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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7月 3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提出了“到

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630万人左右 ,其中本科

生 180万人 ,专科生 450万人 , 18～ 21岁学

龄人口入学率将上升到 8%左右”〔 1〕的高教

发展规划。实际上 , 1996年 ,我国普通高校和

成人高校在校生数已达 583. 9万 ,占 18～ 21

岁学龄人口的 8. 3%。〔 2〕那么 ,今后的高等教

育规模该以什么速度发展? 有人从社会人才

需要补充量出发 ,认为要控制发展规模 ;有人

则从满足青年学生上学需求等角度出发 ,认

为今后“应加快发展高等教育”〔3〕或曰“大发

展”。本文试图根据建国以来高教发展经验和

教训、国外高教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从探讨高

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入

手 ,分析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并

据此试图提出一个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模式

以供讨论。

　　一、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要与国民经济所

能提供的速度相适应

　　建国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总趋

势是上升的 ,学校数从 1949年的 206所 (包

括 1所业余高校 )增长至 1996年的 2170所

(普高 1032所 ,成高 1138所 ) ,增长 9. 5倍 ,

在校生数从 11. 7万增至 583. 9万 ,增长 49

倍。但是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有成功的

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

建国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曾

经历 1956～ 1960年的大起和 1966～ 1976年

“文革”期间大落的挫折 ,在 1978～ 1995年期

间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 ,如图 1、图 2

所示。
〔 4〕

图 1　　普通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收入指数

(以 1952年为 100)

图 2　　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数

(以 1978年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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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左”倾冒进思想波及教育领域 ,

高等教育规模开始“冒进” ,在学人数增长了

41% ;普通高校从 1957年的 229所增至

1960年 1289所 ,仅 1958年几乎平均每 3天

建 2所高校。 1960年普通高校学生数猛增至

96万。 1956、 1958、 1959、 1960四年的高校招

生数分别为普通高中毕业生数的 120% 、

135%、 92%和 112%。1959～ 1962年间 ,因为

自然灾害等原因 ,国民收入指数连年下跌 ,年

均递减 9% 。 1961年 ,开始贯彻“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 60条》 ,至

1963年 , 3年间全国共关闭了约 70%的高校

(共 882所 ) ,并采取“泻肚”的做法 ,让工农出

身的学生、职员回到农村。高等教育规模与国

民经济不堪重负的矛盾 ,以及高校招生与普

通高中毕业生数倒佳的矛盾虽然缓和下来 ,

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元气大

伤。“文革”十年动乱 ,我国高等教育遭到空前

浩劫 ,学校关门 ,教师下放 ,学生流失。全国高

校数最低年份 ( 1971年 )只剩下 328所 ,大学

生数最低年份 ( 1970年 )仅为 4. 8万 ,高等教

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降到了历史

最低点。

粉碎“四人帮”之后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

教育工作期间 ,我国高等教育又有较大的发

展。如图 2所示 , 1978～ 1995年间 ,我国高校

(普高和成高 )在校生数平均年增长 7. 15% ,

基本与国民经济年递增率 9. 8%同步 ,两者

指数表现为高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81。 高等

教育的规模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 ,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较为稳定、快速的

发展。 这 17年 ,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

( 1979年前为业余高校 )的学生数翻了两番。

高校学生总数占 18～ 21岁学龄人口的比例

从 1978年的 1. 9%上升至 1995年的 5. 9% ,

此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5〕反过来 ,高等教

育的健康发展也促进了同期经济的增长。

1952～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大起大落

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所

致。然而 ,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最终还是要受

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这 26年间 ,我

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规模的发展 ,时而一年

间猛增 50% ,时而一年间骤降 58% ,与国民

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协调 ,甚至相悖。 1952～

1978年间 ,我国高校在校生数增长指数与国

民收入增长指数表现为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 0. 02。但是 , 26年间 ,在校生数平均年增长

率为 5. 93% ,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率 5. 99%

基本相应。 这说明 ,从短期看 ,高等教育规模

的发展速度 ,似乎为决策者主观意志、政治因

素、青年上学愿望等非经济因素所左右 ,其发

展似呈无序状态 ;但从较长阶段看 ,终还是受

经济因素所制约 ,其发展呈现出与经济发展

总体相应的有序状态。任何人违背这一规律 ,

必将受惩罚 ;若自觉地遵循这一规律 ,并据此

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 ,则可促使高等教

育健康发展。 1978～ 1995年 ,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规划者自觉考虑了经济的制约作用 ,使

这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比较健康的发

展 ,这从正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初步构想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虽然受诸

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但从较长时期看 ,最终

要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那么 ,我们制

定高等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计划 ,可否利用国

民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参照系 ,构建一个发展

模式呢?

对此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

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与总结的。日本

高等教育在 1875～ 1969年间 ,在校生指数的

增长总趋势基本上与其国家工业生产指数相

一致。 战后 ,日本文部省在制定教育规划时 ,

均参照日本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并根据经

济发展速度的实际变化作相应的调整。〔6〕考

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关

系 ,我们发现 , 1952～ 1978年间 ,日本高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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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呈高相关 ,相

关系数为 0. 9938。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和 8. 3% ,也基本一致。1960～ 1978年间 ,

美国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也呈高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98。 另外 , 70年

代 ,前苏联、西德的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收

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96、

0. 98,也呈高相关。
〔7〕

60、 70年代 ,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

过度膨胀的负面影响也从反面证明: 高等教

育规模发展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参

照系。例如 , 1960～ 1980年间 ,发展中国家高

校学生总数增长了 523% ,远超过同期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也超过同期发达国

家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 ( 214% )。由于高等教

育成本高 ,过度膨胀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

大的财政负担。据世界银行统计 ,发展中国家

外债总量持续上升 ,从 1982年的 8390亿美

元上升至 1991年的 13110亿美元。巨大的财

政负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初、中等教育的发

展 ,导致初、中、高等教育的结构失衡 ,而且还

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 ,造成严重的教育性失

业和人才外流。如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 1960

～ 1978年间 ,以 3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速度发展 ,其结果挤占了初、中等教育经费 ,

影响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据统计 , 80年代初 ,

6～ 14岁儿童只有 25%完成初等教育 ,至

1981年 ,印度文盲人数比 1947年增加了

1. 37亿人 ,文盲率高达 70%。另外 ,大学生失

业者也从 50年代初的 2万人上升至 80年代

初的 143万人 ;国内大学生的失业率攀升 ,加

剧了人才外流 ,至 70年代末 ,在美国的印度

科技人员就占全美外籍科技人员的 14% 。
〔8〕

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存在与印度类似的问题。

根据对上述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正

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分析 ,我们认为 ,可根

据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即以国民生产总值或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主线来构建高等教育发

展模式 (当然也要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

约 ,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

因此 ,我们初步构想出“轴线+ 偏差”的发展

模式。 如图 3所示。

图 3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
负偏 差域

↑
轴 线

↓
正偏 差域

↑

轴线: 即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要以

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主要参照指标。例如 ,

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可以我国政府

199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为参照 ,即以“`九

五’ 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8%左右”、

“ 2010年 ,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

番”〔9〕为发展“轴线” ,并根据经济实际发展速

度进行相应的调整。

偏差: 即允许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时

期一定幅度内偏离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这个中

心轴线。理由是: ( 1)实际上 ,经济发展速度本

身受多种因素影响 ,非匀速发展 ,也会上下波

动 ; ( 2)高等教育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 ,不必

要 ,也不可能与经济发展的快慢速度完全吻

合 ; ( 3)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还会受政治、人口、

青年上学欲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通常讲的 ,

高等教育比经济超前发展 ,或滞后发展 ,就是

相对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的“偏差”。那么 ,到底

这个偏差是正偏差 ,即高等教育发展快于国

民经济发展速度 ,还是负偏差 ,即慢于国民经

济发展速度为妥? 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

速度的趋势是位于负偏差域 ,而美国、西德则

是位于正偏差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

年平均速度虽然略慢于经济发展速度 ,但却

远高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 ,这也许是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甘处”负偏差域的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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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这偏差域的上下摆幅多大为宜?目

前 ,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尚无定论可循。我们的

初步认识是 ,摆幅不宜过大 ,应以有利于高等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为度。 前面所述的“大起

大落”的摆幅显然是不可取的。但能否能认为

1978～ 1995年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

发展间存在的偏差幅度是很理想的呢? 这也

未必。高校在校生数 1978～ 1985年年递增

15% , 1987～ 1991年年递减 2. 2% , 1996年

比上一年增长了 36. 6% ,这几次偏差虽还谈

不上“大起大落” ,但却使人感到我国的高等

教育发展像打仗一样 ,冲锋一阵 ,休息整顿一

下 ,再冲锋。 显然 ,这种发展模式是有违于高

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特性的 ,不利于提高办学

效率 ,也无助于高校健康发展。上述日、美、德

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均未出现如此之大的偏

差 ,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于偏差幅度的数学模

型 ,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三、有关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几种观点的

讨论

　　由于国家关于 2000年高等教育发展规

划的指标已被突破或即将突破 ,因此 ,最近要

求高等教育加速发展或大发展的呼声甚高。

但据笔者所了解 ,持此观点的人多是考虑大

发展的必要性 ,较少顾及国民经济为高等教

育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 ,另外 ,他们几乎都不

提具体的发展指标或参照系 ;有的学者则举

例: “ 1950～ 1985年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

等教育发展较快 ,平均年增长率约 18% ,日

本 23% ,有的国家更高。”并指出:我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是曲折缓慢的 ,与世界发达国家

比 ,差距甚大……”。
〔 10〕
这种奋起直追发达国

家的精神颇为感人。然而 ,笔者查核了有关资

料 ,这期间日本高校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为

7. 14% ,美国仅为 4. 5% ,
〔11〕
其他一些发达国

家也未出现过如此之久的高速发展。似乎 ,这

种人为的大发展气氛 ,有“速超论”之嫌。

另有一些论者则从上述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规划推导出“差距扩大论”。 其曰: “按`九

五’规划 ,到本世纪末 , 18～ 21岁人口的毛入

学率争取达到 8%的水平……而 1995年为

6. 8% ,年均提高 0. 24个百分点 ,以此速度 ,

要过 200年才能达到美国 1985年的水

平”。〔 12〕此悲观论调实让国人感伤。 200年前

的美国仅有二三十所高校 ,其规模绝非可与

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相提并论。这种“差距扩大

论” ,忘却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出台年间

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 ( 1994年我国高等学校

在校生数占 18～ 21岁学龄人口的毛入学率

仅为 5. 35% ) ,也忽略了 18～ 21岁人口的增

长率 ( 1994～ 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1. 3% )

远低于 1994年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高

校学生数增长率 ( 1994～ 2000年的年均递增

率为 7. 2% )这一关系。

当然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

200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 ,不仅偏向于

“控制规模”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而且指标

定得过于具体 ,实际上又控制不住高等教育

规模发展的强劲势头。 如国家教委规划办曾

于 1990年提出: 2000年高校的毛入学率 (占

18～ 21岁人口比例 )达 5. 2%左右的发展方

案。〔13〕结果 ,这个发展指标在 1994年就达到

了。此目标于 1994年修正为 8% ,结果 1996

年又突破了。这就为“大发展”论者非难“控制

规模”论提供了依据。 笔者虽然对 “控制规

模”论不敢苟同 ,主张设计中长期发展模型宜

粗不宜细 ,宜活不宜死 ,但对他们的深入、细

致的调研 ,精致的发展模式设计 ,感到由衷的

叹服 ,并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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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区别。要使教学具有适切性 ,就必须时

时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特点 ,了解他已经学

会了什么 ,还不会什么。这样的教学才会有针

对性 ,才是有效的。对每个孩子的潜能与不足

进行诊断 ,在此基础上制定个别教育计划 ,结

合每个孩子的最近发展区来制订学习目标和

有针对性的措施 ,然后根据目标达成度来进

行个别评量和修订计划。这正是特殊教育的

核心所在。

多元智能论为我们每个人展现出无限广

阔的发展空间 ,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

发现的机会。 人人有潜能 ,个个可成才 ,关键

是要教育适切 ,教学得法。且不说大多数人会

同时不同程度地拥有七种智能 ,一个人即使

其余几种智能均不行 ,但只要拥有其中一种

智能 ,竭尽全力把它充分发掘光大 ,也同样可

以体现人生的价值 ,为社会作出了不起的贡

献。人的智能是多种多样的 ,人的潜能又远远

未曾挖尽。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或面对学

习有障碍的学生一筹莫展的时候 ,只要变换

一个角度 ,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便会收到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写到这里 ,不由得

想起魏书生教师给我的一句赠言 ,与各位朋

友共勉: “改变自我 ,天高地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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