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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学习目标

１．识记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的概念。

２．理解学习高等教育学的意义和方法。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之一的高等教育有着漫长的历史。了解高等教育的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总结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前
人丰富的文化遗产，掌握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发展简况

一、高等教育的概念
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

高等教育有不同的认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定义是：高等教育是由大学、文理学院、理

工学院、师范学院等机构实施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学术、专业、技术、艺术教育以
及师范教育等）。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是指对中等教育以上程度的人，以传授和
研究各种科学、技术、艺术等有关学问为主要活动，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
目的，有一定专业方向的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条对高等教育的概念是这样规定的：“本
法所称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

我们一般界定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是在完全的中等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
业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

二、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活动现象源远流长，经历了萌芽、雏形、成形、发展和扩展

阶段。



（一）高等教育的萌芽阶段
高等教育的萌芽阶段，一般认为在西方为古希腊时代；在中国为春秋战国时

代。那时已有了形形色色的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出现了对后世高等教育
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孕育了影响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教育思想。

古巴比伦的“寺庙学校”把学问分成两级，一级为初级教育，传授读写知识，
一级为高级教育，除读写训练外，还学习文法、苏美尔文字等；古埃及也有“寺庙
学校”，由精通数学、天文知识的僧侣执教，传授知识与探讨学问并重。

公元前５世纪，在伯克里执政时期，雅典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
制度规定，７～１４岁读文法学校（阅读、写字和计算）和弦琴学校（音乐、唱歌和诵
诗）；１３～１５岁读体操学校；１６～１８岁在体育馆学习体操、政治、文学和哲学；１８
～２０岁参加军事训练、戏剧公演、国家法律政治座谈和知识训练；之后，对抽象
思维表现出特殊兴趣的学生，在２０～２３岁期间继续深造，研究“七艺”，即哲学、
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加上“智者派”规定的文法学和修辞学。后人
所称的“雅典大学”通常包括修辞学校、阿卡德米学园、哲学学校“吕克昂”以及斯
多葛派创立的学校和伊壁鸠鲁派创立的学校。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高等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
在殷商时期，便有“右学”“辟雍”“泮宫”等高层次的学问传授中心。春秋战国时
期，政治、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学
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家学派为了扩大自己的思想影响，竞相聚徒讲学，
其中，以孔子于春秋末期在杏坛所办私学最为著名，兴盛时期，弟子三千，贤人七
十二。

那时不仅发展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而且出现了一些世界公认的教
育家。西方历史上公认的教育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芝
诺以及“智者派”成员；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以其教育实践和
学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深刻，尤其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和老子，已成
为世界上公认的早期高等教育思想家。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教育以非正式、弥散性的方式进行，高
等教育机构性质不明确，教育职能不确定，专业教育性质模糊，学生年龄参差不
齐。这时的高等教育不是相对于普通教育而是相对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而言的，
故后人将其表述为“高级学问”。

（二）高等教育的雏形阶段
高等教育的雏形阶段，主要指形成于西方的中世纪大学教育和东方中国汉

代的太学及唐、宋的书院教育。人们溯源现代高等学校时，一般都认为是从欧洲
中世纪的大学开始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已初具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组织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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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特征。１２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当时最早的几所大学，如波伦亚
大学、萨莱诺大学、巴黎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创办之后，西欧各国大兴办学之
风。在英国，公元１１６８年牛津大学得到认可，公元１２０９年从牛津大学分出去一
部分，设立剑桥大学。在意大利，公元１２２４年创办了那不勒斯大学，１３世纪至

１４世纪，意大利共有１８所大学，法国有９所，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８所，英国除
牛津、剑桥外，又于１５世纪设立了３所。据统计，到公元１６００年，全欧大学总数
为１０５所。

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入学时间和学习年限上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最初教
学均为单科，后逐步完善为文、法、医、神四大学科。学生进校后需先在文学科学
习数年，主要内容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完全部课程后，通过考试和公
开答辩，就可取得文科教师认可证书（文学硕士）。通过文科学习，既是获得文科
教师职位的先决条件，又是进入专业学习的基础。取得文学硕士的人可以选学
法律、医学或神学，法学课程为民法和教会法两大类；医学课程主要是古希腊阿
拉伯人的医学著作；神学课程主要是《圣经》及经院哲学家的著作。分科的专业
学完后，则可获得博士学位，或教授认可证书。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以讲读和辩论为主。在印刷术传至欧洲之前，书籍
靠传抄，因而价格昂贵，购买困难。教学通常按以下程序进行：①由教师先向学
生讲解教科书的梗概和主要思想；②简要叙述与课文有关的知识；③诵读原文；

④复述课文的内容概要；⑤释疑。此外，还运用辩论的方法，通常由两名学生或
两组学生展开辩论。

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是具有独立性的自治组织，有些大学由学生自治，学校甚
至有自己的法庭。因此，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不仅具有文化上和教育上的意义，而
且在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学学习一般分为两个主要阶段，这与学位制度具有直接联系。第一阶段：
学生进入大学后，跟随某一教师学习４～６年，在阅读、文法、修辞学和逻辑学方
面，掌握了初步知识，经其他教师的许可，便可获“学士”学位，取得进行初步教学
的资格。获得这种资格后，就可以成为教授的助理，在教学中起辅助作用。在此
基础上，经过６～１０年的学习，通过考试，便可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在中
世纪大学，硕士和博士并没有程度的区别，而只是在仪式上有所区别：硕士考试
不公开，合格者，发给证书，取得教学资格，正式成为教师团体中的一员；而博士
考试则是公开进行的，有隆重的仪式。

中国汉代，汉武帝在教育家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建立了“太学”。太学以后
又称为“国子学”“国子监”等，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

书院教育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别具一格的办学形式，它出现于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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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宋，是与太学等官学并存的私学高等教育。书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问答的方
法。学生“问难”，教师回答并记录成册。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有问题师生
共同商量。书院的这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及自由研习、争鸣辩难等方法，对后世
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已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教育目的、教育计划、教育内
容、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管理体制，因而初具雏形。

（三）高等教育的成形阶段
高等教育的成形阶段，始于文艺复兴末期和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而从１８世

纪６０年代开始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把这一阶段推向了高峰；同一时期的中国
高等教育却出现了一个断裂带。在欧洲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逐步将
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在制度上衔接起来，即把高等教育建立在中等教育的基础
上；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和产业需求的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在组织和内容
上不断发展。因此，工业革命既加速了知识分化的进程，也激发了人类对科学知
识教育的需求。

一方面，较大规模的、独立的、世俗的中等教育在欧洲兴起。在人文主义教
育思想和欧洲全面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新型的中等教育制度在各国
相继建立。如在德国，人文主义者路德派新教领导人梅兰克顿创立的拉丁文法
学校，人文主义者斯图谟创立的文科中学，在１６世纪风靡德国及欧洲其他城市，
实际上成为具有大学预科性质的中等学校。１６世纪初在英国，人文主义教育家
哥勒创办的圣保罗学校，成为新型文法学校的样板。自此以后，英国３０所文法
学校不同程度地被改造成人文主义化的学校，特别是著名的“公学”，完全成为大
学的预科教育机构，成为进入高等教育的阶梯。至此，欧洲的大学教育开始建立
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最先发生的英国，经由以纽曼、阿诺德为代表的传统
自由教育派与以赫胥黎、斯宾塞为代表的科学教育派之间展开的长期激烈的抗
衡之后，自然科学教育终于在传统的大学教育里站稳了脚跟，在其他新建的大学
里，则得到了迅速扩展。这是大学教育观念在欧洲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从此，大学开始围绕着研究各种专业、各个学科、各门课程组织其教育形式和内
容，这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即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在西方高等教育进入成形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步履维艰。自唐以后，中
国封建社会的高等教育兴衰无常，学校教育日渐依附于科举制度。尽管从１６、

１７世纪开始，经过传教士的媒介作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把西方新兴的
自然科学和技术引进来，并极力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但他们的呼声在强大的
封建文化教育传统下显得十分微弱。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明清时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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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实质上的萎缩。
（四）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是指它的形式开始从单一走向多样，其职能不断丰富

和充实。高等教育无论在内部纵横关系的平衡上还是在与其他活动的平衡上都
取得了最大的发展。

德意志民族率先领导了１９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学职能的大变革。

１８１０年，柏林大学首先提出了“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教学与科研统一”和“独立
与自由统一”的新型教育原则，使大学除培养人才之外还具有科学研究的新职
能。从此，发展科学的职能开始进入大学教育活动领域，成为大学教育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北美新大陆，１６３６年，哈佛学院的建立揭开了其高等教
育史的第一页。

直到本世纪末１９世纪中期前，新大陆的高等教育还不过是英国传统大学与
学院教育的翻版。１９世纪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迫切
需要新型的大学为之造就大批富有实干精神和开拓能力的新型人才。首先响应
这一社会需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有的“赠地学院”。“赠地学院”与传统大
学教育形式的不同在于把教学和科研活动伸展到课程和校门之外的社会生活过
程中。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州立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更是鲜明
地树立起了大学必须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旗帜，建立了一套适应本地工农业生产
发展需要的课程，至此，高等学校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职能在美国大学诞生了。

同时，高等教育的形式与结构得到了大发展。从层次上看，除了传统的本科
教育外，“初级学院”在美国出现，研究生院也于１９世纪中叶后在美国诞生。完
整的体系首先在美国形成，继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从类型上看，基于知识分
化、科学进步和社会需要，多种类型的专业学院大量涌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
高等教育日臻完善。

直到１８４０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大国的大门之后，中国高等
教育才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体系的一部分。西方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实践
输入进来，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碰撞、融合，催生了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开始，洋务派共创办了实施外国语教育、军事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新式
学堂３０多所，均属专科性质的学校，其中，１８６２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第
一所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以外国语、算学、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基础课程，另设立
相当数量的专业课程。

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大学是１８９５年创办于天津的西学学堂。学校分头等
学堂（大学）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制四年。西学
学堂被誉为我国第一所近代分科大学。而１８９８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则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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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学校最初的课程分普通科和专门科两种，以后逐步实行
分科，共设７科１３门。西学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
育的正式开端。此后，又有一批新式学堂相继成立。到１９１１年，清末的高等学
校，除了官办的京师大学堂外，还有各省设立的高等学校２７所，此外，还设立了
一批专门学堂。

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中国普遍兴办了近现代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
从此，中国高等教育接入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链条中。

（五）高等教育的扩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生产的发

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以发展高等教育来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全面振兴，不仅是各民
族国家走自强之路、维护民族尊严的价值追求，而且是它们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
现实选择，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速度、入学人数都有了极大发展。

１．高校数量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
随着高校数量的扩大，学生人数也急剧上升。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生数量，由

１９６０年的１３００万增加到了１９９５年的８２００万。世界高等教育普遍从精英教育
走向大众教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

从办学形式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两种：普通高教和成
人高教，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民办高校、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学院、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网络本专科教育）等各
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不断出现并发展壮大。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３日，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共计２１０１所，其中民办普通高等学校３８６所；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共
计３５４所，其中民办成人高校２所。

从学生规模来看，高等教育的规模超常规发展，招生人数急剧增加。扩招前
的１９９８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为１０８万，到２００６年，招生人数猛增
到５４６万，８年内增加５倍。１９９８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６４３万人，到２００９
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总规模为２９７９万人，超过了美国，在整个总规模上居于世
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２４．２％，已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
段。

２．高等教育功能日益扩大，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２０世纪

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明确地把服
务社会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提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第一，把学生培养成有知
识、能工作的公民；第二，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创造新文化、新知识；第三，传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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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各方面的问
题。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基本途径包括：第一，传播知识、推广技术、提供信息；第
二，专家服务。发动大学教授服务于州政府，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发动大学专
家做巡回教师，到农村、工厂指导工作。威斯康星思想的提出，使世界高等教育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大学跳出了“象牙之塔”，开始了与社会各个领域
的全面合作，逐渐成了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教学、科
研和社会服务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大学的高度概括。

我国的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
发展，充分发挥人才和知识的优势，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３．高等教育系统和内部组织越来越复杂

２０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
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系统变得更复杂。各国竞相创办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开放
大学、广播电视大学、高等职业学院、教师训练机构、行政和管理学院、成人教育
机构、虚拟大学等，以便向更多的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与多元系统相适应，高
等教育内部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科
尔所指出：“传统大学（观）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教师好像是僧侣，传授的是类
似于宗教的绝对的道德真理，学校规模较小）；现代大学（观）是一座由知识分子
垄断的工业城镇（教师具有专门知识，从事专门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学校的结
构、功能较之传统大学远为复杂）；当代大学（观）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都
市。”①

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形式结构等方面。在
层次上出现了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级结构，在类型上出现了培养工业、商业、农
业人才的学院以及高等职业学校，在形式上出现了正规全日制教育和非正规高
等教育，同时出现了跨学科性教育。

４．高等教育学科整体化和人才素质综合化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了适应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
趋势，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表现出学科整体化和人才素质综合化的特征。主要表
现在：①要求人才具有较高的人文精神和道德风貌、优化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现
代意识、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等综合素质；②世界各国高校兴起了“增强质量意
识，加强素质教育”为重点的教学改革；③进行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改革，一方

·７·第一章　绪论

① 陈学飞：《面向２１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辽宁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６期，第３４页。



面将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加以重新确立和重新组合，另一方面，在更新教学
内容的同时，创立新学科。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怎样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
研究对象，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在
于揭示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中的活动过程和规律；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阐述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体制、制
度，以及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的原则、内容和实施方案。

本书主要立足于现代高等教育的特点、任务，立足于作为一名高等学校的教
师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基本规律、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的原则和操作技能来确
定内容。全书共分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的内涵；高等
教育发展简史、学习高等教育的意义与方法；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功能，明确现代
大学的性质与职责；高等教育的目的，探索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与方法；高等学
校教育制度，探索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和体制改革的新路；高等学校的主体教师与
学生；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教学方
法；高等教育的体制与结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和体制改革的新路；高等学
校德育及大学生实践活动；高等学校科研，包括科学研究的特点、原则、程序及步
骤；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高等学校的校园文化等。

第三节　学习、研究高等教育学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高等教育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高等学校的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正确认识教育的客观规律，并

自觉地掌握教育规律，为指导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根据
（二）有助于高等学校的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自觉

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三）有助于提高高等学校的管理干部和广大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克服仅凭

经验办事的不足
（四）有助于指导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二、学习高等教育学的方法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行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为准绳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完善、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既能为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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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般方法论，又能对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高等教育是培
养人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社会
现象，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行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为准
绳，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但又高于教育实践。学习高等教育学的目的在

于以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要求我们在认真学习基本原理，学习高等教育方
针、政策、法规，弄清一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密切联系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
的实际，联系本职工作和教学实际，用教育理论分析、解释教育实践，把教育实践
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把对教育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
教学中可采取讲授、研讨、调查、个案分析等多种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
（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古今中外的教育科学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学习中，要坚持古今中外、洋为

中用，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好的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五）把学习与思考、研究结合起来
当前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有许多重大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思考。学习高等教育学，一方面要认真读
书，努力吸取前人已取得的教育科学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努力进行独立思
考、研究，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得到成长。

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书院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始于（　　）。

Ａ．隋代 　　　　Ｂ．唐代 　　　　Ｃ．宋代 　　　　Ｄ．明代

２．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出现在１９世纪的（　　）。

Ａ．德国 Ｂ．英国 Ｃ．美国 Ｄ．法国

３．１６３２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著作《大教学论》的作者是 （　　）

Ａ．夸美纽斯 Ｂ．纽曼

Ｃ．皮洛戈夫 Ｄ．保尔森

４．早期中世纪大学实行的是专业教育，主要围绕（　　）四科来组织教学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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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神哲理法 Ｂ．文理法农

Ｃ．法商工农 Ｄ．文法医神
二、简答题

１．简述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２．学好高等教育学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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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本质

学习目标

１．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

２．识记当代高等学校的职能。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指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属性。高等教育
的基本功能是文化的选择、传递与创造。在教育的外部关系中，高等教育一方面
受生产力、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制约，一方面又为它们服务，促进社会的发展；在高
等教育的内部基本关系中，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飞速
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由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构成的，这种特殊矛盾是贯穿高
等教育活动过程始终并起决定作用的根本矛盾。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特殊矛
盾是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与完成完全中等教育的人的实际状况之间的矛
盾。

第一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现象之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及其
他社会现象，存在着经常的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它们在相互
作用中发展前进。我们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和认清高等教育的社
会功能。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

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同时并进，并促进经济发展，两者
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一）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引起一切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



决定因素。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也对高等教育
的发展提出了一定的客观要求。

１．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首先，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

中，只有获得充分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产品，才能为教育提供相应的物质
条件和为受教育者提供劳动保证。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高等教育
要培养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高级专门人才的
培养，要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办学条件，要有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才能
奏效。经济的发展为兴办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各种物质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
和大量的社会投资及相应的经济实力。

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以经济的支持能力和需求为先决条件。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民经济的实际而孤立地发展。它只有同国民经济发
展的要求相适应，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它就会失去
自身发展的条件和物质基础，难以维持。

２．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社会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决定着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种规

格及各种类型的高级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制约着高等教育的速度和规模。

当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低下，社会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力来办标
准较高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就会受限制，发展速度就会缓慢。反之则发展速度
可能加快。衡量高等教育规模与速度的很重要的标准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总数与相应年龄段（１８～２２）人口的比例，
表明一个国家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

３．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高等学校课程的门类要不断增减，课程

的结构要不断调整，教学内容要不断更新。同时，高等学校的物质设备、教学实
验仪器等都是一定科学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它也从根本上反映了经济
发展的水平。把新的科技成就引入高等教育领域，把教育手段建立在现代科学
技术的基础上，将大大提高高等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４．经济体制决定着高等教育体制
经济体制是国家组织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和制度的总称，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则是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制度的总称。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
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级专门人才，这就需要根据经济的要求制定高等教育目标、确
定高等教育内容、改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所以，经济体制决定着高等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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