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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5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中期是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文章探讨了这一时

期日本出台的有关政策, 主要有颇具影响的理工科扩充政策和政府针对报考大学者急剧增

加所采取的对策。并介绍了日本各界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所持的各种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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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 1960年前后至 1975年间大力发展高等

教育,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

高速发展。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的成果不少。然而,

对日本这一时期出台的有关政策, 以及日本各界在

这些政策的制定和颁布过程中所持的各种观点的研

究却很少。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政策(主要围绕

理工科扩充政策和政府对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所采

取的对策)、以及日本各界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作较为全面的探讨, 以期引起更深入

的研究。

一、理工科扩充政策

1.扩充科技人员培养计划

日本的理工科扩充政策是 1957年 11月提出来

的。它属于同期制定的国家经济计划——《新长期五

年计划》的配套政策。《新长期五年计划》根据当时大

学的培养规模,预测到该计划的最终年度( 1962 年

度)将缺少 8000名科技人员, 因此要求从 1958年度

至 1960 年度分 3年有计划地增招理工科学生(表

1)。

表 1　增招 8000名理工科学生的计划 ( 1957- 1960 年)　单位 :人

总　计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小计　大学　短大 小计　大学　短大 小计　大学　短大 小计　大学　短大

拟增招学生数 8000 　⋯　　⋯ 4000　 ⋯　　⋯ 1000　 ⋯　　⋯ 3000 　⋯　　⋯

实际招收学生数 7961　6971　990 4456　3996　460 125　　5　120 3380　2970　410

　　　　　　[资料来源] : 《文部广报》1957年 11月 13日。 文部省《日本高等教育》第 101页。

　　　　　* 大学和短大增招学生的计划数不详。

　　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是: 1952年,旧制高等教育

机构的整编升格告一段落, 从 1955年开始, 文部省

原则上不批准新办大学,而是采取充实现有大学的

方针。其主要原因是, 产业界、政界以及舆论界强烈

要求振兴科技教育。最先行动的是产业界。1956年

11 月, 日经连发表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

教育的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苏联、英国、美国

等国家制定的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计划, 反映

了日本落后于这些国家的强烈的危机感,主张有计

划地培养科技人员和扩充理工科大学。政府根据垄

断资本集团的要求, 于 1957年 4月向中央教育审议

会咨询“有关振兴科技教育的对策”,同年 11月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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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审议会向政府提交了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要

求“确立坚定不移的产业振兴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制

定培养科技人才的年度计划,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

贯彻执行这一计划”。“扩充科技人员培养计划”正是

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此外,对推行理工科扩充政策的

促进因素还有:一是经济因素。从1955年开始, 日本

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虽然 1957 年下半年到

1958年上半年暂时出现经济低潮,但总的来说日本

经济是快速发展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

持在 8. 8% ( 1955年)、7. 3%( 1956年)、7. 5%( 1957

年)的水平上。这种情况也在企业雇佣大学毕业生的

情况上得到反映。二战后,长时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

难从 1957年开始出现好转,尤其是理工科毕业生的

就业情况极好。二是高考落第生问题。高考落第生

占大学入学者的比例从 1955 年开始提高, 特别是

1955年至 1957年2年间,约提高了近 10%。三是地

方对文部省的限制政策不满。从 1956年开始, 地方

多次提出在现有的国立大学中设立新学部、设立国

立短期大学、以及公立大学转为国立大学等要求,这

些要求通过执政党的实权人物向文部省施加压力的

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地方对理工科扩充政策理所当

然是持欢迎态度的。

尽管如此, 这一时期主张扩充理工科的政策, 并

不意味着要全面扩充高等教育,因为对文科学生过

剩的议论仍很多。这些议论主要来自产业界和政界,

也来自于专家对扩充高等教育所持谨慎的态度。这

些观点在政府的政策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 例

如,在理工科扩充计划公布之前,文部省对学校法人

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对设立私立大学或私立大学

增设学部的资产总额和现金储备的认定标准约提高

了一倍,对收支预算的审核等更加严格。可见,文部

省对扩大高等教育、特别是扩大私立大学并不积极。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 从整体发展上

看,新制大学成立后不久的学生数在 50年代中后期

较为平稳,以后便缓慢上升, 1958年前后, 理工科扩

充政策开始实施时则出现较大的转机(图 1)。理工

科扩充政策正是此后教育大发展时期的起点。

图 1　大学学部入学者数的变化与对上一年度增长率的变化曲线

　　需要说明的是, 1958 年至 1961年间理工科学

生数增加的情况。从四年制大学的一年级在校生人

数看,国立约占70%,私立约占 20%。但同期增加的

学生数(同样仅限于四年制大学的一年级学生) ,国

立只增加了 2900人,而私立却增加了 28000人。可

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扩大的大部分是在私立大学,

这与政府的扩充计划毫无关系。

2. 扩充理工科的第二次计划与“池正劝告”

“扩充科技人员培养计划”于 1960年结束, 紧接

着文部省又制定了从 1961年度之后继续增招理工

科学生的第二次扩充计划,以求与政府的经济计划

步调一致。即, 该计划是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1960年 12月)中对科技人员的需求量为依据制定

的。文部省预测,在倍增计划期间(以 1970年为最终

年度) ,科技人员将缺少 17万人,其中估计需要理工

科本科毕业生 7万人,为实现这一目标,文部省提出

了每年需增招理工科学生 16000人的议案。

但是, 在即将实施该计划时的 1961年 3月 11

日, 科技厅厅长池田正之辅向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

提出了“关于培养科技人员的劝告”(简称“池正劝

告”) ,对文部省的理工科扩充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认

为, 文部省的方案连满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预

计的科技人员数的一半都很困难,它将严重阻碍经

济发展,因此要求重新制定增招幅度更大的计划,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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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别强调必须重新认识“私立大学的作用”。他说,

必须对大学设置标准的有关条款(如对年度计划的

处理、教授资格条件、校园面积标准等)进行修改,以

及对私立大学的设施设备提供财政资助, 来促进私

立大学增招理工科学生。

“池正劝告”是依据科学技术厅的有关条款拟定

的,正是从这时起,科技厅开始行使自己手中的权

力。使得科技厅和文部省之间产生了矛盾。但舆论

对“池正劝告”的内容却颇有微词,如认为, “‘池正劝

告’的内容招致了大部分私下已经入学的学生合法

化”、“教室挤得满满的,降低了教育质量”、“科技人

员培养计划注定会露出破绽”等。“池正劝告”的内容

虽几经波折, 但还是变为现实。首先,文部省的理工

科扩充计划不仅扩大了规模,即计划内容改为 1961

一 1964年每年增招 2万人,仅用 3年便完成了这个

计划,时间也缩短了(表 2)。其次, 文部省对公私立

大学的设置认定政策进行了部分修改。最主要的是

增设学科或增招学生由以前的“须经认可方可进行”

改为“只需报备”。此后, 公私立大学只要事先申报,

便可增设学科或变更学生数。而且,在关于大学设置

标准上,降低了新设大学和学部时的教师组织、设施

设备的年度计划标准,以及校园面积标准。第三, 关

于私学助成政策。文部大臣于 1961年 8月 30日向

学校法人运营调查会咨询“有关学校法人的经营与

资助对策”,同年 12月该调查会向文部大臣提交了

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建议,要进一步研究实施私

学助成制度,目前应增加对现有私立大学资助的额

度, 改善有关制度, 扩大私立学校振兴会的融资额

度,完善、扩大捐赠的减免税措施。这些建议也基本

上得到实现。

表 2　增招 20000 名理工科学生的计划( 1961- 1964 年)　单位:人

总　计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小计 大学 短大 高专 小计 大学 短大 高专 小计 大学 短大 高专 小计 大学 短大 高专

拟增招学生数 20600　⋯　⋯　⋯ 11440 6000 520 4920 760　⋯　⋯　⋯ 8400 6000 800 1600

实际招收学生数 20663 14523 1990 4150 7140 3940 560 2640 743　353 30　360 12780 10230 140 1150

　　　　[资料来源] : 《文部省年报》1961年度版,第 17页。 文部省《日本高等教育》第 102- 103页。

　　　　* 公立的大学、短大和高专增招学生的计划数不详。

　　由于“池正劝告”的影响, 1961 年至 1962年间,

学生数急剧增加。特别是私立大学在理工科扩充政

策时期增加的学生数十分突出。即, 在计划期间,国

立只完成 62. 4% ,公立完成 97. 8%, 私立则大大超

出计划,达 152. 1% (表 2)。1961年至1964年间,国

立大学增招的学生中, 理工科学生占 6成, 说明国立

大学主要还是增招理工科学生, 私立大学主要增招

的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生。由于私立大学加速扩

大规模,理工科扩充计划比原定计划提早 1年完成。

此后, 1963年至 1964年间,学生数的增长速度暂时

缓慢下来。

二、政府针对报考大学者

急剧增加所采取的对策

1. 针对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所采取的对策

1963年,文部省拟制定从 1964 年度起继续增

招理工科学生的新计划。但是,在拟定新计划时碰到

即将到来的由于人口高峰( 1947一 1949年出生)要

求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同年 2月,文部大臣荒木万

寿夫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的发言中说道,“关于大

学生急剧增加的问题已在文部省内进行研究, 积极

对策的方针、确保扩大规模所需的财源以及私学运

营在税法上的优惠政策等问题都正在考虑。”4月在

文部省内设立高等教育研究会, 5月该研究会召开

第一次会议,就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充与适当配置、大

学生急剧增加的对策、教师培养制度等问题进行协

商。这样, 1963年以后,扩充政策的重点在如何适应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的对策上。从1964年的预算中

可以看到,重视理工科的方针有所减弱,理工科热也

降温了许多。尽管如此,重视理工科的论调并没有完

全消失。

1964 年 4月, 高等教育研究会拟出一份“关于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的对策”(以下简称为“对策”)

的草案。该草案的思路是这样的, 假定 1963年的大

学入学人数为 27. 7 万人, 1968 年增加到 46. 1 万

人, 以后逐渐减少, 1973 年为 38. 5 万人左右, 此后

则稳定在这个水平上,那么,未来稳定时期的入学人

数与现状之差为 10万人,计划从 1964年度至 1966

年度 3年间由四年制大学增招 7万人(国立 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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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 6万人) ,由短期大学增招 3万人来解决这个

问题。

该草案发给自民党、国大协、公大协以及各私立

团体,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国大协对文部省

的增招计划比较配合, 而公立、私立的大学团体则采

取有条件地予以合作的态度。公大协要求在地方税

收中另设一个专项, 并要求国家财政资助其设备费

和研究费等, 作为配合“对策”的交换条件。态度最为

强硬的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团体的合作条件是必

须根本改革并扩大对私立大学的经常费资助等。同

时,私大连、私大协、私大恳、私短大协等团体联名向

文部省递交一份建议书,表明了如下的见解:要实现

文部省提出的草案即增招 10万人有困难, 从 1965

年起达到 5年内增招 5万人这个规模需要国库提供

大量的资助。自民党在接到该草案后在文教调查会

设立“扩大接收大学生小委员会”和“提高大学质量

水平小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文教调查会认为数

量扩大将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 强烈批评文部省

的这个草案。

同年 8月, 文部省在综合了私立大学和自民党

的意见以后,发表了“关于在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时

期扩充大学的计划”, 即“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的对

策”。该计划要求,各大学应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规

划, 并决定 1965年至 1966年间国、公、私立大学只

增招 67500名学生。这个计划比原先的草案缩减了

1/ 3的规模(表 3)。但是,该计划发表后不久, 9月 1

日, 劳动省对文部省的计划又提出了“文科学生过

剩,工科学生不足”的异议,要求增招工科学生。对

此, 9月 3日, 文部省在题为“关于理工科毕业生与

文法科毕业生的平衡”的文件中提出反驳, 认为“文

法科也存在供应不足”。但是, 尽管如此,劳动省大臣

石田博英仍对池田首相提出“反对扩充文科”的建

议。首相的批复是,“扩充文科也需要经费预算,还是

尽量重点放在发展理工科”,这个问题就此了结。其

结果,至少在国立大学的扩大招生方面采取了重点

发展理工科为主的方针。

表 3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的对策( 1965- 1966年)　单位:人

总　计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小计　大学　短大 小计　大学　短大 小计　大学　短大

1965年度 27000 4400　4000　400 1600　1200　400 21000　10500　10500

1966年度 40500 6600　6000　600 2400　1800　600 31500　　31500

小　计 67500 11000　10000　1000 4000　3000　1000 52500　　31500

　　　　[资料来源]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大学资料》第 29期, 1968年。

　　以上情况表明, 不少人担心“对策”将带来大学

毫无节制地扩大数量。劳动省大臣石田博英关于“大

学教育过度偏向文科, 仅仅给予教育之不必要的自

尊心,反而会导致缩小就业的结果”的见解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反响。但是, 也有人支持扩大数量,持这种

见解的人认为,“应尽量给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既然社会需要很多大学毕业生,而且报

考人数也很多,那么就应该尽早从根本上改革目前

的这种状况。”由于报考人数急剧增加而大量的落第

生的出现,更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顺利,给持“扩

大数量”见解的人以强有力的支持。日本从 50年代

末逐渐上升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 1961 年超过

了 90%,而且整个 60年代都未曾低于这个水平。

实际上, 文部省内部在 1963年起草计划时,就

如何解决高中生急剧增加与大学生急剧增加的问题

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一方认为“大学是‘六

三三四制’的顶端,必须用解决高中生急剧增加问题

的方法来解决大学生急剧增加的问题”,另一方则认

为“某种程度上扩大接收大学生的容量是必要的, 但

没有必要像对待高中生那样实行‘准义务制’, 况且

师资培养也有困难, (扩大招生)恐怕大学水平会明

显下降。”文部省采取的政策是这两种观点的折中。

这样,一方面有人担心数量扩大会导致大学教育质

量下降, 另一方面却又有人主张要更积极地提供高

等教育的机会。加上私立大学要求政府资助的压力

也很大,所以,“对策”是在不安与期待中启动的。

2.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的修订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实施的第一年度

( 1965年度) ,完成的招生数大大低于计划数。即, 计

划的完成率分别为国立 51%、公立 22%、私立

72% ,总平均只达66%(表 4)。计划从第一年度开始

就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其原因是: 在国立大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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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大大地削减了文部省的计划招生数; 在公立

大学方面,自治省担心地方财政恶化,消极地对待新

办大学;在私立大学方面,由于办学者想看看政府究

竟能提供多大的资助, 因而采取谨慎的态度,但实际

上其实际招生数却大大超过计划数。

基于上述情况, 文部省对 1966年以后的计划重

新进行了修订,并于 1965年 8月发表了“在报考大

学者急剧增加期间扩充大学的计划”。即,从 1965年

度至 1968 年度 4年间, 拟增招新生 174420 人(表

5)。

表 4　1965 年度计划招生数与实际招生数比较　单位:人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总　计

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计划招生数 4400 1600 21000 — 27000 —

实际招生数 2234 350 15110 47274 17694 49858

　　　　　　　　[资料来源]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大学资料》第 29期, 1968年。

表 5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的对策( 1965- 1968年)　单位:人

总　数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计划增招学生数 估计实际招生数 计划增招学生数 计划增招学生数 计划增招学生数 估计实际招生数

( A+ B+ C) ( A+ B+ D) ( A ) ( B) ( C) ( D )
1965 年度

1966 年度

1967 年度

1968 年度

18900

39000

25300

19000

50200

58220

37700

28300

3400

6000

4000

3000

400

2000

1300

1000

15100

31000

20000

15000

46400

50220

32400

24300

小　计 102200 174420 16400 4700 81100 153320

　　　　　　　　[资料来源]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大学资料》第 29期, 1968年。

表 6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期间实际招生数　单位: 人

总　数 国　立 公　立 私　立
完成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完成计划招生数 完成计划招生数 完成计划招生数 实际招生数

( A+ B+ C) ( A+ B+ D) ( A ) ( B) ( C) ( D )
1965 年度

1966 年度

1967 年度

1968 年度

17694

33833

24240

18600

49858

69547

33590

22479

2234

4972

3985

2701

350

1705

460

390

15110

27156

19795

15509

47274

62870

29145

19388

小　计 94367 175474 13892 2905 77570 158677

　　　　　　　　[资料来源] :“报考大学者急剧增加对策”,《大学资料》第 29期, 1968年。

　　这个计划与以前的理工科扩充政策和“对策”有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就是把私立大学的计划招生数

与实际招生数之差(超出计划招生数的比例)也考虑

进去了。即,以 1965年超出率为 1. 62倍来推测大学

生急剧增加期间的增长比例。为了确保与预测的入

学人数相应的接收容量,计划增招学生数估计国立、

公立、私立合计约为 10万人, 但实际招生数可能会

增加到约 17万人。可见,这种计算方式带有依赖私

立大学虚报入学的特性,同时表明了私立大学在这

一时期扮演了接收大部分学生的重要角色。有人批

评文部省的这个计划“公开认可私立大学的虚报入

学,必将出现大批量生产的弊端”。从计划付诸实施

到计划最终年度的 1968年度,完成计划的招生数虽

比原先少,但实际招生数却超过原先的计划(表 6)。

从 1967年开始, 入学者的增长速度才稍微缓慢下

来, 1968年,随着人口高峰的退潮, 报考大学人数开

始减少,至此,“对策”也便完成其历史使命。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大

与质量下降的问题常常受到批评。问题的焦点在私

立大学。“毫无节制地增办私立大学”, 导致“经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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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办学难→学费上涨→大量生产→扩充设施→需

要增大→增加借款→学费上涨”的“恶性循环”。还

有,文部省担心大学人口高峰到来将出现大量落第

生,因而在制定计划时不得不依靠“私立大学的虚报

入学”, 这个计划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甚至于 1966

年至 1967年间发展到爆发“学生运动”,“学潮”反映

了学生对大学教育现状的不满。

面对这种情况,文部省立即采取对策。1967年6

月,大学设置审议会和私学设置审议会决定对新办

大学进行调整,并着手检查大学设立后的情况。在此

基础上,文部省修改了大学认定标准,严格审查年度

计划,严格限制理事和评议员的资格,提高新办学校

时的个人资金的标准。但是,问题不仅仅在私立大学

办学难和教育环境的恶化上。由于大学报考人数的

急剧增加,入学考试的竞争激烈,出现大量落第生的

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是

扩大国家财政对私立大学资助的力度。尽管早些时

候私立学校就曾要求过政府扩大资助的力度, 但文

部省对此却采取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 决策者

认为,“从投入的公款的正确使用和增进公益事业的

角度来衡量私立大学的有效性,依其目前的状况看

未必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但是,文部省的“对策”又

离不开私立大学的合作。于是, 1965年 4月设立了

临时私立学校振兴政策调查会。1966年 8月,该调

查会发表了“关于当前需要改善的私立学校振兴政

策”的中间报告,报告建议扩大私学振兴会的融资金

额、改善融资条件、扩大资助的金额及范围、扩大免

税措施以及扩大对私学捐款的优惠条件。1967年 6

月调查会在最终报告中要求政府对私立大学实施经

常费资助。文部省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立了“私立大

学教育研究费补助金”,从 1968年度开始实施。此举

与 1970年创立私学振兴财团和开始实施经常费资

助有关。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论文提要·

大学的学院制管理

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生: 曾令初　导师:姚启和　吴福光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答辩时间: 1996 年 11月

本文根据我国国情, 借鉴国外大学实行校、院、系管理的

经验, 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和高等学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 探

讨大学学院制管理的可行性及理论依据。提出在大学建立学

院制应遵循的几条原则及在大学实行学院制管理后, 校、院、

系相互的关系和主要功能设想。

笔者认为,高效率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系统,精明能干的

行政管理队伍, 是在大学里成功推行学院制的必要条件。一

个充满活力的高效的大学管理系统, 特别是实行校、院、系三

级管理的大学, 应由决策中心(大学)、管理中心(学院)、质量

中心(系、所)、监督机构和反馈机构组成。

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 王列盈　导师:姚启和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答辩时间: 1997 年 5 月

本文从考察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出发,根据蔡元

培美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理论表现形式和

实践特点, 将其发展过程分为融合中西美学思想阶段、美育

理论转化为美育实践阶段、反思总结阶段,并分析了每一阶

段的主要特点。文章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

括综述, 并从其美育思想与改造国民性的关系、与传统的儒

家思想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价。文章

还探讨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美育工作的启示,提

出要重视美育对德育和智育的积极推动作用, 要把美育扩展

到整个社会的范围等。

关于文科人才培养的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生:黄循伟　　导师 :姚启和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答辩时间: 1997年 11 月

本文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历史发展与时代特征的高

度出发, 对文科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

究。围绕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分析了现代文科

人才的特性。指出文科人才既有一般特性,又有时代特点。一

般特性是思想道德品质的要求上更为突出, 知识结构上强调

更宽广的知识面, 思维方式上更强调辩证的、抽象的思维能

力,一般能力的要求上强调具有处理人际关系能力。时代特

点是具有文理兼容的理论知识,较强的适应性,良好的沟通、

协调能力,善于把握方法论的思维。最后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今后文科人才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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