。因为 ,当高考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资源分配的规则

时 ,规则的公平性是公众的首要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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