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陈武 元
*

一、日本的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1956年, 日本的 5经济白皮书6

认为, /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0。从 50年代后半期开始, 尤其是在整个 60年

代, 日本 GNP 的实际增长率为年平均 10%左右, 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图 1)。由于

经济高速发展, 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竞争的国际性, 产业界迫切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工程师, 相应地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日本高等

教育规模的扩展情况见表 1。

图 1  日本 GNP对上一年度增长率的变化曲线

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 产业界、政界等起了一定的作用。首先行动的是产业

界, 1956年 11月, 日经连发表了 5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6, 在该报告

中, 产业界列举了前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制定了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计划,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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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性。日本政府根据垄断资本集团的要求, 在 1957 年公布的 5新长期五年计划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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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教育政策和计划编入国民经济计划。5新长期五年计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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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决定从 1958年度

至 1960年度分 3年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生的计划。此后, 为了配合 5国民收入倍增计划6

的实施, 文部省又制定了以 1961年度为开始年度, 每年增招理工科大学生 116 万名的计
划, 以满足在经济倍增计划期间将缺少 17万名科技人员的需求, 后在产业界的批评下,

又重新修改为 1961年度~ 1964年度每年增招 2万名。

表 1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机构数、学生数增长情况表 ( 1955~ 1973 年)

年度

类别

学生数

学校数、 高等专门学校 短期大学 大   学 合   计 增 长 率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1955年 , , 264 77885 228 523355 492 601240 , ,

1956年 , , 268 77114 228 547253 496 624367 018% 31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0年 , , 280 83457 245 626421 525 709878 , ,

1961年 , , 290 93361 250 670192 540 763553 21 86% 7156%

1962年 19 3375 305 107714 260 727104 584 838193 81 51% 9178%

1963年 34 8560 321 122292 270 794100 625 924852 71 02% 10135%

1964年 46 15398 339 127904 291 852572 676 995874 81 16% 7167%

1965年 54 22208 369 147563 317 937556 740 1107327 91 47% 11119%

1966年 54 28795 413 194997 346 1044296 813 1268088 91 86% 14152%

1967年 54 33998 451 234748 369 1160425 874 1429171 71 50% 12170%

1968年 60 38365 468 255262 377 1270189 905 1563816 31 43% 9142%

1969年 60 41637 473 263362 379 1354827 912 1659926 01 77% 6114%

1970年 60 44314 479 263219 382 1406521 921 1714054 01 99% 31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73年 63 48288 500 309824 405 1597282 968 1955394 , ,

  [资料来源] : 此表根据 5文部统计要览6 ( 1990 年版) 编制而成。

通过有计划地增招理工科学生, 理工科学生数逐年增加。1960年大学理工科在校生

数为 108778人, 占学生总数的 18109% ; 1965年分别为 201875人, 22154% ; 1970年则

分别为 325745人, 24123%; 1970年比 1960年增长了 2倍。1960年短期大学工科在校生

数为 9200人, 1965年为 14887人, 1970年为 21799人, 1970年比 1960 年增长了近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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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此外, 高等专门学校是在日本产业界一再要求开办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机构的情势下诞

生的, 初建时只有 19所, 1973 年增加到 63所, 增长了 2132 倍, 在校生数也由原来的

3375人增至 48288人, 增长了 1313倍。
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大量增招理工科大学生, 保证科技人才的数量, 不但实现了高

等教育的大发展, 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70 年日本 GNP 达到 2019亿美元,

比 1959年增长了 4倍多, 这与重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下面从学校举办者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日本高校举

办者从经费来源划分, 可分为国、公、私立。这一时期, 国立大学数 (含短大, 下同) 由

1956年的 91所增加到 1973年的 101所, 只增加了 10 所, 公立大学数只增加 2所, 而私

立大学数却由 1956年的 329所发展到 1973年的 726所, 增加了 397所。同期, 学生数的

变化情况是: 1956年国、公、私立大学 (含短大) 在校生数分别为 187572人、36412人、

388353人, 而 1973年则分别为 318438 人、64110人、1478412人, 1973年比 1956年分

别增加了 130866人、27698人、1090059人。可见私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原文部次官木田宏所说的 /高等教育的普及, 从来都是私立大学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0。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第一次人口高峰的到来, 其高等教育取得

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 而增加的学校数和学生数主要在私立大学部分。据统计, 1956~

1973年新设的私立大学 397所, 其中的 334所 ( 84113%) 是在 1960~ 1970年间创设的。

私立大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新设大量学生数规模小的大学和创办万人以上的 /巨型大学0

实现的。这期间新设的大学中, 学生数规模在 100人左右的约占 50%。万人以上的大学,

1960年是 9所, 1970年达到 26所, 其学生占全部私立大学在校生总数的 52%。60年代

日本高校数增加了 1倍, 学生数却增加了 3倍, 增加的人数主要是进了私立大学。

二、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

本节主要从微观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是如何适应经济结构

的发展变化, 不断调整高等教育的学校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等,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

需要。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 (表 2)。随着经济结构的发展

变化, 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表 2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表 ( 1955~ 1975 年)

构 成
年 度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就业人口

部门构成

国民收入

部门构成

第一产业 41% 32161 2411% 191 4% 121 7%

第二产业 231 5% 2912% 3210% 331 9% 351 2%
第三产业 351 5% 3812% 4314% 461 7% 521 1%

第一产业 221 8% 1419% 1112% 71 8% 513%
第二产业 301 8% 3612% 3518% 381 1% 351 9%

第三产业 461 4% 4819% 5310% 541 1% 581 8%

  [资料来源] : 梁忠义著: 5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6,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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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整高等教育学校结构
二战前, 日本的高等教育学校结构是由帝国大学以及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所

组成的多等级、多系列的结构。二战后, 日本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 建立了单一型

的四年制大学即新制大学。但是,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社会急需规格与层次多样的专门

人才, 而单一型的高教结构难于适应社会的这种要求。针对这种情况, 日本产业界、政界

等相继对单一型的高等教育学校结构提出了批评, 认为它不适合日本的具体国情, 并相应

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

日本最大的垄断组织 ) ) ) 日经连自 1952年起对新制大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

要求高等教育学校结构要适应产业界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变单一为多样, 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报告是 1952年的 5关于重新研究新教育制度的要求书6、1954年的 5关于改革当前教
育制度的要求6 和 1956年的 5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书6。1956 年的

5意见书6, 对日本的高等教育学校结构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改革措施, 其主要见解有以下几

点: ( 1) 产业界需要的中级技术人员, 在二战后初期设立的短大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建议

设立短大同高中相结合的五年制大学。( 2) 四年制大学理工科比例过小, 在学生数上文法

科与理工科之比是 3: 1。政府应基于百年大计压缩文法专业, 扩大理工科专业, 并积极

对理工科进行财政资助。( 3) 充实工科大学的专业教育, 将校外实习作为正式课程有组织

地加以实施。

产业界的这个意见, 对 60年代改革日本高等教育学校结构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进入

60年代, 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开始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科技的迅速发展, 大量新

工艺、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出现, 进而对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更由于 60年代 /教育投资论0、/人力资本理论0 的提出, 各国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整个社会也迫切要求改革高等教育结构, 以适应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和职业种类的增加对各

种人才的需要。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的问题, 是二战后日本产业界要求最为迫切的问题。

1960年日本制定 5国民收入倍增计划6 后, 产业界关于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的更求更加强

烈了。1960年 12月, 日经连在 5创立专科大学制度的意见书6 中明确指出, 企业内部技

术人员的结构是金字塔型的, 二战前的初级、中级和高级技术人才分别由工业学校、工业

专门学校和大学来培养, 二战后 /由于工业专门学校全部升格为大学, 中级技术人才的培

养成了空白0。因此, 有必要把部分短大和高中加以合并, 设置修业年限为五年制的高等

专门学校。1961年 4月, 文部省作为 5学校教育法的修订法案6 向国会提出, 同年 6 月

经国会通过, 从 1962年开始正式成立了高等专门学校。

高专的成立, 是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转折点, 是高等教育结构 /单一型0

解体的标志。它是完全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而设立的以职业技术为主的高等教育机

构。其特点是专业设置紧密地适应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初建时只有 19所, 1973

年增加到 63所, 增长了 2132倍, 学生数也由原来的 3375 人增至 48288人, 增长了 1313
倍。据 5文部统计要览6 统计, 1965~ 1973年间的毕业生总数为 40438人, 在工业部门

担任中级技术人员有 318万多人。
作为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的另一类型学校 ) ) ) 短期大学, 是作为尚未达到 5大学设置基

准6 的临时性高等教育机构来办的。此后, 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短期大学适

应新时期的需要, 培养出了大批中级技术人员和具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 深受企业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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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的欢迎。这样, 日本的短期大学便迅速发展起来。截止 1964年, 短期大学已发展

到 339所, 在上述形势下, 1964年日本第 46届国会, 讨论通过了确立短期大学制度的法

案, 即 5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改法案6, 从而在制度上完成了对短期大学的法律认定。由于
短期大学适应社会需要, 所以在正式被承认后发展很快, 截止 1973年, 共有短大 500所,

在校生数达到 309824人。据 5文部统计要览6 统计, 1964~ 1973年间的毕业生总数为

924344人。

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现代生产对现代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适应新的动

力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工业生产中出现了许多更为新的复杂的工作, 使职业结

构和就业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不仅需要高级科技人才, 而且需要大量进行独立工作的

中级技术人员, 因此, 日本改革高等教育结构, 创办大量短期高等教育机构, 培养大批中

级技术人员, 以适应现代生产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21 调整学科 (专业) 结构、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例

众所周知,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以前, 日本高等教育一向存在着重文法轻理工的倾

向。从国际比较来看, 日本大学毕业生的理工科人数的比例是较低的, 如 1957 年理工科

毕业生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比例, 美国为 50%、前苏联为 75%、英国为 30%、日本为

26% (包括农、医和水产, 纯属理工科为 16%) , 在学科设置方面存在偏颇。据 1959 年

日本文部省发表的 5我国的教育水平6 统计, 理工科为 2119%, 文法科为 5414% , 教育、

家政等为 2317%。理工科的比例同经济高速发展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处于很不相适应的矛
盾状态。因此,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其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进行了改革。

首先, 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 ( 1955年至 1970 年, 第一产业农、林、水的比重急剧缩

小, 第二产业工、矿、建筑和第三产业商、金融保险、交通运输、服务的比重迅速扩大。

在第二产业中发展也不平衡, 制造业和建筑业发展得较快, 而矿业则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或

衰减) , 进行了学科调整, 增加了机械、土木建筑、化学学科的设置, 减少矿业学科的设

置。另外, 由于电子工业发展很快, 也增加了电子类学科的设置; 为解决公害多的重化学

工业的污染问题, 设置了环境保护学科; 为适应知识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设置了相当数量

的计算机科学一类的学科, 总之, 调整后的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大体上

是一致的。

其次, 由于日本产业界考虑到技术革新急需大量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人员, 因而在

5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6 ( 1956 年) 中要求 /应有计划地压缩文法科,

扩充理工科0。根据这一要求, 日本政府从 1961年开始实施了每年增招理工科学生的计

划, 随后理工科大学生便不断增加, 如 1965 年为 197478 人, 占入学人数的 4513%,

1966年为 219859人, 1967年为 249612人, 1968年为 275386人, 1969 年为 301642 人,

1970年为 320510人, 较 1965年增加了 62%。

31 为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不断改革课程结构

50年代日本大学的课程设置注重专业课, 而忽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这样, 培养

出来的科技人才虽有较深湛的专业知识, 但视野较为狭隘, 不能适应技术革新的需要。文

部省 1959年发表的 5我国的教育水平6, 对三个国家典型工业大学的各类学科教学时数分

配, 作了如下的分析 (表 3)。从下表可以看出, 美苏在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是以基础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为重点, 把半数时间用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 而日本则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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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时间用于专业知识, 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仅占 2618%。

表 3  美、日、苏三国工业大学教学时数分配统计

科    目 日   本 美   国 苏   联

合     计 100% 100% 100%

人文社会学科 101 7 1214 716

基础自然科学 121 1 3819 281 9

专业基础学科 141 7 2118 271 7

专 业 学 科 491 6 1716 251 4

其     他 121 9 913 101 4

  [资料来源] : (日) 文部省编: 5我国的教育水平6 ,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 1959 年版, 第 49页。

进入 60年代后,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新的发明和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业下的应用

周期越来越短。新技术、新产品的更新越来越快, 而且知识更新周期也越来越短, 因而要

求在教育内容上加强基础教育, 特别是专业基础教育。/技术革新的发展, 社会经济结构

的高度化, 要求今后的大学毕业生要经济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毕业

生的能力, 就必须让他们具有基础的、专业的能力0。在 1962 年发表的 5教育白皮书6
中, 也指出日本大学培养的人才过于 /专门化0, 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提出

要改革日本大学的课程结构, 加强基础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基于上述原因, 1963年经

济审议会在 5关于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6 中强调, /为培养在自主技术开发中作出贡

献的有独创性的人才, 必须重视基础教育。0 1964年, 日本财界要求理工科 /应把重点放

在基础方面0, /大学要特别注意讲授技术基础学0。否则, 在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时代,

/今天有用的大学教育, 明天就成为无用的了0。适应经济发展和垄断资本的要求, 日本的

高等教育在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基础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1962年进行了

5大学设置基准的修订6, 将基础教育科目的 8学分改为 12学分, 并且建立了 / 课程选修

制0。在工学教育方面, 从 60年代开始重视 /基础工学0 教育, 在各大学工学部大量开设

有关的科目。这种科目不仅是为理解专业科目的预备科目, 而且是学习现代工学各种科目

的共同基础, 具有自己的新体系。

60年代全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 给课程改革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进入 60 年代

后, 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大量引进先进科学技术, 为了使大学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的需要, 所以及时调整高等教育课程结构, 重视基础知识教育, 提高基础

课的比例, 成为这个时期课程改革的主要特征。

三、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与经济发展

本节旨在探讨日本如何配置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在现

代化大生产的情况下,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 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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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经济水平的提高, 必须带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

化又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在产业结构方面, 日本二战后由于推行经济高速发展政

策, 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同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自 50年

代之后, 在就业结构中, 第一产业雇佣量减少, 第二、第三产业雇佣量增加, 而吸收高等

教育毕业生的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水平的上升, 促使了产业结

构的现代化, 相应扩大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雇佣市场, 即产业结构的变化扩大了对高等教

育毕业生的需要量。在就业结构方面, 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专业技术、管理等需要高等教育

毕业生的职业层的规模, 因而相应扩大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职业层的规模及高等教育毕业

生的就业机会。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为媒介, 增加了对高

等教育毕业生的需要量, 进而促进高等教育大规模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剧烈变化, 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 而产业结构的变化, 又通

过就业结构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1950年至 1975 年的 25 年间, 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

平均每年减少 313%; 与此相反,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314%和 319% , 其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尤其高。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 第一产业的比

重, 日本原来是最高的, 但进入 70 年代后已下降到接近欧美国家的水平了。70年代初,

日本的就业结构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的国家是英国, 为

217% ; 美国、加拿大和西德三国都是 7%以下; 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三个国家都超过

10%。

再从不同部门就业结构的变化来看, 1955~ 1975年的 20 年间,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

从 4111%降到 1215%, 而生产、运输部门的就业人口则从 2717%上升为 3718% , 商业、

服务部门的就业人口从 1617%上升为 2219%, 公务、技术、管理部门的就业人口从

1514%上升为 26%。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日本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是怎样促进就业结构的 /高学历化0 的。由
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使高等教育毕业生显著增加, 从而提高了各种职业的学历水

平, 出现了职业结构 /高学历化0 的现象 (表 4)。

表 4  1960~ 1970 年日本就业结构变动与高等教育毕业生雇佣市场的扩大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行政人员 销售人员 其   他

¹ 1960 年的劳动力人数 (万人) 21317 10117 4551 6 4611 3 313617

º 1960 年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 (万人) 11210 321 3 7619 2714 4114

» ºA ¹ ( % ) 521 4 311 8 1619 51 9 11 3

¼ 1970 年的劳动力人数 (万人) 34218 20512 7281 0 6251 3 330913

½ 1970 年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 (万人) 20115 771 1 1311 8 6917 7315

¾ ½ A ¼ ( % ) 581 5 371 6 1810 1111 21 2

¿ »和¾ 的比例 614 51 8 11 1 51 2 01 9

  [资料来源] : 5社会变动与教育6 ,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6 年版, 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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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以看出, 主要由高等教育毕业生从事的技术、管理等职业, 都扩大了高等教

育毕业生的比例。技术人员 1970 年比 1960年增加 614%, 管理人员增加 518% , 原来高

等教育毕业所占比例较小的 /销售人员0、/行政人员0, 也都分别提高了比例, 尤其私立

大学文科专业的毕业生, 绝大部分都到这些部门就业, 促使这些职业出现了高学历的倾

向。

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不但提高了各种职业的学历水平, 而且相应提高了整个国民的学

历水平。如日本目前工厂企业职工中, 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达 3316% , 高中毕业学历的

约3913% , 初中毕业学历的只占 911%。如果以大学毕业生在 2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的

情况看, 1970年时, 日本为 515% , 西德为 312% , 美国为 1017%。其中, 在男子中所占

的比例, 日本为 1011% , 美国为 1315% , 西德只占 418%。日本上升到 1011%这个数只
用了 10年时间 ( 1960~ 1970年) , 而美国用了 20年。因此, 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发展速

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 而这又与日本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 急需大批的科技人才、管

理人才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又

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四、其他因素

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 对如下几个因素的考察是不可忽视的。

11 企业制度与企业内教育
作为形成日本文化基础, 并且对学历社会、企业社会产生重要作用的是日本的雇佣制

) ) ) 终身雇佣制。其特点可归纳为: 员工是从学校直接录用的, 让他们从最年轻时开始参

加企业事务, 而不是从人才市场招人的; 个人所有的条件是被企业录取的依据。企业录用

员工不是为了特定职务的需要, 员工也不是为特定职务而应聘的。补充员工是为将来做准

备的, 企业对录用来的员工进行企业教育, 企业内教育重点放在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 即

敬业精神和与他人的协作精神。所以, 进企业的主要条件是根据履历、学历以及企业考试

和面试的成绩, 来判断应聘者的才智、性格和一般的适应能力; 一就职就是毕生事业, 雇

主和被雇者都有这种思想准备, 即雇佣关系是终身的, 企业对员工不解雇, 被雇者一般也

不改换雇主; 工薪的多少基本上取决于连续工龄。开始工作的薪金, 相当于毕业学校教育

水平的函数, 进企业后的提薪, 相当于连续工龄的函数。

终身雇佣制的最大优点就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因为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济发展

就有了保障。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 例如, 在同一企业内, 不分能力高低, 同一

学历水平的人拿着同样的工资, 更由于实行了年功序列制, 先来的人, 其晋升机会就比后

来的人多得多, 这一点抑制了有才能的人的发展。

附带说一下, 日本高等教育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之所以能快速地发展起来, 主要原因

之一是企业非常积极地吸收大学毕业生, 即使在 1957年下半年至 1958年上半年暂时出现

经济低迷, 但并未影响企业吸收大学毕业生的热情。图 2显示, 1961~ 1969 年间, 日本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从未低于 90% , 尤其是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极好。另一方面,

日本的女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高, 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女性一旦结婚或生孩子都回到家庭

当起家庭主妇, 这无形中便给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 日本没有出现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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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达国家那样年轻人或高学历者的失业问题明显化的情况。

图 2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曲线

注:

¹ 含短期大学毕业生。

º就业率=
就业人数
求职人数

@ 100。

» 医、齿、商船、师资培养的毕业生

除外。

¼ 各年以 3月底的调查数字为准。

  21 国民对教育的热情特别高
日本是一个高学历社会, 这不仅是指日本教育普及, 国民平均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

高, 更主要的是指日本国民普遍重视高等教育, 渴望接受高等教育, 而且形成了依据个人

接受教育的程度来判定他的价值的思维定势。对高学历的追求和对高等教育的极大热情源

于明治维新之后, 教育的普及和阶层结构的形成。1910年后, 日本全面普及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升学率也持续上升; 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也开始赶上英国的水平, 并于 30年代后

完全超出整个欧洲水平。随着这种高等教育升学率的变化, 阶层结构的变动与开放, 职业

资格制度的确立等等激起了各阶层的升学欲望和通过教育实现升迁流动的愿望, 学校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在这种升学欲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二战后在新的经济政策和教育民主化

浪潮下, 把这种追求高学历的欲望推上了高潮, 使日本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在 30 年的时间

里, 从 518%上升到 3813%。
日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之快, 虽然离不开政府和财界的支持, 但最根本的是广大日本

国民的民族心理, 对教育的理解和支持, 甘愿自己投资也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在

各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中, 日本是个人负担最多的国家)。这种价值取向促进了高等教

育的大发展。在日本, 家庭支出最优先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

日本的教育需要。而使个人需要型模式的选择成为可能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很强

的教育需要始终持续着, 常常超过供给能力的缘故。但这种需要并不是政策有意诱导的结

果。如果是政策诱导, 那么应该会出现暂时的过剩供给状态。需要长期不见衰退对增加私

立大学的供给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31 私立高校的蓬勃发展
在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私立高校的

毕业生主要在产业界就职, 对日本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大学在 5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为适应产业

社会的要求, 迅速发展起来。高校数 (大学和短大) 从 1955年的 492所增加到 1973年的

905所。大学的本科生从 1955年的 513181 人快速增长到 1973年的 1551136人; 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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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5年的 77885人增长到 1973 年的 309824人。在这中间, 私立高校占了大部分。如

在全国高校数和大学生 (本科生和专科生) 中, 私立高校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1955年的

53166%、62173%, 1960 年的 53133%、57129%, 1965 年的 53179%、61165%, 1973

年的 55125%、64131%。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蓬勃地发展起来, 是因为如上所述的国民对教育的极大

热情以及政府放宽对私立大学的限制所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是在

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 1975年国家财政才开始资助私立大

学) , 它的财源主要来自办学者资金、学生缴纳的学费、社会捐款等, 其中学生缴纳的学

费占有很大的比例。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及缓和升学压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同时也

存在不少问题。1955年至 1973年间, 国立大学的学生数由 1815 万人增加到 3118 万人,

私立大学由 3711万人急剧增加到 14718 万人。脆弱的经济基础由于学生数的急剧增加,

导致了教育条件更加恶化。日本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发展很快, 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从

国际比较来看是相当低的。对私立大学的依赖便是由于经费投入不足所致。

五、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因素与我国高教发展模式的选择

11 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因素
( 1) 政府的政策导向, 如理工科人才培养计划, 促使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 2) 企业积极吸纳大学毕业生, 高就业率是日本高等教育得以大发展的保证。

( 3) 绝大部分女性在结婚或生孩子之后离职, 从而保证了全社会的高就业率。

( 4) 非经济因素, 如第一次人口高峰所带来的升学压力, 促使政府放宽对私立大学的

限制。

( 5) 私立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很高, 其教育经费很大部分由学生的家庭所负担。

( 6) 企业内教育系统发达。

21 我国高教发展模式的选择
( 1) 从目前我国的高教规模来看, 虽然高等教育入学率仅占同年龄人口的 716%, 但

从绝对数来看, 是仅次于美国。1998年的高校毕业生数达 101万人, 是 1970年日本的近

3倍, 应该说规模不小。

( 2) 我国高教经费目前仍大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级政府供给, 而目前国家财

政困难, 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投入, 如果规模发展过快扩大, 势必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下

降。另一方面, 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进行深化改革, 企业改制, 在近几年内不可能吸

纳过多的大学毕业生, 事业单位也在进行机构改革, 也不可能吸纳太多的毕业生。受这两

重因素的影响, 高教规模不宜过快扩大。

( 3) 对人才培养进行科学的预测, 尽管 /人才培养计划0 的作用常常受到一些学者的
批评, 但是笔者认为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当然在制订人才培养计划时不宜订得过死, 应

留有余地, 同时培养人才的口径应拓宽一些, 以便适应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的要求。

( 4)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很快, 也很滥。从日本高教发展史来看, 这或许是私立大

学的共同症状。当然日本私立大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也有一些教育研究水平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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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但总的来说私立大学的质量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国的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忽视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 不仅要在行政方面进行管理, 而且

对一些办学水平较高、质量较好的民办大学应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 促使其健康地发展。

但必须强调的是, 我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全面依靠私立大学, 其理由是, 正如上面所述的那

样, 我国还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就业问题。

( 5) 鉴于我国企业内教育系统还很不发达, 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适应性要求很高, 因

此, 各高校应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及时调整专业或课程结构, 尽可能缩小专业或

课程设置与社会要求的差距, 增强毕业生的适应能力。

( 6)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就现阶段而言, 经济的制约作用还是很大的。日本在经

济起飞时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其高教速度规模的发展、扩大全靠 60年代至 70年代前期的

经济高速发展。所以现阶段应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来适度扩大高教规模。

参  考  文  献

11 清水羲弘 7教育计画 ) ) ) 经济发展H教育政策8 第一法规、1978 年。

21 7战后日本教育史料集成8 7 卷、三一书房、1983 年。

31 文部省 7我 , 国N高等教育8 1964 年。

41 矢野真和 7高等教育N经济分析H政策8 玉川大学出版部、1996 年。

51 文部省 7日本N成长H教育8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3 年。

61 海后宗臣  寺崎昌男 7大学教育 ) ) ) 战后日本N教育改革 98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 年。

71 大学职业指导研究会 7大学N职业8、1979 年。

81 佐 ( 木秀雄 7私立大学N运营管理H监查8 角川书店、1988 年。

91 7高等教育统计 § - 夕集 (第二版)8 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Ó 夕一、1995 年。

#68#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 1999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