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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高等教育在步入大众化进程中，出现了高等教育结构性矛

盾突出、学生和学校的就业压力加大、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缩水”等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不断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合理配置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加强对高校办学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不断增强自主办学能力，优化用人环

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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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短短四到五年时间，中国高等教育就实现了由精

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

（Martin Trow）（1926～2007）关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

我国高等教育在 2002 年就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顺应社会

发展需求，满足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

自身对进入大众化的认识和准备不够，又引发出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

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一、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基本看法：高等教育自身对进入大众化

的认识和准备不够  

  20 世纪 70 年代，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探讨数量增长与

性质变化间的关系，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

构成了特罗高等教育阶段论。其中，高等教育入学人口占适龄人口的 15%以下为

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超过 50%则为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也迅速地由 1998 年之前的毛入学率

不足 2%，快速提高到 2002 年的 15%，到 2006 年达 22%，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大

众化发展阶段。  

  从特罗高等教育阶段理论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不只仅仅是享受高

等教育人数规模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自身要有质的变化，要求其更具

灵活性、多样化性。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高等教育要完全面向社会需要，

一方面扩大招生规模，满足更多人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自身应更加灵

活多样，满足各阶层各行业的职业需求。就是说一是接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大众

化，二是高等教育自身在办学模式、服务面向、教学管理等各方面越来越大众化，

必须是对两个方面有同等的认识和把握，才能认为是对高等教育教育大众化的全

面理解。  

  1999 年初国务院《面向 2l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 20l0 年，

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

展，入学率接近 l5％”，而实际上中国高等教育大从化的进程远远高于其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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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同时期和阶段的发展速度，从 1999 年高等教育招生开始加速，在短短的四

年就完成了入学率 l5％的目标。因此，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

教育自身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还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都没有充分做好应对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各种准备，从而造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被动性和盲

目性，不可避免的引发了一些困难与矛盾。  

  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问题与挑战  

  1、处于高等教育主体地位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占高等教育绝大多数的地方

高校对如何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发展的认识不清简单地认为高校只有不

断地追求“升级、升格”才能有所发展，致使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有些“头

重脚轻”，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到 2006 年底，我国地方普通高校共 2179 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 95.3%，构

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由于地方高校的自主办学能力较弱，主要办学经费依

靠政府划拨，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校发展，他们几乎千篇一律的都在拼命“追大求

全”， “升级、升格” 之风在中国高校盛极一时，导致高等教育结构呈现“倒

金字塔型”，而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却又十分紧缺，直接影响

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产业链的制造基地，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

员及劳工工人，而大学教育却没有完全跟上这一形势。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2007 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指出，各技术等级的求人

倍率均大于 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

倍率较大，分别为 2.36、2.36、2.2。 

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薛涌撰文认为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

教育”，但在制度上还没有为这种大众化做好准备，大学的结构还是头重脚轻。他说：“我们

的高等教育一直在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和发达国家攀比，却不知道：像美国这样的发达

国家，大学生人数有将近一半是社区学院的学生。我们还是应该让大部分大学生就读社区学

院，并充分尊重这些学生的才干。”  
  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现状，使高学历人才出现“贬值”、教育投入成本增加。家长们在

承担了巨额经济负担后，却得不到预期的回报，新的“读书无用论”衍生，对提高全民族的整

体文化素质和教育事业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2、高校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与社会发展不适应，单一化、趋同化现状严重  
  从理论上讲，高校的专业布局与发展，首先应考虑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如近期和

远期都需要哪些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以及总体数量测算等，高校

无论是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还是招生人数规模，都应进行缜密的市场调研论证和科学计算。

但实际上，高校往往因为师资及现有条件原因，在设置专业时更多地只是考虑自己能办什么

专业，而很少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新增设专业时，相对投入少、容易办的一些专业出现过

度扩张。  
  专业设置的简单化、单一化扩张，造成了部分专业“人才过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就业

压力，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也给这些专业的后继发展带来不利，甚至萎缩。同时，专业

的这种不谐调、畸形发展，挤占了另一些专业的发展空间，造成另外一些学科的专业空白和

人才空白。中国高等教育目前这种简单应对大众化发展专业增设模式，对整个的学科专业的

协调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千校一面、缺少特色现象严重。  
  3、高校学生在校学习质量“缩水”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在校学生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而放松对专业课的精力投入，有的成

天忙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以增加就业机会，有的则无所事从，走一步看一步，成天的“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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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到了在校的最后一年，基本都是忙着奔走于各种人才招聘现场，包括毕业论文在内的

正常教学环节只能草草敷衍了事。学校迫于学生的实际现状，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有

意无意地降低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和纪律要求，从而导致人才质量“缩水”。  
  4、“高就业率低就业”现象在高校中普遍存在  
  教育主管部门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纳入到对学校的评估考察范围并向社会公布，这样

就业率的高低就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如果毕业生就业率不够高，不仅学校的评估考核不

合格，而且学校的办学声誉和招生就会大受影响和制约，因此全部高校都千方百计、绞尽脑

汁在学生就业问题上下功夫。然而由于一方面高校人才规格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矛盾，另一

方面良性的就业环境没有完全形成，高校欲想有高的毕业生就业率谈何容易，情不得已，“假
就业”自然就会出现，所以媒体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已不是一天两天的新闻了”。  
  三、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阶段出现的种种困难与问题，既有高等教育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也有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就高等教育自身而言，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

高校，当前应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不断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合理配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专科教育）、

本科教育及研究生教育几个阶段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同比重，进一步加强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的结构比重，使得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使高等教育结构从低到高呈“金字塔”型；同时

引导高校深入社会，按照社会需求的人才规格模式对专业进行深层次、实质性改造。  
  其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应着手建立国家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相关信

息，加强对高校办学的宏观引导和调控。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政府

相关部门应站在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状况进行总体分析和预判，帮

助高校减少专业建设的盲目性，避免不必要的教育浪费。  
  再次，作为高校而言，应不断增强自主办学能力，深入社会广泛调研，提高专业的生存

价值。放眼国际，凡是知名的学校，并非是学校大而全的所谓“一流”，恰恰是因为专业有很

大的市场、有很高的生存价值，这一生存价值的获得，正是他们常年深入工厂企业的结果。

而我国高校，能走出学校圈子而真正面对社会的却不多，而更多的只是院校间的相互借鉴学

学习，出现专业雷同。  
  最后，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完善用人机制，优化用人环境。不同层次结构人才的薪资待遇

适度拉开，引导用人单位从用人成本角度避免一味追求所谓的“高学历”，由重视学历向重视

能力转变，改变就业市场出现“高学历化”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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