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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跨越式

发展的 “黄金时期”。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8 年的 9. 80%提高到 2013 年

的 34. 50%, 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印度和美国, 成为世

界第一。 作为世界 “高等教育大国”, 却称不上 “高等教育强国”。 在各类

世界大学竞争力排行榜的前列, 都很难找到中国大学的身影。 正如香港 《大

公报》 2009 年的一篇署名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即使中国已经成为 “博士大

国”, 却也不得不接受 “学术小国” 的现实。 这不禁使人想起著名的 “钱学

森之问”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的焦点也

就自然地集中到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上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是旺盛的高等教育需求与有限

的高等教育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 90 年代末启动的高校扩张, 顺应了时代发

展潮流, 解决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高等教

育跨越式发展以后, 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其主要矛盾

已经逐步发生了转化。 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 “有没有学上” 的问题, 而是

“能不能上好学” 的问题。 也就是说, 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从数量足不足转

向了质量优不优。 今日中国之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不再是 “大兴土木” 的外

延式发展阶段了, 而应当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质量是高等

教育的生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明确提出: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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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优化结构办出特色” 等几个方面。 为全面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的基本精神, 教育部专门制定了 《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要求高等教育 “坚持稳定规模、 优化结

构、 强化特色、 注重创新, 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大力

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文化传承

创新,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由此可见, 提高质量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

政策和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取向, 也是高等院校建设与发展的战略重点。

《理解与行动: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研究》 一书从 “理解” 与 “行动” 两

个方面建构起研究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基本框架, “理解” 是对高等教育质

量建设的理论探讨, “行动” 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实践思考。 在 “理

解” 方面, 其一,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 回答了质量建设对于实现大众化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即为什么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其二, 从

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分析了 “高等教育质量” 这一概念, 即高等教育质量是什

么和体现在哪些维度上。 高等教育质量是 “高等教育服务所具有的特性能够

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均衡解的程度”, 体现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

务、 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维度上。 在 “行动” 方面, 首先, 基于高等教育体

系的多样性, 阐述了不同类型院校、 不同学历层次、 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分类

建设的基本思路。 其次, 建构了由 “质量评估—质量保障—质量改进” 组成

的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体系, 分别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提供了问题诊断、 支持

保障和发展战略。 最后, 展望了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和重

点领域, 如质量承诺、 质量绩效、 质量问责、 质量经营和质量文化等。

《理解与行动: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研究》 一书紧扣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

脉搏, 在较为全面地掌握高等教育研究前沿动态的基础上, 运用哲学、 教育

学、 管理学、 经济学、 逻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

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该研究成果既是对现有高等教育理论

研究的丰富, 也能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但是, 金无足

赤, 该著所建构的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研究框架体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待

实践检验和继续深化。 不过, 瑕不掩瑜。 我相信, 著者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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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精神中, 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始终, 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是为序。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教授

原四川省教育工委副书记、 教育厅党组副书记

原四川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 (正厅级)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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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础: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质量矛盾

在高等教育领域,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育政策, “高等教育大众化” 都

是近年来频频被提及的热点词语, 从而构成了理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

时代背景。 从理论上讲, 当一国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时①, 则

意味着其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到 2002 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已经达到了这一指标。 在经过了这一跨越式的发展历程之后, 高等教育的主

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数量不足的矛盾基本缓解, 而质量不高的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强音。

第一节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事业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教育从少数人享有的特权逐渐变成人们的基本权

利, 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效地满足了

人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旺盛需求, 是 20 世纪人类在高等教育领域创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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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入学率指某一级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与符合官方为该级教育所规定的年龄总人口之

比。 高等教育入学率分为 “毛入学率” 和 “净入学率” 两种: “毛入学率” 是指公式中计

算分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时, 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 “净入学率” 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高

等教育在学人数时, 要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 即只包括与分母相同年龄段 (18-22 岁) 的

学生人数, 小于 18 岁大于 22 岁的学生不计算在内。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计算方法是: (某年)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某学年本省生源高

等教育在学人数÷某年本省籍 (18-22) 岁人口数] ×100%。



伟大的成果之一。① 1998 年,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9. 76%, 到 2013

年,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3460 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4. 50%。② 高等教育大众化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有效地促进了高

等教育机会平等。

一、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及其中国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马丁·特罗 (Martin
 

Trow) 首先提出

的。 他认为, 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 15%时, 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精英阶

段;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50%时, 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大众化阶段; 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于 50%时, 标志着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美国

高等教育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个发展的 “标杆”。 在全民掀起学习英

语狂潮, 高呼 “加快国际化步伐、 早日与国际接轨” 的中国当代社会, 美国

成为我国 “建设国际一流大学”、 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参照系。 尤其是中国

“五年计划” 式的发展模式, 使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与规划的重要指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

下, 高等教育大幅度增加招生额, 同时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高收费

开始在中国大学一发不可收拾。 从 20 世纪末至今,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令

人惊叹的速度急剧扩大, 迅速使 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成为现实。 韩国用

半个世纪的时间走过了部分欧美国家花费了几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而

中国仅仅用了几年时间。 如今, 许多专家、 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国目前

高等教育的繁荣景象大加赞叹、 津津乐道, 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迈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相适应的, 与我国的大国地位

也是相称的”。 可是, 在这繁荣表象的背后, 我们不能不承认, 盲目地对数

量指标的追求, 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质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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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洪才. 世界高等教育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 [J] . 教育与现代化, 1998 (3): 3
-4.

教育部.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EB / OL]. 教育部网站: http: / /
www. moe. gov. cn / publicfiles / business / htmlfiles / moe / moe _ 633 / 201407 / 171144. html.
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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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是一种科学理论吗? 即使马丁·特罗的三阶段

划分是科学合理的, 那么, 它是否适合中国? 15%这个数字在美国与中国两

个具有不同国情的国家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的。 “三阶段论” 本就不是一

个理论, 至少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 或者在他那里, 它的精华原不在于数字

上的分野, 而是其他。 马丁·特罗说, 他的这一理论的最初意义在于当高等

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提出预警, 提醒人们做好某种准备。 显然, 高等教育

大众化理论侧重从数量上进行界定, 而对于一个事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

其质量。 虽然数量并非无关紧要, 但它必须是在坚持质量优先的前提之下,

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如此。 尤其是关乎一国发展命脉的高等教育, 数量增长

永远不会取代质量提升给国家、 民族和人民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马丁·特罗

理论的具体应用应当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 这一理论的引进

和不加修改的照搬照用就显得太过盲目、 太过功利、 太不负责任了。 如果说

对质量的关注是大众化理论在美国提出的基础, 那么, 在中国, 大众化的实

施则片面地追求了数量的增长。 在具体施行过程中,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于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 至于多重质量观的出现, 并没

有给不同类型、 层次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反而成了我国高等教

育质量严重下滑的遮羞布。 就人口数量而言, 美国总人口不及中国人口的 1 /

4, 以此类推, 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应该是美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数倍。

在此条件下, 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显然要比中国的同类资源数量更大、 质量

更优。 也就是说, 美国有足够的高等教育资源来为大多数年轻人提供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 但在中国则完全相反: 人口基数巨大,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

严重不平衡, 高等教育资源匮乏, 已有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

的经济、 社会、 科教、 文化等事业一直在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 暂且不论

这种发展的质量高低如何, 这种发展又给社会和人民真正带来了什么样的作

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小于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

的规模增长速度, 在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容量与剧增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和

就业要求之间形成巨大的矛盾。 换句话说, 我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与

就业市场的扩大不是同步的, 那种认为高等教育扩招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需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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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15%”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步入了一个误区。

那么,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真正衡量标准是什么? 著名高等教育学专家

潘懋元教授曾提出教育 (高等教育) 的基本规律, 那就是教育必须与经济、

社会、 文化等外部系统发展协调一致, 健康的教育必定在为社会进步提供精

神、 智力支持等方面是高效率的。 在中国, 恐怕从近代开始, 就有着一种根

深蒂固的 “向西方学习” 的思维。 学习国外的先进的东西, 取其精华、 弃其

糟粕, 这本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学习成了模仿, 成了 “媚外”, 认为学好

了英语就是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认为美国、 日本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那么这

种学习无疑是可怕的; 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以轻视甚至否定, 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自卑、 一种悲哀。 鉴于中美两国在文化传统、 国家性质、 管理体

制、 学术习惯、 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 当我们在借鉴马丁·特罗

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时候, 更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实际, 探索出一条适应

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

二、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需要

1999 年国家作出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定, 通过五年多的努

力, 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如表 1-1 所示, 1998 年,

全国普通专科招生 43. 05 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 65. 31 万人; 2005 年, 全国普

通专科招生增长到 268. 09 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增长到 236. 36 万人; 到 2012

年, 全国普通专科招生增长到 314. 77 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增长到 374. 06 万

人。 与此同时, 在校生人数也是急剧增长。 1998 年, 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340. 87 万人, 2005 年增长到 1561. 78 万人, 2012 年达到 2391. 32 万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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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 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 [EB / OL]. 教育部网站:
 

http: / / www. moe.
gov. cn / publicfiles / business / htmlfiles / moe / s7567 / index. html. 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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