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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中国高教改革的方向——专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图）

[ 作者 ] 鲁朗 

[ 单位 ] 外滩画报 

[ 摘要 ] 国务院在2004年9月初召开教育、金融联席会议，核心就是探讨对于贫困生的贷款政策。除了助学贷款新政策，高教收费问题和教

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个热点。《外滩画报》记者就“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校园里的贫富差距、贫困生等问题于2004年9月11日下

午在北京采访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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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那些边远地区家庭贫困的学生，如果拿到录取通知

书，不要光一家人商量，应该把眼光投向全社会。”教育部副部

长张保庆在电视上说，“国家是完全可以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

学业的。” 国务院在2004年9月初召开教育、金融联席会议，核

心就是探讨对于贫困生的贷款政策。除了助学贷款新政策，高教

收费问题和教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个热点。教育部部长周济最近

称，虽然本科乱收费问题基本得到遏制，但研究生扩招和收费问

题必须得到改变。而副部长张保庆则强调：坚决反对将教育产业

化。《外滩画报》2004年9月11日下午在北京采访了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 “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

化” 《外滩画报》记者（以下称《外滩》）：为什么教育部会一再强调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否意味着那种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

的做法是错误？ 程方平（以下称“程”）：对于教育产业化大家谈得很多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教育也并非全是市场的，它可能是双元

的，多元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教育责任担当起来了。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教育作为一个开放领域被放在服务业里。而WTO所

形成的国际共识就是：教育是一个产业。因此，教育产业是不能否认的。教育部之所以现在对产业化这个提法很敏感，就是因为在中国，

“产业化”这个提法容易产生歧义，容易导致一种政策性误导。 《外滩》：怎样准确理解这些词汇的真正涵义？ 程：我认为“教育产

业”和“教育产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说，有些教育可以被当作产业来运作，如WTO规则中规定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

会教育，以及某些大教育中的东西，如现在各种方式的社会培训，这些是可以产业化运作的。而教育部所反对的“产业化”这个提法，既

有运营模式的含义，又有导向性的含义，也就是说有“泛化”的迹象，似乎要将所有的教育领域都发展成产业。所以教育部反对这个提

法。 《外滩》：既然明确提出反对教育产业化，是否意味着对民办教育采取不鼓励的政策？ 程：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现在也不是由

国家包办。据我了解，义务教育阶段最容易出新成果、新思想的往往是民办教育。它丰富了教育的品种、减轻了国家负担，并且能进行一

定教学上的创新。但由于很多因素，在这个领域目前的限制还比较多。 《外滩》：这两者似乎是矛盾的，既反对教育产业化又要发展教

育产业？ 程：对于教育产业，不管是否承认，它是一个现实。从国际上看，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对中国教育的产业化这个问题，应该

具体来看。在一些领域，应允许进行产业化。我指的是法律允许，而不是主管部门允许。 不要孤立看待校园里的贫富差距 《外滩》：

现在回到大学生的立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似乎是过分强调产业化造成了高教收费过高，也使贫困学生上大学出现困难？ 程：学费在

大学收入中能占多大比例呢？现在财政直接拨给大学的经费并不多，如果让高校来负担学生的教学费用，几乎没有学校能够承担。去年高

校助学贷款出现了问题，一些学校借助多元化经营取得的收入弥补了短缺，但最多维持一年。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能孤立地

看待，这与全社会的贫富现象有关，大学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 《外滩》：可人们总是怀念那个时代——90年代初，我们上大学仅仅

交几百元学杂费。 程：那个时候教学资源利用不充分，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比例很低。现在我们要尽量普及大学教育，最近几年高等教育



发展的速度很快。 《外滩》：教育部最近有一种观点提出，要改革研究生的招生，降低收费，这看起来似乎很美好。 程：其实，研究

生教育才是真正的大学专业教育。但我们不能总是希望用政策来调节，政策是可变的，它反而会削弱市场的调节作用。我是主张教育改革

的，有些事情可以产业化运作，比如办收费研究生班、办各种培训班。我认为对大学教育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应由各大学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自主判断。我接触的很多大学领导认为受到的政策限制太多。 多元化是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方向 《外滩》：公众心

态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大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享受公平的高等教育。现在对于高校自主招生中出现的问题、对高校学生中的

贫富分化问题，批评的意见很多。 程：我历来主张高校改革要从整体上着手，局部改反而给一些人钻了空子，造成某种不公平现象。现

在改革是一步一步的。对于大学自身来说，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性。没有自主性的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呢？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我想没有一个别的国家的教育部门会这么累，中小学教育要负担，大学教育也要负担。 《外滩》：没有

政府的参与，贫困生上学难问题可以解决吗？助学贷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程：政府可以鼓励以各种多元化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帮助。

例如，学校可以采取“劫富济贫”的方式，分数低的多收一些学费，而对高分贫困生以奖学金的方式进行资助；另外考虑企业扶持，政府

给予一些免税政策；还有基金的形式。总之，政府应把自身承担的事情，变成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即使助学贷款，也可以采用建立个人

信用档案的方式由银行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过去的问题是，学生可选择的余地小，还款率低，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 《外滩》：

潜在的问题是，一些学生可能连银行需要的最基本担保都没有办法提供，最终还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帮助，市场化的解决方式能帮助所有人

吗？ 程：这仍要依靠大学的多元化发展来解决，而大学的收费也应该是多元的。比如一些大学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分校区，类似美国

的社区大学，那些社区大学的收费相对很低，更适应本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试想一下，一个新疆的孩子到北京上大学，他的成本是相当

高的。如果采用多元付费方式，又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这就增加了学生选择的自主性。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制度也可以试行。例如北大

如果提供10个奖学金名额，而另一个学校能提供50个，这将促使学生在报考时候考虑到奖学金，也将使那些有潜力的学校获得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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