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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学制，也称学校制度、学制系统或学校制度系统，从发展来看，还包括其他

教育机构，应称为教育机构系统。它是一国教育制度的核心部分和重要表征，直

接影响一国教育性质、人才培养方向、教育结构和质量等。本研究报告主要对中

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进行研究。全书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从问题出发，辨析概念。指出教育现代化与学制建设息息

相关，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制体系相当滞后，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

等教育学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部分，历史篇。涵盖第二章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和发展，第三章新中国

高等教育学制的改革与发展。对中国近现代学制、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制的发展、

沿革和历史变迁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当前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提供线索。 

第三部分，比较篇。涵盖第四章德、法、俄学制概要及高等教育学制特点，

第五章英、美学制概要及高等教育学制特点，第六章日本和台湾学制概况及高等

教育学制特点，第七章国际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动向及一般趋势。以期为我国高等

教育学制改革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理论篇。涵盖第八章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第九章学制

改革的价值选择与一般原则。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影响高等教育学制变迁和改革的

动因，如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

教育系统论等，进而分析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价值选择及一般原则，以期探寻高

等教育学制改革的一般规律，为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第五部分，改革篇。涵盖第十章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现实背景分析，第

十一章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研究，第十二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系统改革研

究。这部分是本研究的重点。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着

重讨论了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学制系统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系统改革，指出，

建立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是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的大方向，其中包括让高等职

业教育成为相对独立体系。 

第六部分，结语。总结整个研究报告观点，绘制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示意图。 

 

关键词：学制；  高等教育学制；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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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toke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impacts the character, structure, quality and training direction of education 

directly. This research report focuses on China's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 There are totally six parts included. 

Part Ⅰis an introduction .It starts with a question and definition of concepts. It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hoo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school system we have been using since 1950s is a considerable lag 

that cannot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Thus, the reform on 

the schoo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mperative. 

Part Ⅱ conducts  historical studies. It is made up of Chapter 2 and Chapter 3. 

Chapter 2 traces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tter-day school system. 

Chapter 3 discusse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systematic combing of China's modern school system, 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higher institutions system, it indicates that the 

every step of higher institutions system in progress has promoted the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art Ⅲ  deals with comparative studies. It includes Chapter 4 , Chapter 

5,Chapter 6 and Chapter 7. Chapter 4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school syste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of three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and Russia . Chapter 5 deal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also 

in relations to their school syste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Chapter 6 discusses the school systems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of 

Japan and China’s Taiwan. Chapter 7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ll thes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China. 

Part Ⅳ treats theoretical study. It covers Chapter 8 and Chapter 9.Chapter 8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t analy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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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heories which imp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such a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theory, the massification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ory and so on. Chapter 9 deals 

with the value choice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e 

reform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society’s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s itself. 

By analyzing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it contributes to explore the 

general laws an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 

Part Ⅴ  deals with reforming and constructing. It consists of Chapter 10, 

Chapter11 and Chapter 12. Chapter 10 analyses the reality background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hapter 11 discusses China’s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 Chapter 12 treats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is part is the keystone of the research. First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ality, then it focuses on our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general direction , which includes mak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o 

b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ystem. 

Part Ⅵ conducts conclusion.It gives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research report and 

shetch maps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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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温家宝 

 

学制，也称学校制度、学校制度系统、学校制度体系或学制系统，从发展来

看，还包括其他教育机构，应称为教育机构系统。它是一国教育制度的核心部分

和重要表征，直接影响一国教育性质、人才培养方向、教育结构和质量。要了解

一国教育概况，首先须了解一国学制系统。 

学制建设，与教育现代化息息相关。由中国近代教育史可知，中国近代教育

改革的肇始，是以建立近代学制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是中国教育走

向近代化的标志。时至今日，当我们追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时，

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现代学制体系。也就是说，只有建立现代学制体系，才能建

立现代教育体系。反过来说，没有科学完善的现代学制体系，很难建立科学完善

的现代教育体系
①
。如此说来，学制建设事关重大，意义非同小可，不可小视，

不可忽视，不可轻视。 

良好的制度安排，是教育有序进行的切实保障。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学制建设的重要性，还没有意识到我国现行学制系统已经是相当滞后。在一定意

义上说，我国现行学制系统基本框架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制订的，已经严重不适

应现代教育发展需要，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不适应体现得更为明显。因

为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联系更为紧密。例如，现行高等教育上

的种种弊端，诸如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盲目攀比、结构性失衡等等，追根溯源，

寻根究底，透过现象看本质，总可以找到学制上的症结所在。因此，进行学制改

                                                        
① 肖海涛．高等教育学制改革与教育现代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7(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高等教育学制系统改革研究 

 2

革、特别是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也绕不开

的话题。 

本研究报告主要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第一节 学制的产生、沿革及基本涵义 

虽然学制形成的足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沿着这淡淡的踪迹，依然能在

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寻觅到学制形成的历史，以及人类教育发展、智慧

发展的经验和本质。 

一、学制的形成 

由生育而教育，反映了人类自身繁衍和文化传承的需要；由学校而制度，保

障了人类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永葆青春。此中有真意，乃《中

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追溯学制的形成，首先可分析学制的构成：学校与制度。 

(一) 学校与制度 

所谓学制，也称学校制度、学校系统或学校教育制度，英文为 school system，

或 system of school education， 基本的包含“学校”和“制度”两个概念。学

制出现在学校之后，是学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制度化的结果。从教育史来看，先有

学校，后有学制。 

所谓学校，英文为 school，由希腊语演变而来，本意为“闲暇”。聪明如人，

闲暇的消磨有两种方式：一是游戏，二是读书。读书本身，就有一种闲暇的快乐，

所以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也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看来，人类

的情感是相通的。后来，school 慢慢成为有闲阶级消磨时间的场所，演变为实

施教育的机构，这大体是学校形成的 初起源。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地都不同

程度、不同形式地出现了学校教育机构。作为人类文明古国，我国很早就出现了

学校教育机构，学校的名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

子·滕文公上》)，并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在古代希腊，柏拉图的 Academy，

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Lykeion)，都是有名的学园，对后世高等教育机构的

发展和大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学校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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