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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 T O 我国高等教育应对方略的思考

、 李 文 霞

(肚丹江师范学院 只龙江 肚丹江 巧 70 12 )

〔摘要」加入 WTO 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

·

我国高等教育将引入更有利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

提升我国的

教育管理水平
,

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
同时

,

入世是对强手如林的外国高等学校敞开大门
,

将不可避免地展开

一场弱者与强者的较 ,
。

本文针对入世后我国离等教育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应对方略思考
。

〔关键词」WT O :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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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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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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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5 年的艰苦谈判
,

我国已经是认叮0 的正式成 组织规则的保护下
,

我们不仅要打开窗
,

还要敞开门
,

员
,

随之我们拥有了与国外在同一贸易规则下的平等竞 积极实施
“

走出去
” 、 “

请进来
”

的战略
。

随着中国在

争机会
。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
:

功目人世贸组织
,

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中华文化有着

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
,

为我国经济发展燕得更好的国际 巨大和潜在的市场需求
。

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学科
,

如

环境
,

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 中华医药学科
、

汉语言学科等都占比较优势
,

可以主动

整
,

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

总体上符 走出去办学
,

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
,

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 ”

教育作为改革开放和 扩大国内的外国人消费
,

在促进对外交流的同时
,

使国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既要服从于人世这个大局
,

内的高校获取更多的商机和效益
。

也要服务于这个大局
,

积极迎接这个大局
。

4
.

人世有利于促进高校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教育质盒

人世是一把双刃剑
,

既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机遇
,

和效益
,

提升高校的地位
。

人世将在教育领城内引起新

又给我们带来了激烈的挑战
。

的竞争机制
,

大学生的就业将越来越受到就业市场供求

一
、

入世带来的机遇 关系的影响
。

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表现
,

将逐步成

从总体上说
,

人世带来的机遇意味着我国教育将有 为评枯大学水准和质里的重要标准
。

这将强化高校的竞

利于更多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

增加教育的总供给
,

争意识
,

促进高校教育质盆和效益的提高
。

高校不仅要

培养新型人才 ; 有利于引人现代教育理念
,

先进教学方 用地域的标准来衡t 教育的质里
,

而且要按国际质t 标

法
,

办学和培养模式
,

提升我国的教育管理水平
,

促进 准来衡盆我国的教育质t
,

使我国的教育标准与国际教

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
; 也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对外交流

,

育标准逐步接轨
。

把我们的教育服务贸易打出去
。

5
.

人世有利于促进高校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人才需求

1
.

人世将有利于我们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资 结构的变化
,

形成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并为之服务的机制
,

金
,

拓宽教育投资渠道
,

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教育的 促进继续教育
、

成人培习11和远程教育的发展
,

加快终身

需求
,

产生良性互动
。

随着政府对教育投人的加大
,

人 教育体系的形成
。

人世后
,

高层次
、

新兴行业的人才需

民群众对高质t 教育的需求将更加迫切
,

教育消费在居 求增大
,

有利于高校学科和专业的发展
。

产业结构的调

民支出中的比重将进一洲. 加
。

社会力t 办学
、

中外合 整和人才需求的变化
,

将使继续教育
、

高层次的成人培

作办学等新的办学形式的涌现
,

将进一步理伽教育资源 训以及远程教育需求增大
,

将给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的供给
.

增加了教育的选择性和多样性
。

二
、

入世带来的挑战

2
.

人世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对外开放
,

引进和 人世后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体上集中在

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经验
,

调整专业与学科结构和人才 两个方面
:

一是人才准备不足
,

即熟悉和掌握 v门
,

O 条

培养模式
,

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
,

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 欲的法律
、

商贸人才短缺 ; 二是对教育行政管理的冲击
.

距
。

无论从专业需求的角度看
,

还是从人才素质的角度 即对我国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行政职能及行政程序与

看
,

人世将成为我国高校的专业设t 与学科结构调整的 认叮O 法律框架不相接轨
,

常出现错位
、

缺位
、

越位
,

新动力
。

这是深层次的体制上的挑战
.

作好应对准备是十分必要

3
.

人世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双向开放
。

在世贸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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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就是高等教育市场的开放
。

在 W T O 的

旗帜下
,

外国名正言顺地进人我们的高等教育市场
,

直

接目的就是要分割我们的高等教育产业
,

在获取市场份

额中来攫取商机
。

一般来说
,

发达国家分割我们的高等

教育市场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

1
.

把我们的学生吸引到国外就学
.

学生要支付比国

内高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成本完成学业
。

这种付出所形

成的超额利润被国外拿走
.

相应导致国内教育产业的损

失
。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工业发达国家即以各种形式

介入中国教育市场
,

现在正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
。

东南亚国家也在试图分享中国的教育市场
。

优势生源的

流失将直接影响我国大学的办学水平
,

没有一流的生源
,

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

2
.

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办学
,

切割国内教育经费
。

由于国内高等教育机会的短缺
,

加上国外大学的声誉所

在
,

加人 认叮O 后合作办学的吸引力会继续增大
,

对国

内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可低估
。

随着 W TO 谈判的深入
,

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以一定形式的独立办学也存在着空

间机会
.

挤占国际教育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增大
。

高等教

育层次上的职业培训
,

量大
、

时间短
、

费用高
.

攫取利

润的余地大
,

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影响
。

3
.

国外公司或在国内的跨国公司以其高薪的优势
,

把国内培养的人才吸引走
,

导致国内人才流失
,

这在国

际上通称为 Brai
n D ra in (智力流失 )

。

近年
,

我们国家

对高等学校实行了重点投人政策
.

这样的高校拿到了高

于其他高校几倍的一流投人
,

凭借无以伦比的财力形成

一流的师资优势
,

又垄断了国内一流的优质生源
,

但其

毕业生却又以高于其他院校若干倍的数量奔赴国外
,

继

续学习之后或直接就业于国外公司
,

把最宝贵的育春年

华和最能做贡献的时光投注到了国外
。

从国家民族利益

角度看
,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

对此
,

我们要有清醒

的认识
,

相应制定好人才外流的对策
。

面对激烈的国际

竟争
,

紧闭大门不是办法
,

只有加快发展我们自己
,

提

高竞争力
,

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三
、

应对方路的思考

面对人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高等教育应对方略的

核心应是更新观念
、

抢占市场空间
、

提高竞争能力和对

等地打出去
。

1
.

更新办学观念
。

应对 V 『1
,

0 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

必须首先在观念上与 认叮0 的运行规则在一个平台上
。

目前较为紧迫的观念上的调整主要在三个方面 : 一要树

立起教育市场的观念 ; 二要树立起教育产业的观念 ; 三

要树立起教育经营的观念
,

这三方面最重要的是教育产

业的观念
。

场汀。 的规则很清楚
.

高等教育就是产业
,

是社会投资和消费的重要领域
,

可以创造产值和形成利

润
,

因此纳入贸易服务的协定中来谈判市场的准人问题
。

我们只有确立起高等教育产业的观念
,

才能正确理解高

等教育市场的运行特点
.

把握住这一市场供给和需求的

规律
,

债得如何燕得和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

只有明确

高等教育产业和市场的观念
,

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高等

教育的经营
,

合理配t 资源
,

讲究投人产出效益
,

提高

竞争能力
。

2
.

更新管理体制
。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运行在主体上

是一种
“

国有政办
”

的模式
,

其特点是国家所有
,

政府

办学
,

在发展速度上主要取决于公共财政的支撑能力
。

虽然早已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力t 办学
,

但发展过

程十分缓慢
。

开放高等教育市场
,

必须首先放开国内的

高等教育市场
,

实行社会化和多元化投人
,

形成政府办

学为主导
,

多种所有制办学的新格局
。

鼓励高校和国内

外企业合作
,

拉动社会资金投人
,

按运作企业化
、

办学

专业化
、

后勤社会化的模式兴办
。

转变政府宏观管理职

能
,

进一步推动高校的体制改革
,

完普以建立大学自我

发展
、

自我约束机制为主的现代大学体制建设
,

提高高

校的生机和活力
,

在竞争中求发展
.

迎接 认叮O 带来的

挑战
。

3
.

调整学科与专业设里
。

高校要根据人世后人才需

求的结构性变化
,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与学科结构
。

要加

快培养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以及国际贸易
、

金融
、

财会
、

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

还

应注意培养具有全球视野
、

国际交往能力的现代管理方

面的通才
。

积极发展新兴学科
,

占领前沿和重点学科的

空白; 积极发展网络教育
,

开展现代化远程教育试点
。

通过新兴学科专业的设置
,

培养一批遭法律和世贸欢侧

的复合型人才
。

4
.

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

加强高校的对外教育与合

作
,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
,

这是我们缩短差距
,

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捷径
。

抓住人世这个

机遇
,

可以通过
“

走出去
” 、 “

请进来
”

全面提升我国

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水平
。

打通学历
、

学位
、

学分互认质

量认证制度上的接口
,

推进中外合作办学
,

不仅要成建

制
、

成系统地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

还要把目光放到世界
,

主动地把我们的高等教育打出去
,

开辟国际教育市场
。

抓住人世良机
,

提升对外汉语教学的国际地位
。

开拓汉

语教学这一教育市场
,

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
,

更有

利于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

要利用入世后与外国进行教

育贸易服务对等的机会
,

不失时习U也打出去
,

把我们的

大学办到国外
,

把我们的培训扩展到国外
。

国家要从迎

战 认叮0 的战略高度
,

调整政策
,

加大扶持力度
,

在开

拓新局面的同时
,

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

建立国家级对

外汉语网络教育中心
,

推广和完普汉语水平考试 (刊旧K )

制度
,

维护国家教育主权
,

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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