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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动力、
特征和发展路径

*

别敦荣**

【摘  要】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根本点, 与受教

育者个体的动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相关。 民众的教育理想信念、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内外部动力。 普及化高等教育

具有规模大、 重公平、 个性化、 多样性和有质量等五种特征。 顺利推进高等教育

普及化由初级向中高级阶段发展, 需要在扩充高等教育生源、 提供经费资源保

障、 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普及化 求学意愿 办学资源

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只是高等教育的问题, 而且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 高等教育

普及化与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等都高度相关, 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个根

本点。 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教育体系才是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2019 年我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 50%, 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始终处于普及化进程之中, 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跌出普及化阶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 关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

展, 探讨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是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肩负的时代责任。 近年

来,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 高等教育普及化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不少

学者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尚处于初

步探讨阶段,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非常有限。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非常广阔的、 内

容丰富的研究领域,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 大众化发展阶段探讨过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

普及化大背景下均可再思考,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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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动力

从世界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情况来看, 现在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有完整统计资料的

国家共计 195 个, 其中, 76 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 就规模而言, 实

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占比超过 195 个国家的 1 / 3, 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
可见, 高等教育发达与否, 与社会经济发达与否高度相关。 迄今为止, 尚未出现国

家社会经济高度不发达、 高等教育却进入普及化阶段的现象。
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国家, 普及化程度亦有高低之分。 笔者将高等教育

普及化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等三个阶段, 其普及化水平依次为 65%以下、 65% ～
80%、 80%及以上。 目前, 高等教育普及化位于高级阶段的国家有 26 个, 充分说明

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可达到 80%、 90%甚至 100%。 为什么要让如此多的人接受高等

教育? 普及小学、 初中教育可以理解, 高等教育需要普及吗? 笔者认为, 高等教育向

普及化方向发展主要缘于内部动力、 外部动力的相互作用。

(一) 内部动力: 激发受教育者的求学意愿

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更多的生源, 受教育者的求学意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动

力。 这个动力可能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意愿毕竟是人内在的一种心理倾向,
高等教育的生源主要是中等教育毕业生, 中学毕业生的求学意愿还是属于教育内部的

事情。
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迈过了普及化的门槛, 完成初中级阶段的普及化任务, 向高

级阶段发展, 需要更多的生源。 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考录取率已经很高, 达到

85%以上, 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参加高考,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就

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看, 我国可能还只有 40%左右, 60%左右的适龄人口没有获得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 为这部分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是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主

要任务。 在一定程度上, 高考录取率可以反映高等教育生源的求学意愿, 报名不踊

跃, 是不是适龄人口的求学意愿不高? 这个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要有调查研究。
就适龄人口而言, 高中毕业上大学是一条必由之路, 除非毕业生没有意愿。 当

然, 如果制度限制了,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 我国高中教育普及化程度不低, 已经达到

90%以上。 我国高中教育由两条道路构成: 一条是普通高中教育, 一条是职业高中教

育。 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以后, 一部分人去普通高中, 另一部分人去职业高中。 长期

以来, 上普通高中就可以参加高考, 上职业高中就直接就业。 近年来, 职业高中毕业

生可参加职业高考, 但只有很少的职业高中毕业生有机会。 这样看来, 参加高考的考

生主要是普通高中毕业生, 职业高中毕业生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高考。 激发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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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学意愿主要是激发职业高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 根据我的理解, 职业高中

学生深造求学意愿主要受到两个问题的约束。 第一个是高考政策对职业高中毕业生的

开放度。 只有更开放的高考政策, 才能激发更多职业高中学生上大学的意愿。 第二个

是职业高中的教育水平和质量。 职业高中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不高, 学生对职业高中的

学习不感兴趣, 对未来的学习不抱希望,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必须提高职业高中的教

育水平和质量, 让学生对学习感兴趣, 对学习充满期待, 这样他们才会有继续求学的

意愿。
学生的求学意愿靠谁来激发? 学生自我激发非常重要, 如果学生自己没有意愿,

其他的条件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学生自我激发需要有一些条件。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

青少年的发展, 为青少年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 是党和政府孜孜以求的教育事业发展

目标。 解决制度问题需要党和政府有更大作为, 改革相关的不合理的制度, 赋予职业

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权利, 打通全体适龄青年进入高等教育的通道。 激发学生的求

学意愿, 教师可以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教师的工作就是服务学生、 培养学生, 帮助

学生成长, 让他们走向社会并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古人讲, 有教无类。 教师要有

一种信念, 接受教育的人越多越好, 学生接受的教育越多越好。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

教育, 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基本信念。 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能够让人更

完美、 更完善、 更有益于社会, 更能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这是教育的基本价值,
也应当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坚定的信念。

经验表明,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部动力源于求学者的意愿。 我国高等教育在

从小到大、 从少到多、 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 正是内部动力的不断激发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生源, 保证了高等教育发展对生源的需要。 进一步激发内部动力是发展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重要条件。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潜在生源的变化, 解决中等教育有关制度和

质量问题, 是激发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内部动力的现实要求。

(二) 外部动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有显著的经济功能,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很多国家通过立法和各

种财政行政手段, 鼓励和支持发展高等教育。 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原

因可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包括对于个人愿意接受高等教育, 很多人也抱着经济

目的。 这就是说, 在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时候, 我们丝毫不能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
经济效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是技术进步的结

果, 技术的进步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的杰作。 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需要掌握

了先进技术的人来操作,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基本保

证。 因此, 发展高等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相关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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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看, 普及化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所有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都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普及化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

水平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 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讲,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尽管经济总量上去了, 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 但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还不高,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不强。 转型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这一新需要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和水平更高的生产管理

和技术人员, 而且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更多人才。 因此,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每个社会个体都有生活的需要, 青年人有工作、 有收入, 才有生活保障。 为了工

作、 为了生活, 青年人会自觉萌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 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动

力。 在经济社会中, 衡量个人价值的指标之一是经济地位, 青年人谋得好职业、 好工

作, 才能解决生活问题, 并彰显自己的社会价值。 这为众多家长和民众所认同。 有学

者提出人力资本理论, 认为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有重要影响, 受教

育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越大。 正因为如此,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 因为技术在经济社

会中的广泛应用,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不仅如

此, 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 这也直接刺激了社会各行各业在职人员

对接受高等教育或继续教育的需求。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更大的经济回报的双重影

响, 导致世界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后半期快速发展。 21 世纪以来,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的广泛而深层的应用, 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还为从事信息和网络工作的青年

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待遇。 高等教育发展借此更上层楼, 普及化发展步伐加快, 成为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也证明了外部动力的重要影响。 在我国

经济发展需求不旺的时期, 高等教育发展步伐缓慢, 直到世纪之交, 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仍处于精英化阶段。 21 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在一个时期

甚至保持了高速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和生产技术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有了更可靠的经济社会基础, 进入了快车道。 曾经甚嚣尘上、
影响深重的读书无用的社会心理被经济高速发展的洪流冲散了, 青年人对高等教育的

渴求被唤醒了, 民众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被激发出来了。 在上述双重动力的作

用下, 我国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向普及化的过渡。 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惯性和已经激发起来的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求, 我国高等教育普

及化发展速度不会太慢。 如果要保持普及化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强化外部动力还

是有空间的。 这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变到更加依赖高新技术发展的阶段, 高新技

术产业的壮大将对普及化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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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特征

普及化高等教育不同于大众化和精英化高等教育, 这种差异不只是表现在受教育

人口的数量上, 还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只是刚刚开始, 我

们甚至还可以说, 我国高等教育仍主要表现为大众化的特点。 只有在普及化高等教育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 它的特征才能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来, 才能为人们所观察

和感知。 尽管不能直接观察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特征, 但通过对较早进入普及

化阶段国家高等教育特点的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可以预判我国

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可能具有的主要特征。

(一) 规模大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在职人员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将得到

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深度发展将直接面对两大群体: 一是 60%左右的适龄青年

人口, 二是 9 亿多劳动年龄人口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群。 这两大群体的总

人数都是十分庞大的, 如果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那么,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还将有较大增加。

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 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为 4183 万人。 根据我们的

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断推进, 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将逐步增加。 预计到

2030 年前后,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65%, 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将达到 5000 万

人以上,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仍将领跑世界。 届时我国将新增 1 亿以上接受了高等教育

的劳动人口,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数将达到 3 亿人以上, 高等教

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达到一个新水平。
据统计, 我国现有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居世界第一位。 在世界 195 个国家中, 高等

教育在学人数达 100 万人以上的, 有 35 个国家。 其中, 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 1000
万人的有 3 个国家, 除我国外, 还有印度和美国。 印度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位居世界第

二位, 约为 3000 万人; 美国居第三位, 约为 1900 万人。 从未来发展来看, 有可能超

过我国的只有印度,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因为总人口数量有限, 都不可能超过我国。
印度在可预见的将来, 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我国并非易事。 所以, 我国普及化高等

教育是超大规模的,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前无古人, 需要我们积极而稳健地探

索, 以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之路。

(二) 重公平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普及化的发展过程, 在于逐步让所有适龄人口均接受高等

—5—

别敦荣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动力、 特征和发展路径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教育, 这是公平特征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仍有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这部分人群大致分为三类:

(1) 仅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 他们当中大多数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 (2) 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的学生; (3) 因自身原因, 如患有残疾等没有机会接受完整基础教育

的学生。 如果从地域分布来看, 以上人群中大多数处于偏远农村贫困地区。 未来高

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这些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 以满足他们接受高

等教育的需求彰显普及化高等教育重视公平的特征。 公平程度越高, 高等教育越

发达。

(三) 个性化

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后, 高校生师比往往会不断上升。 高等教育就学人

数的不断增长, 意味着学生的构成越来越多样, 学生个体的教育需求、 学习兴趣差别

越来越大。 普及化更增强了高等教育内在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学生的个性差异会达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 人才培养应当全方位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这就意味着普

及化高等教育将是个性鲜明的教育。
高等教育的个性化首先表现为满足学生需求成为办学的最高准则。 在普及化阶

段, “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这三个 “一切” 将得到最

大限度的实现。 尽管关心爱护学生、 以学生为本等教育理念长期作用于高等教育, 但

办学中知识本位、 社会本位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学生常常被置于被动的被教育

者、 被管理者地位, 他们的个性特征得不到尊重, 教育教学制度和过程常常把学生作

为某种 “器物” 来塑造, 真正触及他们需要的教育非常不足, 更少触及他们的心灵

和精神。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不能见物不见人, 要将学生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 将

学生的需求树立为人才培养的航标。 这既是一条基本的教育原则, 又是普及化高等教

育的基本宗旨。
办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等教育, 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基本导向, 也是高等教育实践

的根本遵循。 从学生需求出发, 发展富有最大包容性和弹性的高等教育, 满足千差

万别的受教育要求, 是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 如果用难度来衡量不同阶

段高等教育发展的话, 普及化阶段的难度是最大的, 因为普及化阶段的个性化要求

更突出, 也更不容易满足。 正因为如此,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意义非比寻常。 发展普

及化高等教育, 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真正从本质上而非仅在形式上实现普

及化。

(四) 多样性

普及化高等教育不仅要满足个性差异显著的受教育者的需要, 而且要满足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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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需要。 这两重需要有交叉重叠, 更有差异, 它们同时作用于普及化高等教

育, 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推到极致, 从而使高等教育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多样性不是

普及化高等教育所独有的特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 就世

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 大众化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主要趋势, 尽管这个时期是社

会变化不断加剧的时期, 但与 21 世纪以来相比, 不论是从知识和技术的更新速度还

是从产业升级换代频率来讲, 都是人类前所未有的。 正是这一巨变催生了世界高等教

育普及化趋势的加速推进。 据统计, 2000 年以前, 世界上只有 20 个国家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超过 50%, 但 2000 年以来, 又有 56 个国家加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队伍。 可

以想见, 未来一个时期, 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向普及化进发。
普及化不只在于入学人数的增加导致毛入学率升高, 更在于高等教育发生实质性的

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形态的多样化。 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高, 其形态

就越多样, 这是高等教育适应学生和社会双重需要的应对之变。 多样化首先表现在高等

教育机构的多种多样上, 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满足不同的教育需要。 当然, 也有传统的

高等教育机构改变自身的形态, 或者发展新的形态, 以适应新的教育需要。 不管是哪种

情况, 都会带来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多样性还表现在高等教育质的多样性及其差异化上。 就质的规定性而言, 高等

教育原本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事业。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这种质的规定性

会随着需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比如, 最初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传授普通知识, 培养

有知识的人。 在知识和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以后, 技术的应用性需

要在高等教育中得到重视。 这样, 在普通知识教育之外, 又发展起了应用技术教

育, 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 普及化阶段高等

教育质的规定性还表现在分层分类上, 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不只有量的比

例和结构关系, 更有质的差别。 这些质的差异更凸显了普及化高等教育满足人的发展

和社会发展双重需要的适应性。

(五) 有质量

普及化不是无质量底线的高等教育发展。 普及化是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 这是

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普及化不是不要质量, 不是低质量, 它不必然带来质量滑坡。 普

及化的基础是多样化, 没有多样化不可能有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 多样化

的高等教育之间有共性的部分, 也有差异的部分, 共性部分有共同的质量标准, 差异

部分也有不同的质量标准。 这样看来, 多样化高等教育之间的质量标准是存在差异

的。 如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普及化高等教育, 很可能得出一部分的质量是低质量的,
或者说是达不到合格标准的。 这样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不符合普及化发展需要, 这样的

质量要求也是不合理的。 不符合统一质量标准的高等教育未必是没有质量的, 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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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质量的。 普及化有自身的质量观, 这种质量观可能与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存在

差异, 但它更具有包容性, 它不仅包括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还包括适应高等教育

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观。 从根本上讲, 普及化的质量观有两大基本含义:
一是符合普及化高等教育受众的需要; 二是符合社会生产的需要。 只要能够满足这两

大需要的高等教育, 都是有质量的。
如果一定要用高低来衡量的话, 有质量既包括高质量、 高水平, 也包括一般质量

和一般水平。 前面讲普及化高等教育是个性化的, 个性化即差异化。 不同的高等教育

受众对教育质量的需求不同, 尤其是在普及化不断推进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在传统标

准下不可能入学的社会人群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无论学校、 教师和他们自身

多么努力, 他们都不可能完成传统高等教育的任务, 而且传统的高等教育也不符合他

们大多数人的需要。 他们对高等教育有自己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 高等教育质量

和质量标准不是恒定的, 它们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受众的不同特点进行调整, 以能够满

足受众的需要。
教育面对的是人, 人是教育存在的原动力。 研究人, 认识人的特点及其教育需

要, 是教育的出发点。 普及化高等教育面对的人是多样的, 满足最广泛的不同人群和

个人的教育需要, 以提高他们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 完善他们的人格修养和心智结

构, 这是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主要使命。

三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路径

普及化不可能自发实现, 普及化发展一定是政府、 高校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受到多种因素的约束和影响, 需要持续的动力推动和条件支

持。 为顺利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由初级向中高级阶段发展, 未来需要在生源渠

道、 资源投入和质量保障等多方面积极作为。

(一) 积极扩充高等教育生源

生源问题是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第一现实问题。 一般情况下, 我国每

年高考人数为 1000 万人左右, 高考招生人数约为 900 万人, 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接

近 90%, 实际参加高考而未被录取的人只有极少数。 近两年, 高职院校每年扩招 100
万名学生, 高考生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 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任

务, 提高毛入学率, 所需要的生源从哪里来?
据统计, 2019 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4. 8%,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到 99. 9%,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102. 6%,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4. 8%, 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到 89. 5%。 由此可见, 如果不考虑教育结构的影响, 只要教育质量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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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各级基础教育是可以保证有足够多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 但是, 据测算, 尽管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54. 4%, 但净入学率约为 40%, 这就是说, 实际有

60%左右的适龄人口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高考录取

率反映出来的生源 “枯竭” 问题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简而言之, 有两个原因需要引

起重视: 第一, 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权利非常有限; 第二, 弱势群体人群和一

部分辍学生没有顺利完成中等教育。 解决好这两部分人的受教育问题, 对扩大普及化

高等教育生源是有帮助的。
1. 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改革除了要在考试科目和内容改革、 填报志愿方式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外,
还要根据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需要, 建立能包容更多不同情况考生的高考招生

制度。 高考招生制度要更有利于促进中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使更多的学生爱学

习、 有志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要使各类潜在的高等教育受众不会因中学类别、
年龄、 背景、 身体条件等原因被排除在高校入学选拔之外, 进一步打通生源通道,
增进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公平性。

2. 提升弱势群体的基础教育质量

在近 60%的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顺利

完成中等教育的弱势群体人群。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即便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 但基

础教育质量较低, 不足以支持他们通过高考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发展普及化高

等教育, 必须注重弱势群体人群的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基础教育的办学水平, 让弱势

群体学生真正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提高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
3. 注重拓展非传统生源

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单面向适龄人口, 而且要面向全社会。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大门

更加开阔, 能够满足成年在职人员的高等教育需求。 这一部分生源通常被称为 “非

传统生源”。 实际上,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较高的国家, “非传统生源” 的比例往

往较高, 有的国家非传统生源比例高达 40%以上。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是晚近的事

情, 毛入学率跃升的速度较快, 这就意味着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

50%, 但各行各业在职人员中积累的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非常庞大。 由于一些体

制机制的限制, 我国非传统生源接受高等教育的困难较大, 受教育成本较高。 发展普

及化高等教育, 应当建构适应非传统生源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让更多的非传统生源

能够工读结合, 以保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

(二) 大力保障高校办学资源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需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条件。 因此, 必然

需要更多的办学经费和教育投入, 以支持完善校园建设、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改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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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设施条件。 一般而言, 高等教育投入主要来自政府投资、 学生缴纳的学杂费、
社会资本投资和捐资等渠道。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来, 几乎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发展高等教育, 增加政府

财政拨款。 我国有 2700 多所普通高校, 其中公办学校有 2000 多所, 其办学经费主

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 政府财政拨款继续增加的趋势是存在的, 但短期内

要政府大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资, 难度较大。 就学杂费而言, 由于不同家庭对高等

教育学杂费的负担能力不同, 如果依靠提高学杂费来增加学校办学资金, 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 社会资本投资举办的民办高校有 700 多所, 这些民办高校解决了 700 多

万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 应该说, 社会资本对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高校获得的社会捐资一直呈增长趋势, 但增幅有限, 总

额有限, 且主要集中于极少数高水平高校。
基于以上实际情况,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需要有筹集办学资金的新思维, 需

要在政策制度方面打通高校筹资渠道, 增加高校财政收入, 保障普及化高等教育持

续推进所需要的办学资金。 第一, 应当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采取有效措施,
调动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疏通社会资金流入高等教育的渠道。 第二,
积极探索政企校企合作办学机制, 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建高校, 或开办教育项

目, 在减轻政府教育财政压力的同时合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三, 鼓励有资

源、 有条件的高校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开设分校, 带动当地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和

拓展。 第四, 进一步完善社会和个人捐资办学制度, 完善高校校友捐赠机制, 推动

高校建立 “教育发展基金” 。

(三) 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建设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必须注重质量, 必须满足受教

育者和社会对质量的要求。 质量较低或质量很低的, 不符合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初

心。 要建立健全质量保障机制, 高校要更加重视教育质量,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不断

提升教育质量, 提高办学水平。 一般而言,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建设可以从三个方

面开展工作。
1. 加强和改善政府保障机制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高等教育, 20 世纪后期以来, 致力于建设 “五位一体”
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对促进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 健全

和改善 “五位一体” 的质量保障体系, 尤其是适应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要求, 应

当树立先进的质量观和教育观, 完善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机制, 提高质量保

障能力; 与此同时, 维护高校法定的自主办学权, 提高高校办学活力。 就政府而

言, 可以运用的政策杠杆很多, 比如, 评估认证、 行政问责、 财政项目拨款、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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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控制等, 都可以用于普及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这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质量

保障机制。
2.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与精英化和大众化相比,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受众面最广, 因而社会关注度最高。
民众和各种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作为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 他们常常通过联合办学、 支持办学和社会舆论等参与高等教育发展, 表达社会

诉求, 监督办学机构运行。 社会保障机制多种多样, 且相互之间独立发挥作用, 难以

协调整合。 比如, 一些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 高等教育排行榜等, 营

造社会氛围和舆论, 以影响高等教育决策和教育评价。 一些企事业组织则通过进入高

校理事会、 董事会, 或与高校建立联合办学机构或机制等, 参与高等教育发展, 把社

会各方面的意愿、 诉求反映到高校, 或者直接参与高等教育过程, 包括课程设计、 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与完善、 毕业生实习和毕业设计指导等, 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影响。
对于社会保障机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 政府和高校都应当给予重视, 要进行合理

引导, 使社会保障机制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保驾护航力量。
3. 健全高校内部保障机制

高校是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主体, 这里的高校指的是所有高校, 不特指哪

一类高校。 高校内部保障又称 “自我保障”, 即高校自身建立起一套质量保障体系,
以确保自身高等教育质量, 并向社会、 政府证明教育质量可靠、 可信。 近年来, 应政

府要求, 高校每年发布教育质量报告, 这是一种质量宣示。 它意在表明高校内部所建

立起来的质量保障体系, 包括质量标准、 质量评估机构、 教学督导机构和各种教学指

导委员会等, 都在正常发挥作用, 高等教育过程和学生发展质量是值得信赖的。 发挥

内部质量保障的作用, 是高校应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必要策略。 内部质量保障机

制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将政府和社会的质量保障作用在高校完成转化, 将内外两种努

力结合起来, 共同为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

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策略还有很多, 需要政府、 高校和社会各方加以重视。 比

如, 加强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 加强学生的学业和学术指导、 增强教师发展的

有效性和先进性、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等等, 都值得加以利用。 我国尚处在高等教育

普及化初级阶段, 关注和研究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探讨持续健康推进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战略措施, 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助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向

中高级阶段发展。

—11—

别敦荣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动力、 特征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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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ways

Bie Dunrong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oint of
constructing high-leve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society development. A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tus, the ideal and belief of
educators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scale, fairness, individu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qu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rimary stage to the middle and advanced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mething in
expanding the sourc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provide the guarantee of resources and
funds,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the Willingness to be Educated;
Educatio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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