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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笔谈)

　　[编者按]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高等教育中的诚信教育 、课程

改革 、专业结构及学科发展等都受到挑战。为此 ,本刊特刊发一组文章 ,以期引起学术界

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的思考 。

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

若干影响及思考

徐魁鸿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2008年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

机对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都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与经济系统密切相关的社会

事业 ,高等教育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危机

和挑战也格外引人关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

如何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及

问题 ,兴利除弊 ,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 ,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又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 、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一部分 ,必然与

政治 、经济 、文化等产生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内

在联系。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面之广 、危害程度之

深 ,为近百年来所罕见 ,高等教育自然也未能免受

其影响。金融危机对我国高等教育近期的消极影

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高等教育财政压力

增大

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 , 2008 年 ,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及进出口总额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财

政收入也日趋紧张。财政部数据显示 , 2008年 10

月份 ,中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0.3个百分点 ,其中

中央财政收入下滑速度尤其明显 , 同比下降

8.4%,这不仅延续了数月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

持续下滑的态势 , 也是年内第一次出现负增

长。[ 1] 财政部 2009 年 2月 16 日公布数据显示 ,

2009年 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6 131.61亿元 ,比

2008年同期减少 1 265.03亿元 ,下降 17.1%。[ 2]

根据目前世界经济走势 ,近期内我国财政收入的

状况不容乐观 。受此影响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可能趋于紧张 ,这使原本

就不甚宽裕的高等教育财政面临更大的压力 。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

此次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强烈

冲击 ,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受损严重 ,出口受阻 ,

股市下挫 ,大批企业裁员 ,部分企业倒闭 。我国经

济发展同样深受影响 ,企业开工不足 ,用工需求下

降 ,直接导致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

2008年 11月 9日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

大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这是湖北省 2008年面

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首场大型招聘会。据主办方

工作人员介绍 ,2008年有三百多家单位提供了 3

万多个岗位 ,而 2007年的同一主题招聘会 ,共有

四百多家企业提供岗位 5万多个。[ 3] 2008年的招

聘岗位数量之所以大大减少 ,主要是在世界金融

危机阴影下 ,部分企业因经济前景不明朗而选择

观望 ,金融 、地产 、外贸类企业以及位于珠三角 、长

三角的加工制造类企业的招聘岗位也明显减少。

在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为了及时就业 ,多

数学生主动调低了就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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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危机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 ,中国赴外留学市场不

仅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受到冲击 ,反而呈现出一

派逆市上扬的景象。主要原因有三:首先 ,随着外

币贬值 ,赴外留学费用相应降低;其次 ,国外高校

经费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捐赠 ,由于金融危机

的影响 ,企业捐赠大幅减少 ,许多高校便扩大海外

留学生招生名额 ,以弥补经费的不足;再次 ,各发

达国家都放宽了留学签证限制 ,刺激了中国留学

市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英国大使馆文化处

提供的数据显示 ,2007年中国共有约 2.3 万名学

生赴英求学 ,签证申请人数比 2006年增长超过两

成。2008年增长更为迅速 ,仅 1 ～ 6 月份的签证

申请人数就比 2007 年同期增长了 46%。[ 4] 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来华留学生数量却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降 , 2008年度来华留学人数仅比上年

增长 14.32%,与 2007年增长 20.17%相比 ,增幅

下降 5.85个百分点 。[ 5] 因此 ,我国留学生输入与

输出的不平衡性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造成大量

教育资源的外流 ,消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也为优

秀人才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

二 、金融危机中蕴含的高等教育发展契机

辩证地看 ,世界金融危机在给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带来种种危害的同时 ,也蕴含着促进高等教

育发展的有利因素。

首先 ,在观念上 ,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外部关系

规律的作用 ,即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在此次

全球性金融危机中 ,高等教育暴露出许多问题 ,其

中社会适应性的问题尤其引人关注 。自 20世纪

末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连续多年大规模扩招 ,迅速

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发展阶段 ,一方面 ,大大增

加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 ,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

平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

面 ,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张 ,使其内部

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如数量与质量 、规

模与结构 、投入与效益等 。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与广泛影响使这些矛盾尖锐地凸显出来 。如何促

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 ,如何增强高等教育对社

会的适应性 ,及时地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

反思 ,无疑将有助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其次 ,高等学校在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上将

更趋于理性。较长时期以来 ,我国高等学校在专

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上存在盲目跟风的弊端。在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 ,由于短期人才市场需求形

成的错觉 ,众多高校纷纷开设金融 、财会 、外贸类

专业 ,扩大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 ,造成相关人才供

大于求的状况 。此次金融危机中 ,受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金融 、财会和外贸等专业人才 。全球金融

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 ,高等学校在设置专业

结构时应更加理性 ,不仅要考虑人才市场的当前需

求 ,更应结合学科专业的内在特点 ,长远规划 ,精心

设置 ,建立起科学 、完整的专业及课程结构体系。

在金融危机尚未结束 ,影响还在继续扩大的

形势下 ,我国高等教育相关部门应审时度势 ,及时

采取措施 ,有效化解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充

分发掘危机中蕴藏的有利因素 ,以促进我国高等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加快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改

革 ,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 ,民办高等教育重新确立并迅速发展起来 ,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然而 ,由于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准

入 、税收 、产权等方面还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制障

碍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

性 ,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金融

危机的冲击下 ,政府公共财政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此 ,加快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 ,推

进相关法律 、法规和制度建设 ,突破制约民办高等

教育发展的瓶颈 ,释放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热情 ,

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对于化解金融危机对高

等教育形成的风险 ,缓解政府公共财政压力 ,促进

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 ,政府 、高校及毕业生自身多管齐下 ,努

力改善大学生就业状况。大学生就业是个社会问

题 ,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

这需要相关部门协调一致 ,共同努力 。就政府而

言 ,应建立 、健全相关法规 、机构及制度 ,如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络平台 ,用人单位用工制度等 ,为大学

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优质服务;继续组织实施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 、

“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国家和地方项目 ,鼓

励大学生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及农村实现自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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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启动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

项目 ,街道 、社区聘用劳动保障协理员 ,积极吸纳

高校毕业生 ,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

好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和灾区毕业生就业援助

等。[ 6] 就高校而言 ,应及时调整专业结构 ,转变教

育观念 ,改革教学方法 ,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建立 、健全高校与人才市场信息联动

机制;扩大毕业生实训基地的范围和数量 ,广泛开

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活动 ,提升毕业生的实践

能力和就业能力 ,就大学生自身而言 ,应夯实专业

理论基础 ,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改变就业观念 ,拓宽就业思路 ,有条件

的毕业生争取自主创业。

再次 ,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鼓励国外学生来

华留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由于经济萧条 、家庭

收入下降 ,加之人民币升值 ,来华留学生数量有较

为明显的下降。为此 ,应积极采取措施 ,吸引国外

学生来华留学。(1)加大宣传力度 ,扩大留学生生

源范围。目前在华就读的国外留学生中 ,大部分

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留学生较少 ,生源地域结构极不合理。为此 ,应充

分利用各种机构和现代化传媒 ,扩大中国留学生

教育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完善留学生教育的

层次 ,提高留学生学历教育的比重。来华留学生

中 ,大部分属于语言生 ,即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

的 ,而以获取学历为目的的学位生仅占少数 。学

位生的留学目的明确而具体 ,因而稳定性强;相比

较而言 ,语言生则由于学习目的较为随意 ,受外界

因素影响更大 ,如在金融危机中有更多的语言生

因为经济原因而提前回国。因此 ,为保持留学生

队伍的相对稳定 ,应扩大留学生中学位生的比重。

(3)建立公平合理 、灵活多样的留学生奖助金制

度 ,激励留学生努力攻读 ,帮助经济较为困难的留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 ,处理好市场需求与高等教育自身内部

规律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对人才 、知

识及各种教育服务的需求无疑是影响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强大力量。一方面 ,高等教育不能忽

视这股力量 ,而应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适应市

场的变化 ,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 ,在高等教

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市场需求并非唯一的影响

因素 ,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样必须予以考

虑。因此 ,高等教育应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及自身

发展规律 ,调整专业结构 ,优化课程设置 ,既有满

足当前市场需求的短线专业及课程 ,又有反映学

科内在特点的长线专业和课程 ,避免因过度迎合

短期市场需求而导致迷失了自身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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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高校专业

结构调整与学科发展

陈萦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形成波及全球性

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受到损害 ,未来经

济的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而与社

会经济密切联系的高等教育体系必将受到其影

响。本次金融危机一方面对高校调整专业结构提

出要求 ,另一方面也给高校学科发展带来契机。

一 、金融危机对高校专业结构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暴

露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软肋:一是出口依存

度高 ,二是高投资 、高能耗的增长模式。未来我国

经济发展的模式必须进行重大调整 ,并将对产业

结构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从而影响高等教育

的专业结构。

(一)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到内向的转型要求

高校调整专业结构

我国在校大学生中的大多数就读于地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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