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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研究

摘 妻

和谐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中国在经过

28年的改革之后，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在科教文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经历着激烈变动和转型。如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矛盾及各

类突发事件，是社会各界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因此，和谐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已

成为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发展的崭新理念。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教育应答。

受社会转型和国际化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目前也处于转型的关键时

期。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目

前学术界和教育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本研究在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发展

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科学所提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对高等

教育和谐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试图构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体系。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背景分析。该部分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高等

教育和谐发展的背景。首先是对社会背景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正处

于深刻的社会转型的现实进程中。其次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

关系。一是社会转型引导了高等教育的转型：二是简要概括了转型期高等教育发展面

临的主要问题；三是对转型期高等教育发展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指出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转型发展和其引导的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次对

以往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概述，并提出各种发展理

论，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同时代、不同时期适用不同的发展理论。选择那种

发展理论，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关，也与社会的整体思潮有关，还和社会的政治制

度和体制有关。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思考。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在对和谐及和谐发展

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前人对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笔者对和谐

发展理论的认识。接着指出教育在促进和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从而引出了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的内涵。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要把和谐发展理论的精神实

质和基本内涵全面渗透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既要注意发挥教育对经济社会和

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注意保持高等教育自身和谐发展。它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与

社会互动发展，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全面发展，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协调

发展，高等教育内部学科专业和谐发展，还蕴涵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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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超

越性、整体性、协调性和高效性五个特点。最后指出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指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在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和理论完善的需要；可

能性在于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是一个开放性的耗散结构和高等教育参与主体的主观能

动性。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战略探索。基于前两部分的理论分析，这一部分系

统地论证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问题。笔者指出，要构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体系，

首先要确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目标的确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导向功

能、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其次高等教育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多元化原则、

双赢博弈原则、开放性原则和特色化原则五个基本原则。最后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

策略选择问题。要形成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策略体系，一是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观。二是积极探索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模式。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等教

育运行机制，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包括动力机制、决

策机制、执行机制和调节机制。四是完善和谐发展的监督机制。五是优化高等教育生

态系统，创设和谐发展的保障体系。六是建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预警系统。高校预

警系统的建立，是高校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

要求。只有做到以上这几个方面，才能从各方面保证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和谐和谐发展高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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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bstract

The harmony has been ideal and goal that people have pursued all the time，

development is the eternal theme of the human society．Chinese development has made the

enormous achievement no matter in the economy，society or in cultural after reforming for

28 years．At present，The society and economy of our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the fierce

changes and making the transition．How should deal with to various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and all kinds of accidents that brought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ciety，it is more thomy

problem．So，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has

already become the brand-new idea of the party in power and the various stratum．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swer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t present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also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by

influence of the transition the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ized education．In the course of the

transition，the appearances of different contradictions are unavoidable．It is the focus which

academia and education circle study and dispute that how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1 harmon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development theory of high educ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theory，and combine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carries on systematic

research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nd attempts to structur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thesis is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Part one：Background analysis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In

this part，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At first，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Secondl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high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ree sides．First，the social

transition guides the tran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Second，the author generalizes the

main problems tha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aced．Third，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usations of the problems．Then pointed out：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required to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ition．Thirdly the author sums up

the main view of the prevenient theory on hi曲er education development，and point out

they are rational existing，appli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he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one to choose is related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whol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and political system．

Part two：Consideration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forefathers’research on harmon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Then the author points

3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研究

out it is essential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harmoniously．

Accordingiy，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s such a development that

makes spiritual essence and basic intension of the harmonious theory permeate through all

respects of high educational development．One side，pay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that

developing education promote the soc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on the other hand keep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This theory includes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aU—rou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cale，quality，structure，benefit；moderate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subject in higher

education，and the 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te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The author has

drawn tha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uch five

qualities as sustainable，transcendence，whole，harmony and efficiency．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cessity lies in the need of perfecting theory and social realistic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lies in th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open dissipation structure and

hominine subjective initiative．

Part three：The explo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trategy．Based on previous two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syste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To build the system some things must be done：First，the basic goa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Secondly，some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Thirdly，the strategic syste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formulated，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acts：to establish

scientific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view of higher education；to explor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eriod of the transition；to set up the

rational operating mechanis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to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to optimize ecosystem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ensure harmonious development；to build the warning system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Only the above these respects are accomplished，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all be guaranteed from every side．

Key word：harmony harmonious developmen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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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尤其是1998年大规模扩招后，高等教育

在校生总规模由1998年的780万人发展到2005年的2300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

到了21％，o居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事业己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同时高等教育

的作用和功能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助

推器。受国际化和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教育也从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变。目前，我国高

等教育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就意味着新旧交替、利益冲突，这是一个矛

盾的多发期、突发期。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谨慎而行，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推动高等教育整体和谐发展。

其次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研究虽然较

多，但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首先表现在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思考还不够全面、深

刻、清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还存在一些误区或易混淆之处。例如，对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认识，目前还有很多人甚至一些教育界的人士存在误区，把高等教育大众化

与扩大招生规模等同。o其次是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对立和错位。谈到高

等教育大众化，一些人似乎觉得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再重要。@此外，目前存在的高等

教育发展理论在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对高等教育的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理解的绝对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平均论”或发展的巨大差

距乃至“失衡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人

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甚至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抵触心理。转型期是矛盾的多发

期，要推动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的

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善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较为科学的

依据和方法。

另外，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

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发

展了十六大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决定》中，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个重要问题提出，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

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建构一个“秩序”、“均衡”的和谐社会。和谐

社会的建构确实令人鼓舞，但要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的状况和境界，实现人与人、人与

。周济．国务院新闻发布台——中国教育十五发展和十一五工作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网站
http：／／202 205 177．12肥doai，websitcl 8／intbl豁“htra

。原廖飞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认识误区的辨析华北工学院学报(牡科版)．2002增刊

。粱小伊．jlI红斌．瞬小燕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认识误区浅析．高等教育研究．2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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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却是非常艰巨、也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它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其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客观要求。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诸如，各级各类

高等教育之间定位不明确、衔接沟通不好：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者

之间发展不协调；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日益显著等问题(这些问题笔者将在后面文章中

做详细阐述)。这些不和谐现象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推动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理论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促使我萌发以“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研究”

作为我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的想法。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最终定下此题目。

(二)研究现状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研究是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和谐发展理论的有机融合。因

此本文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和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两方面来介绍目前研究状况：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方面：目前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研究比较典型的主要有：(1)

高等教育均衡(非均衡)发展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走的主要是均衡发展的路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上实施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

受此影响，高等教育在发展观上也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来，非均衡发展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又有学者主张教育要坚持均衡发展，走均衡发展之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余

秀兰的《追求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刘国荣的《实施“区域性教育均衡化”发

展战略的思考》：罗海丰的《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对策研究》；吴明忠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胡成功的《知识经

济与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王锐兰的《非均衡：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课题》；钟禾

的{X,j-我国高等教育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思考》等。这些论文中，大多主张高等教

育非均衡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争论较大。如王锐兰、钟禾等认为：经

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余秀兰则指出了经济的非均衡发

展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影响了高

等教育的良性发展，主张高等教育应该追求均衡发展。

(2)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我国有关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探讨起于上

世纪80年代，它主要强调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保持高等教育的永续

发展能力。有关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目前比较多。潘懋元教授认为，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发现无论对于宏观的或微观的高等教育

改革，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进行探讨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概括起来，可以从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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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讨，其一是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其二是高等教育

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进行改革。国安文铸教授提出，影响我国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障碍很多，但这些障碍都是通过人、人的观念、人的素质、人的关

系而体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可靠途径，甚至唯一途径是教育和教育改革。同时教育

自身亦应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教育发展应同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协调一致，提高

发展质量，促进其未来的持续发展。圆赵庆典认为，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教育

与人口、经济、社会等外部条件的协调发展，又包括教育内部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要素的协调发展。其基本点是既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又能

满足整个人类发展的需要。@以上三种可以说是有关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典型

的看法，其中潘懋元教授的看法被引用和转述的较多，影响较大。

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方面：对于和谐理论的研究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可追溯到古

希腊时期。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作为本原的数之间存在

一定的关系和比例，这种比例和关系造成了和谐。赫拉克里特继承和发展了毕达哥拉

斯的和谐思想，他从矛盾的角度出发认为“对立造成和谐”，他说“对立的东西产生

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概念被有意识的推向社

会，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研究和拓展。自此之后，和谐及和谐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历代

先哲们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和发展了和谐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和谐

问题的研究也产生地很早。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体现了古朴

的和谐思想。孔子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

语．子路》)。孟子则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之后，董仲舒、朱熹、王朝阳等中国先哲

发展和论证了和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精神实质。

近年来，国内对和谐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拓展。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哲

学中的和谐问题进行深层地挖掘和阐释，揭示其当前意义。另一方面，以西方哲学中

的和谐思想作为背景，对西方哲学中的和谐问题进行阐释和研究。目前对和谐问题的

研究成果最大的应当是李殿斌、杜莹、刘光等人，他们把和谐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相关成果。如《简论和谐范畴》(李殿斌)、

《和谐与社会发展》(杜莹，李殿斌)、《论和谐的范畴与矛盾的同一性》(李殿斌，贾

万平)、《简论和谐与改革》(李殿斌，代俊兰)、《论和谐》(刘光，步雷)、《论和谐概

念》(刘光)。把和谐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来研究的第一人应该是济南大学的刘长明教

授。固他的有关和谐发展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这些论文中：《发展的革命——从可持

o
i岙懋元．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潘憋元论高等教育．榀建出版社2000，

o安文辟沦可持续牡展战略与教育改革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o赵庆皿舱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教育研究．1997，(4)
o李为香关注人类．关注自然：和诸发展残引发的思考——和谐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理论学习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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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到和谐发展》、《对和谐发展观的再阐释》、《教育的革命——从工业文明的谋职

教育到和谐文明的和谐教育》。在他的论文中，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和

谐发展在当代提出的背景。(2)和谐发展的内涵。(3)和谐发展与其他发展观的区别。

(4)和谐发展的伦理学和生产力基础。

和谐发展理论虽然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把和谐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研

究论文几乎没有。以往学者探讨的教育和谐发展大多是集中在学校(和谐校园建设)

和学生层面(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上，很少有学者从建构发展观的宏观角

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和论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相关问题，构

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体系。

(三)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

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教育和

谐发展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是试图将和谐及和谐发展的相关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发

展研究之中，构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最终期望研究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

改革有所启迪，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

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主要运用的是文献研

究方法，因素分析法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具体方法。文献法是一种通过收

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

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文献研究的优点主要是，

研究成本较低，可接触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获得大量的关于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资料，易于做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在写作本

文的过程当中，笔者查阅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关于高等教育发

展、和谐及和谐发展的报刊、杂志、专著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与此

同时，为了能够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最前沿的信息，还通过中国高等

教育研究网、中国教育和计算机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网站收集了大量的相关

资料。

因素分析法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可用它来鉴定和分析作用于教育内外

的因素，并解释教育研究中的现象和问题，它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本文在对转型期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疏理后，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

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依据。

本研究中也使用了一些哲学思考方法，例如对和谐发展内涵进行界定和理解时，

把和谐与差异、和谐的相对性等看作是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来讨论。

意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虽不是笔者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但是将它作为一种高

等教育发展观来构建，却是笔者的一次尝试。对于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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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的理论问题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或策略，对之

进行全面分析，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学科理论的支撑，因而能够产

生丰富的、新颖的信息。这无论是对教育基本理论还是对教育哲学的进步，都将产生

积极的意义。

其次，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因此，这一

研究又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十六届三中

全会为这一目标确立了“科学发展观”。高等教育如何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在高等

教育领域内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正是研究者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高等教育和

谐发展研究正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教育发展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

据，因而其现实影响力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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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背景分析

一、社会背景分析

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和探讨其发展理论，不能忘记一个总的大背景：即

我们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的现实进程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离开这一背景，

就无从得到说明。

1、我国正处于社会整体转型时期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提出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当前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转型”一

词，原为生物学概念，特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

遗传物质的过程”。o这一概念后来被从生物学领域借用到社会学领域。我国台湾社会

学家蔡明哲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则首次直接把

“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圆。当前，“社会转型”己成为社会科学界

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具体内容至少包括

结构转型、机制转轨、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观念转变。

社会转型具有波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等特点，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一转

型时期。这场转型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经济体制入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

社会整体转型。就思想观念的转型而言，主要是指破除封闭自守的意识，转到对外开

放的轨道上来，思想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序幕：经济转型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

是指由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社会转型，即我国由基本实现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发生的转变。就目

前我国情况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社会经济体制还是人们的思想和思

维方式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

平均每年的增幅在9％以上，这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

2、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

按照现行汇率，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接近12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

会已经开始进入向人均GDP3000美元跨越的特殊阶段。因为，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表

明，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从国际

经验看，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这

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

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

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为复杂、更

。简明大不列颤百科全{{第9册中圈犬百科±书出版社．1986年版．P544

。臻l蝈哲社会发胜理沦——人性与乡村发厩l睨向【M1．台北：台湾直流图书公司．1987 66．189

o‘求实’杂志评．龟部构建社台主义和请社会学习要点21题．红船}li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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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2000年我国基

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每年都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资料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倍左右。o二是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

一部份人和阶层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得到的补偿不对等。农民、产业工人曾为

改革开放承担了相当大份额的成本或代价，但他们不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三是人民

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

差别越来越大，从而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四是资源紧缺压力

加大，资源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在我国日益突出。我国除了煤炭资源外，主要矿产资

源人均占有量基本上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掘我国的人力资源优

势，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

针对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及其它们带来负面影响，党中央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高

等教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贯穿到高校工作之中，树立高等教育和

谐发展观，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化解或者缓和社会现实中的不和谐现象。

二、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发展

(一)社会转型引导的高等教育转型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会转型的影

响，社会转型引发了高等教育的转型。

1、从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来看，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

21世纪大学在任何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高校肩负着培养人才、

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三大功能，是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的直接体现。经济增长比过

去更明显地依赖于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

的机构，大学不仅是许多基础科学的发祥地，而且己成为世界范围内交流知识的各类

杂志、书籍和数据库的复杂系统的摇篮(Altbach，1987)。高校逐渐从象牙塔走向十字

街头，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动力源，成为社会进步的

轴心机构。

2、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来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适龄人口的15～30％时，就由

。基尼系数是尊大利经济学家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箍异程度的指标。国际上通常甩基尼系数米判定收入分配均辞程度．界

于0—1之何的数值．当箍尼系数为0时，表示绝对平等：荽尼系数越火，不均等程度越高：当基尼系数为l时，表示绝对不平等。市
场经济目家衡量收^差距的一般标准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 4之间表示教为台理：

0．4--0．5之同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李君如社台：】：义和谐社会论【M】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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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我国高等教育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扩招后，其数量和在

校生规模每年都持续增加。200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其中，

全国招收研究生32．63万人，比上年增加5．74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硕士生

27．30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447．34万人，其中本科209．91万人，高职(专科)

237．43万人：在校生1333．50万人，其中本科737．85万人，高职(专科)595．65万人；

成人高等教育共招生221．16万人，在校生419．80万人。①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正从精英

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

3、从高等教育市场来看，高等教育正由“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变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

派遣与接收，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避

免的趋势，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也越来越密切。科学没有国界，知识的创新

与传播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任务。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便捷，跨国

和跨地区的网络教育正逐渐形成，这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例如，上海

交通大学等名校己开始在海外办学。

4、从高等教育的体制来看，高等教育正由计划模式过渡到新的模式

高等教育体制是关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

系和制度。它主要反映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与社会经济、政治、

科技、文化等都有密切关系。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到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

体制实行“一包二统”的体制，即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投资办学

和管理、统一考试招收学生、国家包上学、包分配工作。1985中共中央做出《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的这段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好时期。这

段时期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经

费筹措体制、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

场体制逐步接轨，教育体制正过渡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

高等教育在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相互摩擦，必然产生不少新

问题，加之一些转型前就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的激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须引入

和谐发展的理念，引导高等教育走和谐发展之路。

(二)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社会转型发展和其引导的高等教育转型，使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不和谐问

题显现出来。发掘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剖析，

是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形成科学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必不可少的步骤。

。2004年生国教育事业笈艉统计公报．http：／／wwwblog．cdu．en／uscrIlll068／archives／2005p-53332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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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互动性不强，高等教育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发展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在社会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政

策等保障条件的基础上，以提升社会综合实力为宗旨，充分发挥自身人才、信息及科

研等优势，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两者通过建立一种积极的、双向作用的

共生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潜力，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世界高

等教育大会指出，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也在不断的加强，它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

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西方发达国家和战后新型工业国家发展的实践表明，高

等教育和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发展的关系，是两者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缺乏有效沟通，表现在：第一，高等教育机构自身

定位不明，影响高等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我国高校在学科专业定位上和高校自身

发展定位上明显存在问题，定位缺乏个性，模式趋同，目标不明，致使培养出来的学

生缺乏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差。第二，科研转化率低。科研成果转化是评价高等

教育机构为社会发展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普遍存在科研成果

多、转化少、转化后效益不高的现象。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能够签约转换的不到30％，

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成果又大约只占被转化成果的30％，因此只有约lO％的成

果能取得较大效益。。第三，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发展的主体、模式单一。人们～般

理解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指高校、企业、政府三者，互动发展的

主要模式就是产学研结合。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互动主体应该多元化，企业、高

校、政府、个人、中介机构或是其他职能机构都可以成为互动的主体。近几年出现的

金融机构参与高校办学以及社会评估机构的出现都有利于互动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要

想实现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互动发展，就必须大胆的进行“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和

制度创新”。9 ，

2、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结构不合理。

高等教育结构就是高等教育系统各个部分之间及内部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组

合方式。它包括高等教育纵向系统的级与级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衔接；高等教育横

向系统的类与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学科专业的布置比例

关系。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乃至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社

会转型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结构作出快速的转型调整。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存在以

下这些问题，影响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o韦钰．加速辩技成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全面开创高授技术创新工作新局而。研究与牡展管理．2000．(2)

o张振助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伦广硒师范大学出版祉．2004版。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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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纵向各层次间比例失调，衔接不当

高等教育纵向层次结构即是指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纵向等级结构，是按学历层

次划分专科以上的学历结构。一般可以划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三

者间的比例具有科学的逻辑性，如果三者比例失调，不仅会引起人才结构的错位，而

且会造成人才的浪费。在人才资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调整专科、本科、研究生三者

间的比例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三级教育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

“金字塔”比例结构。这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录取比例上看出，2003年我国本

科与专科录取比例是1：0．93，本科与研究生招生比例是l：O．15。。三者之间的比例

极不协调，本科招生过多，研究生和专科层次的学生招生较少，这样的层次结构，使

得本科生供过于求，而专科生和研究生却难于两全。而且，近几年“升格风”愈刮愈

烈，专科申请转本科，单科性大学申办综合性大学，一般本科院校争夺硕士点和博士

点的授予权，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缺乏特色。

(2)高等教育横向各类教育之间发展不协调，融合不够

高等教育的横向类型结构主要是指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与其他类型和形式的高

等教育(主要是指成人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的比例关系。我国

高等教育在发展中一直存在重普通高等教育轻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重公办

高等教育轻民办高等教育、重学历教育轻视非学历教育、重正规教育轻非正规教育的

现象。各类型高等教育内部沟通、衔接机制不完善，各类高校各自发展，相互隔离，

自成一体。且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把目标定位在学历教育或创建研究型大学上，轻

视、忽视职业技术高等教育，致使学术型大学失去社会性，职业型大学失去职业性；

一些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成人高校、职业高校和民办学校规模偏小，条件较差，管

理模式和办学模式“普通高等教育化”，最终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3)高等教育机构的布局结构不合理

受经济发展水平及区位条件等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布局极不均衡。首先就国家

整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以1999年为例，我

国共有普通高校1071所，东部512所，平均每99．6万人拥有一所大学；西部203

所，平均147．8万人拥有一所大学。。其次，就～个省区而言，高等教育主要分布在

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农村高等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共有普通

高等院校34所，本科院校16所，昆明有12所，占普通本科高校总数的75％，其余

四所分布在：玉溪市、曲靖市、楚雄州和大理市。普通专科院校18所，昆明有10

所，占总数的55．6％，其余8所分布于各地、州、市。昆明普通高等院校占全省普

。米永新．科学技臃观与中圉教育改革【Ml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Pll
o牵戚恩耳}拳技展现与高辞教育的控腥大连I坐工大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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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等院校总数的64．7％。除昆明外的县(市)级普通高等教育数为零。。

(4)高等教育内部学科专业结构设置缺乏科学性

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是指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横向结构，一般指不同类型的

学校和专业设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形成了

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的不和谐发展现象。学科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一是专业设

置的盲目性。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条件还不成熟或者是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教育预测

条件下盲目上马热门专业，忽视对传统专业、冷门专业的改造和专业的内涵发展。二

是专业设置的随意性。一些学校不顾办学条件，看到市场需要什么就设什么。三是专

业综合化步伐缓慢。专业门数多，专业口径窄，课程知识交叉少，有利于学科专业成

长的制度和机制尚未形成，专业壁垒、学科壁垒森严，高校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还

不能及时反映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

3、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发展不全面。

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由数量、结构、质量、效益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概

念，既要有数量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效益的跃升，也要有质量的提高。质量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生命线，规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范

畴，效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要以规模扩张为基

础，以结构优化为条件，以注重质量提高为主题，以注重效益为保证，这四个方面缺

一不可。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这四个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位。首先是在规模

方面，1998年开始扩招后，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目前在校学生已超过2000万人，

但与此同时，师资却几乎没有增加或增幅不大，硬件投入仅为所需投入的50％，据

有关部门统计，缺口至少为500亿元。。学生规模与教学软硬件设施明显存在矛盾。

其次是在结构方面，横向看，各类学校之间缺乏沟通，办学资源难于集中；学科门类、

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不合理，诸多的专业设置没有反映社会需求。从纵向看，高等职

业教育已呈萎缩趋势，而专科教育也未必见得乐观；高层次学历教育规模急剧膨胀，

这种结构缺少均衡性、多样性。第三是在质量方面，教育质量下滑日益明显。教育质

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支撑÷保障条件欠缺。扩招使原

本就不宽裕的教学资源由于数量的扩张更显不足，教育领域的“人多粥少”现象更为

严重。最后是在效益方面，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从表面上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但这种发展能持续多久，效益如何，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现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

是，扩招带来的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大，困难增多，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高等教育的持

续健康发展，甚至是影响社会的稳定。

m云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信息网．http：I／wwxv．yniy cIl

o李成恩．科学发展现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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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通过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上一台阶，效益有明

显提高，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质量、数量、结构、效益等方面达到一个新水平。

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走全面协调发展之路。高等学校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

统一，是新世纪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4、区域间高等教育存在过大差距，并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区位条件、经济因素等条件的影响，高等教

育在东西部、区域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农村之间发展本来就存在差距。尤其是东

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主要通过这些项目反映出

来：普通高校的数目、招生的人数、在校生的人数、教育部部属高校的数目、“211

工程”学校的数目、“985工程”学校的数目等。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组数据来看～下

我国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在土地面积上，我国东、中部加起来占全国土地总

数的28％左右，西部大约占72％。西部普通高校的数目占到全国的23％左右。72％

的土地面积，高校的数目却只占到23％左右，普通高校在校生的人数只占到20％，

教育部部属高校的数目占到16％，“211工程”高校的数目是17％，“985工程”高

校的数目是18％。学科点的情况：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是14．81％，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的授权16％点左右，硕士是23％左右。在2002年的年底，重新评了一次重

点学科，当时全国有416个，西部占到9％左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重

要手段，如果任其差距发展下起，其结果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贫者越贫，富者

越富，最终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实力的差距和发展后劲强弱的拉大，区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

落差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进一步发

展壮大，而西部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则会因为经济发展的滞后更落后于

发达地区。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或是差距进一步拉大既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构，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布局的合理性，影响高等教育功能的整体

发挥。江泽民同志1999年在西北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逐步缩

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球，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逐步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教育差距作

为社会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适当缩小地区间发展的相对差距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

的题中之义，也是高等教育实现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o车发仲．关注整距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对我目高等教育“十一五”期间发展的思考与建议高授投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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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等教育转型带来的规模扩张对毕业生就业造成新的压力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企事业单位的用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企业职工大批下岗，事业单位大批裁员，“铁饭碗”被无情地打破。随着高等

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进一

步加剧。据统计，199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93．7％；1997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97．1

％：199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76．8％；1999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79．3％；2000年大

学毕业生就业率82．0％；2001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90．0％；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

率80．0％：2003年约有i0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签约就业。o另外，杨德广、刘岚在《关

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中指出：2004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将达到280万人，

较上年增加68万人：2005年为340万人，较上年增加60万人。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今后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竞争也将更加激烈。毕业生就业困难给高等教育的

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冲击，最终可能影响社会和谐发展。虽然高校扩招并不是造成毕

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但就教育系统而言，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脱节是

产生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理性的扩招应该是建立在对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科

学预测基础上的。

6、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腐败问题。

近些年来受市场经济思潮的影响和社会腐败现象的侵蚀，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

腐败现象。“‘清水衙门’水不清，‘社会净土’土不净。”这是人们对当前教育领域存

在的腐败现象所作的直言不讳的“概括”。据媒体披露，1990年以来的10年间，北

京市海淀区内的32所院校，有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

赂案件有24件26人。仅2001年一年，陕西省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36起61人，

其中有处级干部22人。今年，沈阳市纠风办在其组织的一年～度的行风评议中发现，

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

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表现在这些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后勤部门的实权人物

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学校在收费、招生录取、文凭发放、职称评审、

基金管理和学术领域等存在着的腐败现象。但集中体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

的破坏上，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权力和家庭社会背景因素

参与教育机会的分配，影响了对入学标准的执行，使教育公平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扭

曲。教育腐败的影响极其恶劣，它的滋生和蔓延不但影响了教育公平理念的执行，也

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一个绊脚石。

o商江．i叟谈中嗣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教书育人．2006．(1，．

。杨醴r，刘岚．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3．(8)

。车君莎．cr-—一教育腐败东方晰政网http：／／wwwdflz govcn／show．asp?id=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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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型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存在的根源

影响转型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因素，

也有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发展不健全的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笔者仅

就下面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l、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识和理解不科学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马丁．特罗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之后这个理论在许多

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80年代这一理论被马丁．特罗带到日本，此后，高等教育大

众化理论席卷了El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高教界，至今仍是这些国家理论界研究、

探讨、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90年代，这一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同样引起了中国学

者的极大关注。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

的15％，标志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进入到大众型，超过50％便进入普及型。特罗的

大众化理论为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当作教条，在实践中生

搬硬套。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识就存在一些误区，影

响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认识上比较肤浅，有人认为大众化

就是大扩招，大众化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建和新建。因此，主张大规模扩招，但相

应的保障体系又跟不上，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在结构上比较混乱，规模、质量、结构、

效益发展不全面，产生质量下滑，规模不经济现象。其次把高等教育毛入率15％绝

对化，把15％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再扩招。再次还有一些人

对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认识不科学，认为大众化教育就是不要精英教育。所

谓大众化，“并非指人人都享受高等教育，而是强调使更多的民众有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和可能”。但是人们接受何种程度的高等教育除了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寡有关外，

还与个人的先天禀赋有关。况且，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一大批精干人才。因此，大众化

教育阶段还应该保留精英教育，以满足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主要是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思

想框架。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认清这一事实，毕竟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有区别的：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

大众化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的行为，是政

府政策推动的结果。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化的实现得益于办学体制的多样化，如日

本大众化的完成得益于它的“短期性大学”，美国则是通过发展“社区学院”完成其

大众的。我国办学体制僵化单一，以目前的形式看，只有公立高等教育一支独秀，其

他类型的高等教育发展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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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需

要辩证地看待。不能盲目的为了15％、50％这两个数据而“大众化”。

2、高等教育发展观念滞后，缺乏科学发展观指导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落后所引发的问题是难于估量的，危害极大。当前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观念与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它缺乏科学的发展观指

导。第一，在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上，发展方向不明确，定位不合理。各种学校盲目攀

高，“升格风”越演越激烈。第二，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容上，发展的内容不全面，

顾此失彼。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是那一个方面的单兵独进，应该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的各组成部分都有所发展，协调共进。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只注重规模扩大，不注意

协调规模与质量、结构、效益关系的不合理现象；在发展类型上，注重发展本科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忽视专科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等现象。第三，在高等

教育评价体系上，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单一。教育评价观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指

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发展局面。目前我国高等教育

评估体系不完善，评估标准单一，评估重科研、轻教学，这大大削弱了广大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

先进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是保持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自身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首要

因素，是长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笔者认为高校首先要更新

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把握好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科学定位，适应区域经济发

展的要求，综合分析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合理定位办

学层次和类型，追求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特色，不宜盲目求大、求全和求高。其次，在

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上，一方面建立起与和谐发展观相适应的评价标准，突出评价标准

的多元化，完善教育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教育评价中介组织，使评价主体多元

化，跳出教育评教育的樊笼。

3、高等教育发展定位不准确，学科专业设置不科学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上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社会急需高级技能

人才；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则出现招生难、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出现这样的问

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不正确，往往都是按照普通高等教育的模

式培养人才，办成本科的“压缩饼干”。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存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重点大学办成人教育、高职教育、网络教育；

而高职高专则热衷于“专升本”，全日制普通高校争奔一条道，都以办成全国(或全省)

一流综合性大学为发展目标。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

学科专业设置上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学的教育预测而导致专业设置的

盲目性和随意性。许多学校为了满足扩招的需要，在不经过充分论证或者在师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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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拓展学科门类，上马新专业，追求所谓的“大而全”、“综合

性”。有的高校为“保持优势”、“办出特色”而将新设专业视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权

宜之计”，并未下真功夫予以扶持。另外，缺乏对传统专业的改造和整合。有些高校

赶着人才市场的短期需求，新设许多热门专业，分散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势、特

色和基础学科专业备受冷遇，以至停办或转向。

这些显然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要求各高校在发展中

要合理定位。首先做好战略定位，主要是高等学校长远的或一个阶段内的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定位。其次是规模定位，既要达到最佳办学效益，又要保证办学质量。此外

还要定位好办学层次，充分挖掘各层次高校办学的潜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定位合

理的条件下，保证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对新专业设置要以必要的调研为基础；对传统

专业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改造和调整；根据学校自身优势创建特色学科专业。

4、高等教育发展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发展缺乏内外部环境的支持

高等教育发展的获得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监督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象，影响了教育和谐发展。第一，缺乏完善的教育

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匮乏一方面带来了教育腐败现象：某高校一名系主任把系里进

行社会力量办学所得的十几万元挪用于开饭店，以致血本无归。在挪用这笔经费的整

整三四年时间里，学校的监管部门竟然熟视无睹。回另一方面，监督不力造成高等学

校的更新和完善能力不强，教育教学质量缺乏保障。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是缺乏社

会监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办学情况缺乏必要理解，难于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客观

公正的建议和意见。

第二，教育生态系统混乱，难于保障高等教育系统和谐发展。目前一些高等教育

机构生态环境建设比较混乱，一方面，注重学校硬件环境建设，忽视学校软环境建设；

另一方面，许多高等教育，尤其是专科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比较缺乏学术气氛；再有，

近几年，由于考试、选拔制度改革滞后，应试教育抬头，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

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侵蚀着尚待完善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因此必须加强教育生

态环境的建设，促使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实现。

5、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跟不上规模的发展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如果财政支持跟不上规模的发展，就会造

成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率下降。1999年以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和政府财力

的限制，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远远跟不上在校学生数的增长。按国家规定的生均占地、

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学条件的标准推算，每增一名学生需投入4．5万元左

右。这样仅基本建设就需投入3442亿元。而同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此方面的投入仅

。李君莎ar_—．敦育腐败东方瘫政网http：／／wwvc．dflz govcn]show．asp?id=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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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所需投入的一半。目前一些学校的生均预算内拨款已下降到2000元，严重入不敷

出。据统计，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tE 1998年净增约765万人，而同期教

学行政用房缺口达4000多万平方米，生均缺口2平方米，图书缺口5亿册，生均缺

口20多册。o而且从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看，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例一直在2．7--3．4％之间徘徊，处于不发达国家的

水平。况且原定的用于高等教育的每年增长的一个百分点，中央已决定用于发展农村

基础教育。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有所上升，但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生

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增长比例逐年下降。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膨胀与高等教育经费投

入不足的矛盾已经明朗化。很显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如果两者关系处理不好，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影响高等教育

的发展。

三、以往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主要观点及其理论缺陷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进行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和制定高等

教育发展规划的基础。对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进行相关探讨，旨在指出各种发展理

论的适用性和限制性，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的研究做铺垫。建国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即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理论、高等教育非均衡

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实施的是均衡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受经济上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教育上也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策略，

这个策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发展差距

日益拉大，又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走均衡发展的路线。

均衡一词最早是在物理学中应用，是指一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的两个外力的作

用，这两种力量相当，该物体由于受力相当而处于静止状态。这一概念最早由马歇尔

引入经济学中，主要指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均衡。之后均衡理论被借用到教

育领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就是指在高等教育内部各层次、各类型以及各区域高等教

育上同时增加教育投资并合理分配投资，扩大教育市场，改善教育供给状况，从而实

现有效的教育资本积累和增加对教育资本的有效需求，进而使各地区高等教育、高等

教育各层次实现全面均衡发展。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更多的是注重“量”的均衡性。王

锐兰在《非均衡：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课题》中指出，高等教育的均衡性是指各级

各类各地区高校在量上的均等发展状态，其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最优效率。。高等教育

。孙德彪树寸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舷)，'004．(10)

o王锐兰．非均衡：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江苏高教，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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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内涵的核心首先是解决高等教育需求问题，即区域内有足够量的高等院校让

有需求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其本质是缩小高等教育空间发展的差距。o均衡发展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一是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迁校；二是在落后地区

新建高等学校。1976年18个内陆省份的高校数由1949年的99所增至229所，增长

1．3倍。由占全国高校总数的48．29％提高到58．42％，在校生由5．77万人增至33．26

万人，年均增长7．0％。学校数和在校生数都以西北地区增幅最大，分别为华东地区

的14倍和4倍。9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分布不均衡而言的，它强调区域间、区域

内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改变了历史所造成的沿海发达、内地

落后的不合理状况。但是，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在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后，其发展弊端

也日益暴露出来。王锐兰认为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首先均衡发

展理论一般不考虑高校的规模效益。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高校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

需要，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其次，均衡发展也无视高等教

育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它只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确定性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有

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说避开对不确定性因素地研究。再次，从方法论角度看，均衡发展

的研究方法是静态的，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处于静止状态，保持相对稳定，纵有变化、

发展，也是一种等比例发展地均速运动，注重的只是一种教育变量从一种均衡状态向

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运动与变化。此外，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理论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譬

如，对其内涵的认识和把握上，人们往往认为均衡发展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平均分布，

从而陷入平均论和限制论的泥潭。还有就是在均衡发展过程中，它以削弱沿海来填补

内陆，人为的扬此抑彼，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

高等教育各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二)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理论

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非均衡

性影响。持有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学者认为，均衡发展理论强调的同时在各地

区高等教育、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上增加投资，而投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正是目前高等

教育发展所缺乏的，其中最缺乏的就是教育经费。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

各地区由于发展起点、发展条件、发展进程不同，在教育资源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情况

下，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如果硬靠国家的计划调控手段实施

均衡发展，只会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难以达到治标治本的作用。因此，均衡增

长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其次他们认为若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总是均衡增长，就会

。云南省商等教育学会编云南高教沦坛[町云南大学出般社．2005年版．

。孟翔君略论高等教育布局的非均衡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抖高锌教育．1993，(5)．

o王锐兰．非均铷：高等教育理呛研究的新课耀江罅高教．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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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高等教育失去自主发展的刺激和竞争压力。于是他们主张，应该有效的利用有限的

教育资源，先让一部分有条件、底子厚的地区、一部分高校发展起来，通过“先富”

帮助、带动“后富”，最终实现整体发展。罗兴根在《教育平等与现阶段我国教育发

展的两种态势》一文中，从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社会的需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比较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四个方面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以非均衡发展为

主。①非均衡发展主要通过下面三种方式来完成：一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高

等学校、重点学科点、使其在教学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各地方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主发展高等教育。根

据经济发展的实力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追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发展层次相应的高等

教育。三是各高等院校要突出各自个性与特色，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高校制定规划

时，一定要在“特色的理念”指导下，重点规划建设高校自身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发展

起来的，具有地方特色、行业特色、民族特色、育人特色等特色学科和项目，通过规

划手段，强化特色建设，保证特色建设有序性和连续性。非均衡发展战略确定以后，

我国东部地区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先的政策措施和良好的发展基础，高等教育取

得长足的发展。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首先，高等

教育的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令人不安。虽然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不等同于失衡发展，

但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加强高等教育而削弱其它教育的现

象，或者强调对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点的投入而忽视其他学校和学科点的正常投

入，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越过非均衡状态而进入失衡状态。其次，在高等教育非均衡发

展中，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市场只是一种不完全竞

争的市场，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到少数高校，影响教育发展的公平性。而且受本位主义

的影响，各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再次从高等教育发展与

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实施非均衡发展很可能使落后地区难以走出这样的恶性循

环：落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能力较弱，需求也相对不足，因而教

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反过来，又加重了经济的落后。最后非均衡发展容易造成各地

区高等教育和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协调，不利于发挥高等教育的整体优势，会造

成教育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论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教育领域的移植。社会与经济领

域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与

。罗兴根教育平等与现阶段我国教育发腰的两种态势【J1安徽教育譬院学{睫，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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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

，它是在反思增长性发展

等教育按照自身规律，以

健康、持续、稳定地与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以最大限度地与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为准则，来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o潘懋元教授认为，实

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是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服务；二是高等教育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原则进行改革。

这个有关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阐释在学术界引用和转述比较多。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保持高等教育的永续

发展能力。这一发展理论否定了“高校增长等于高校发展之说”，强调高校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无疑是个进步。对于它的内涵和这一理论的出发点以

及最终要想达到的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教育就是要保证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才能够经久不衰。

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反映的主要是一种后续发展能力，主要考察事物的纵向发展

情况。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一元性的发展观，它强调时间上的持续发展，虽然

它也关注空间发展上的均衡性，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教育是一个时空概念，它

既包括时间意义上的现实教育与未来教育的继起，也包括空间意义上各种教育之间、

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面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或是横向发展问题，

如高等教育发展的四大要素——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四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四者

之间只能说是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用可持续发展则显得有些牵强。虽然教育也要保

持它的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持续发展，但是它对于一些横向空间意义上的概念，可持

续发展是难以解释的，是存在～些遗憾的。

上面的三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虽不能完全概括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

理论，但它们也是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典型。各种发展理论都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不同时代、不同时期适用不同的发展理论。我们不能笼统的批评那种发

展理论的价值与意义更大，更不能评价其对与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其价值和意

义，选择那种发展理论，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整体思潮有关，还和社会

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关。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发

展理念来指导呢?发展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发展高等教育?这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笔者在对这些问题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l三德宠．确立21世纪高等敦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州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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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思考

一、和谐及和谐发展分析

(一)和谐思想概述

和谐思想由来已久，其发展轨迹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和谐”命题的提出到

近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再到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古今

中外，和谐及和谐发展的思想一直备受历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学术大师的青睐。在

西方，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里特最早提出“和谐”这一命题。毕达哥拉斯认

为和谐就是对立面的协调与统一。赫拉克里特批判地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

说，他从矛盾的角度出发认为“对立造成和谐”，揭示了和谐的前提：差别和对立的

东西产生和谐。例如赫拉克里特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制造

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例如将雌雄相配，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西。

并进一步指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见的和谐更好”。圆这为和谐说注入了深刻的辩证

法思想，丰富和生动了和谐说。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对和谐范畴

做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和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是多样性的统一。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和论证了和谐思想。老子认为：“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事物内部对立

的阴阳两气经过斗争达到和气(和气意为和谐)。“阴阳混合适中”，就是讲阴阳二气

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一种和谐状态。老子还从矛盾的角度论证

了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他说“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老子的这些思想与

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里特论述的和谐思想是不谋而合的，都揭示了和谐的本质内涵：

对立统一造成和谐。之后，孔子、董仲舒、王船山等先哲都从不同立场阐述和论证了

他们的和谐思想。孔子认为和谐即是适中、适度；董仲舒认为和谐是善与美的最高境

界；王船山则指出和谐是宇宙存在的本来状态，是事物运动的最终归宿。更有价值的

是，中国的先哲们还认识到了和谐的另一个重要本质属性：和谐是人的思想的协调和

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不仅是西方学者没有意识到的，也是现代学者们所

忽视的和谐的一个质的规定性。春秋战国时代齐相晏婴认为“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我国的现代学者们对和谐内涵也做过不少的探索。李殿斌认为，和谐是矛盾同一

m刘光．论和谐概念东岳论从200，，(4)．

。坚毅．如何理解中夼范畴．东岳论从20

。杜莹，李殴斌．和谐与社会发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

。刘光．|仑和谐概念．东岳论从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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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表示事物发展的协调性、有序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

性。并指出和谐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和谐是同一性的一种状态而不

是唯一状态，事物的同一性除相互依存以外，还有相互转化的另一种状态。第二，和

谐以内在差别和对立为前提，如上和下，生和死，曲和直等等差异。第三，和谐是矛

盾双方协调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对抗阶段，对抗阶段是和谐的结束。第四，和谐不是

不要斗争。首先，和谐是由对立造成的，其次，和谐状态得以维持也是矛盾双方相互

斗争、相互磨合(不是调和)的结果。只是在有人参与的这种斗争中，要坚持“有节”、

“有度”的原则而已。第五，社会领域的和谐需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o刘长

明认为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是指组成事物的各子系统之间、构成子系统的诸

要素之间以及诸要素本身的协调和匀称。它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微观和谐，即构成

事物各子系统诸要素本身的和谐，这是事物整体和谐的基础：其二是中观和谐，即构

成事物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和谐；其三是宏观和谐，即构成事物的各子系统之间的

和谐，也就是事物作为统一的整体的和谐。o

总结古今中外先哲们对和谐的论述，不同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给和谐下的定义都

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1)和谐是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谐的或不和谐的；

(2)和谐是事物发展的最佳途径，是促进事物发展的一种策略；(3)和谐是多样性

的协调与统一；(4)和谐是有层次性、阶段性的。

(二)和谐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和谐发展是和谐与发展的天作之合，和谐反映的是系统和要素之间横向空间意义

上的协调和联系，发展指向的是时间意义上的纵深发展。两者统一于和谐发展之中，

密不可分，和谐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更高层和谐的必要

条件。和谐发展具有一种动态性，和谐是发展中的和谐，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的层

次和内涵各不相同；发展则是和谐的发展，只有各要素之间关系和谐，发展才可能是

全面的、持续的。

和谐发展理论可以说是伴随着和谐思想的产生而产生的，但它作为一种系统理论

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发展观被提出是近现代的事。在我国，和谐发展观是由刘长明于

2001年首次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刘长明认为，所谓和谐发展，是指作为物种

领袖的人类在物种平等思想指导下，自觉汲取大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智慧，使组成生态

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共进从而使生态

系统不断优化因而能够为未来进一步发展积蓄能量——至少不削弱未来发展能力的

发展。和谐发展理论认为：和谐是在不同层次整合力的作用下不断升华的结果，不同

。牡萤，李殴斌和谐与社台发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f，}．

。刘眭呱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q和谐发展济南大学学报2002，(5)．
。李山香关注人类．关注自然：和{卷发腥现弓I发的思考——和谐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理论学习1004，(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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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内在与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事物发展的最佳途径；所

有存在的发展共进则又是和谐的必然指归，发展既是事物变化的最优方向，也是事物

存在的最优态势。o张国庆认为和谐发展就是根据社会一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

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自身控制规律，合理分配资

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也就是说，和谐发展

是社会一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行为

合拍、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o从两位学者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和谐发展至

少包括以下方面：(1)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万物平等的思想。(2)和谐发展主张系

统间及系统诸要素间通过交流、互动、协调达到和谐发展。(3)和谐发展必须遵循自

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4)和谐发展最终指向是可持续发展。(5)和谐发展的实现离

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二、和谐发展理论的涵义及其教育在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客观上要求社会各界都必须实施和谐发展战

略，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首先了解和谐发展的含义。结合前人对和谐发展思

想的研究，笔者在这里也给和谐发展做一个定义。和谐发展是这样一种发展：即在万

物平等思想的指导下，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促进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及各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良性互动，

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繁荣与稳定，并使其

保持强大发展后劲的发展。和谐发展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发展观，它着眼于可持续发展

的实现，立足于不断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愿望与发展需要的同时，又注重自然界的发

展。和谐发展承认和尊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发展本着求同存异，互

相汲取对方优势、扬长避短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协调与整合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

最终实现系统的整体共同发展和发展优化。

教育对于促进和谐发展、提高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发展问题的能力极为重

要。可以说，教育是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教育在和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

忽视，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为和谐发展提供赖以生存的基础——全民整体素质。只有通过教育的

发展，开发沉睡的人力资源，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才能把

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从而为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教育为和谐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教育通过其所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

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直接和间接的为和谐发展做出贡献。比如说，教育向所受教育

。刘长明发展的堆命——从可持续发腥到和谐发展济南‘大学学撤’002，(5)．

+。车为香关注人雏，共注自然：和诸发展现引发的思考——和谐疑艘理论研讨会综述理论学习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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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宣传、普及和谐发展理念，使之确立和谐发展的社会观、发展观和生态观，并以此

作为他们行动的向导，保证和谐发展的实现。

第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自身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发展理念的关照下，对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自身发展

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教育要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

和谐发展。

第四，教育为和谐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支持。教育不仅是未来的生产力，

而且也是现实的生产力。教育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环节，通过教育可将科

学技术内化为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优先发展教育，是保持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五，教育可以根据自身的人才和信息优势，开展和谐发展理论研究。理论研究

一方面可以创造和谐发展的新理论、新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各

种机构提供和谐发展的咨询意见。

教育与和谐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为教育发

展提供全新的发展思想、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社会和谐发展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同时也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教育应该责无旁贷

地承担起为和谐发展战略服务的历史使命，而只有教育自身实现和谐发展之时，这一

历史使命才能得以顺利完成。这也是提出教育和谐发展的缘由，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

和谐发展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则是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率先领域。

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探析

(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内涵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要把和谐发展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全面渗透到高

等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既要注意发挥教育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

注意保持高等教育自身的和谐发展。依据和谐发展理论，笔者给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做

如下定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指把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并使其

置身于社会系统的发展运行中，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通过合作、协调、创新等手

段，实现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

发展。从高等教育内部发展来看，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及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与

发展等从几个纬度刻画和描绘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发展规律来

看，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系统息息相关。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要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

内外部关系，使高等教育在和谐环境中发展。“和谐”作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的价

值内核，贯穿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其和谐发展应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高等教育与社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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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互动发展。高等教育与社会生态系统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它们之间是互动发展的关系。和谐发展的实质就是各发展方都获得发展的动力，

相互间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使各自都得到相应发展。它们两者之间良性互动所

产生的效应，即是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最优发展，达到“双赢”效果。第二，高等教育

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几方面要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系统内

部协调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和质量。和谐发展的高等教育发

展观，要求必须坚持教育的全面发展，保证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共同发展

和提高，增强教育的整体实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追求：以规模扩张为基础，以结构

优化为条件，以注重质量提高为主题，以注重效益为保证，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第

三，高等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要协调发展。这里既涉及到各类高等院校在数

量、规模等方面的比例问题以及它们的层次结构问题，即不同类高等教育间的协调问

题；又涉及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即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之

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第四，高等教育内部各学科、专业之间的和谐发展。在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形成了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不和谐发展现象，这种

现象目前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成为时代的需求、世界

的潮流，也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专业发展上，热门专业和传统、冷门专

业之间也要求做好协调，以保证各类专门人才的供应，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

重要保证；最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还蕴涵着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只有高等

教育各方面都和谐发展了，巩固了发展的基础，提供了发展的后劲，可持续发展才可

能成功。

在理解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这一命题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和谐发展不等

于消灭差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纷繁复杂的众多事物共同构成

的，各个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绝对相同的、一致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和谐发展强调“和谐”，但和谐不是意味着没有差异，相反，和谐发展承认和尊重事

物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发展本着求同存异，互相汲取对方优势、扬长避短

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协调与整合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最终实现系统的整体共同

发展和发展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亦尤如此，社会经济对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需求

是多样化的，广大的农村地区需要优秀的农业技术人才，因此需要高质量的农业技术

教育，而经济发达、城市化较高地区则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农职教育。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而不是农村教育跟着城市教育走，全

国上下一个模式发展教育。

(2)和谐发展具有很大主观能动性。和谐可以是自发的，如原始自然生态系统

的和谐。和谐也可以是人为的，如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可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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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主观能动性是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中国的先哲们早春秋时期

就认识到了。对于高等教育，首先必须确立和谐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以此指导高教发

展；其次，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要创造条件，使“不和谐”转变为“和谐”。

再次，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保障高等教育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

治教，促进高教健康发展。

(3)本文强调的和谐发展是积极的和谐发展。积极的和谐发展观主张和谐发展

的实现是积极追求、积极进取的结果。高等教育是指向未来的，高等教育的效果不是

立竿见影的。因此，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在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上，主张立足未来，未

雨绸缪，制定教育政策要保证具有连续性和弹性，以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4)和谐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削高就低或者是平均发展。有人可能认为，高等教

育和谐发展即是不分重点，通通发展，或者就是限制先发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等待

或者投入上让位于后发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高等教育和谐发

展观并不否认重点学校的存在和它所起的作用，而是主张保证重点学校发展的同时，

在政策上给予薄弱学校和困难学校支持和优惠。在对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差距

的问题认识上，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在承认差距存在的前提下，主张把差距限制在社

会能承受范围之内，再通过政策和经济的适度倾斜，使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5)和谐发展中的“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是哲学中的一对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不受条件制约的就是绝

对的，受条件制约的就是相对的，所谓不受条件制约并不是不要条件，而是指不受特

定条件的制约。一旦特定条件发生变化，事物本身也就会随之变化。事实上，真正绝

对的，只有无条件存在的广袤的宇宙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对具体事物而言，都有一个

受不受特定条件制约的问题。。和谐的相对性和和谐的绝对性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和谐之中有不和谐，不和谐中掺杂着和谐。就高等教育发展

来说，可能整体是和谐的，但局部地区的教育可能是不和谐的，又或者可能是某类教

育的发展是不和谐的。

(6)在和谐发展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和提高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

是途径，提高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和谐发展理论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提高，改革、

发展、提高的前提是稳定，要坚持在稳中求发展，在稳中求改革，在稳中求发展、求

提高。对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增强活力，才能带来高校

的发展与生机，才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不改革就不可能发展。必须用“和”的方法，

统筹兼顾，建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和提高之间的和谐关系，使高等教育在和

谐的环境和关系中发展。

o曹玉巷：‘|仑和谐的哲学意越》，‘夭府新论，．20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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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与以往发展理论的比较

前面我们已经对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做了简单酌介绍。

那么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与这三种发展观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四种发展理论的比

较见下表＼ 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 可持续发展理 和谐发展理论

论 论

发展观 全面的发展 局部发展观， 以时间为主线 全面协调的发

观，行政干预 “先发”带动 的发展观 展观

过多 “后发”

主导思想 统一规划，统 根据区域经济 强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发展

一布局，强调 发展的基础和 发展的持续能 要素及总体的

计划性、控制 实力，发展相 力 协调发展
性。 应的教育

发展目标 实现高等教育 让一部分地区 保持高等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

的全面均衡发 高等教育和一 的发展性和持 的全面和谐发

展。 部分高等教育 续性 展

先发展起来。

发展过程 强调同时投 有效利用教育 突出教育发展 强调教育发展

资、合理布局。 资源，发展一- 在时间上的连 的多维协调，

主要反映的是 些优势学校和 续性，保持教 体现了发展在

空间层次上的 优势学科，刺 育发展的持续 时间上的连续
均衡性和数量 激和带动其他 能力。 性、空间上的

上的均衡性。 地区和学校发 均衡性、力度

展。 上的迭加性。

方法 定量为主 定量为主 定量与定性结 定量与定性结

合 合

时间 注重当前 注重当前 重长远 当前与长远的

有机结合

主体 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各要

的各要素在空 的各要素空间 的各要素在时 素在时间上的

间上的均衡分 上的最优发展 间上发展 不断发展与在

布 空间上的和谐

相互关系 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 可持续发展是 和谐发展的长

的出发点是为 论是为了适应 不断实现和谐 远目标是内涵

了实现教育的 区域社会经济 的自然结果， 更加宽泛的可

公平，而教育 发展的需要， 没有持续的和 持续发展。实

公平是和谐发 只要相应的调 谐不可能实现 质上和谐发展

展所必须的， 控手段跟上， 可持续发展。 是一种强调控

只是这种为均 控制差距的拉 制的非均衡发

衡而均衡的做 大，缩小差距， 展理论。

法会挫伤人们 就可以实现可

发展的积极 持续发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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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这四种发展理论演进的时候，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四个发展理

论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与现

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发展观，观念滞后是不

行的，观念过于超前也是不行的。二是三个发展观的相继出现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但不能理解为相互否定的关系，因此，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和谐发展理

论是在当前发展形势下，对几种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挥，突出了发展的协调性，是与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发展观。

(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

根据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内涵，可知区域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应具备如下几个基本

特征：

1、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高等和谐发展观以预测学、发展学为基础，利用教育预测学的研究成果指导当前

教育的构建，使当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而且还要能满足将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谐的、持续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的长远追求目标。因此，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坚持高等教育发展要有计划、高质量

的进行，不能搞短期行为，不能急功近利。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要妥善处

理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如规模与质量关系的协调、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等。在处理

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速度问题上，要求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率协调统一；对于学科

专业设置，在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预测情况下，结合高校自身的优势，均衡发展各类

学科专业。什么专业热门就上什么专业，只会导致办学资源的浪费和办学水平的下降。

2、教育发展的超越性

所谓高等教育发展的超越性，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对现实教育问题进行反思、批判

和理性把握，进而高瞻远瞩，超越传统，超越现实，预见未来。。世界上一些新兴工

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证明，在他们经济起飞阶段大体都有一个教育适当超前的

过程。教育的适当超前发展，为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只是着眼于当前利益，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也只是对旧有体制进

行小修小补，教育发展失去发展战略的指导，鲜见计划性和预见性。高等教育的超前

发展、优先发展战略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既是培养和造就

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又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

地，是高新技术的源头，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经济、社会乃至整个社

会一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如果高等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好多

问题诸如贫苦、环境污染等问题将可能迎刃而解。因此，和谐发展强调用战略的眼光

m张晓洪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皿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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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保证可持续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适度超前发展并不是某一方面的超前发展，是在规模、质量、

结构、效益四者都获得最优发展基础上的超前发展。

3、教育发展的整体性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注意

全局性，事物构成中的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前提、互相促进，形成发展的完

整性。具体而言，发展不是某一环节、某一方面的单兵独进，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

发展。高等教育系统包括高等教育专科系统、本科教育系统和研究生教育系统，这三

大系统必须从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办学规模、教育内容等方面相互协调构成一个整

体。首先发展必须使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衔接有序，保持一定的比例，和谐发展。不能

盲目的追求“升格风”、“合并风”，要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宣的发展适

合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诸如学术性大学和职业大学都有必要发

展。其次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整体功能。高等教育有传授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三大功能，忽视、抛弃上述任何一种职能，都是对高等教育整体性的破坏。当然，必

须提及的使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并不是平行、等同的关系，而是主次与层次关系，其

中，培养人的职能是高等教育的本体、核心功能，而是后两种功能较为次要。

4、教育发展的协调性

从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内涵我们就可以它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协调性是要使高等

教育发展方方面面都有所顾及，共同发展。以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高

等教育，就是如何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相协调，高等教育处于一个多位的网

络之中，其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等因素，高等教育要实现和谐发展，

就必须与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取得平衡和协调。从高等教育的内部发展规律来看，在高

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

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协调发展；学科设置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有机

融合以及专业布局的冷热门等比例。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协调工作，高等教育才能谈

得上和谐发展，也才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

5、教育发展的高效性。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高效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协调了高等教

育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的关系，保证了教育的全面发展。它强调高等

教育发展不仅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质量，强调既要有数量的超越，又要着

力于质量的提升，也就是速度与质量的统一；既要强调规模的扩大，也要注意结构的

优化、效益提高，保持四者始终和谐发展；第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有效的协调了高

教与社会、经济、政治等系统的关系，为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第三，高等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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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发展强调各层次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有序发展，高效的利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

发展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合理确定发展那一级的高等教育，这样既不会

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也能有效的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第四，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还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利于实现教育的代际公平。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不仅要

着眼于当前发展，更要保证发展的后劲；不仅要看规模，更要讲效益，眼前有增长并

不等于有后劲，规模大并不等于结构优，速度快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高效率。

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的诸多不和谐现象在上面笔者已经论述到。高等教育发

展的不和谐必将影响和谐社会的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有其必然性，也完全可以实

现其和谐发展。

(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1、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和谐”、“和谐社会”成为党的历次会议上出现最为频繁的

词。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

证。第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高等教

育和谐发展的目的是让所有受教育者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形成

良性互动关系，最终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和谐发展现象

与和谐社会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因此推动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

求。第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首先高等教育通过教

育活动向所有受教育者宣传、普及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帮助他们确立和谐发展的

社会观、发展观和生态观：其次通过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级各类和谐发展的人才在社

会领域中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为和谐发展做贡献：再次和谐社会的实现，健康稳定

的社会心理机制是其重要保障，而这种社会心理机制是社会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健康心

理和完善人格的沉积，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最后高等教育

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身的和谐发展是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和谐发展战略的提出，从外部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要求，促使高等教育及时对

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出正确反应，保证高等教育系统的和谐

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高等教育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

受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目前也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转型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第一部分里，笔者已经对那些问题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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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阐述。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实现。由于高等教育发展不和谐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使得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的提出有其重要现实意义。此外，面对那些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不和谐现象，以往

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指导解决方面又显得力不从心，高等教育需要新的发展理论的

指导。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在和谐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外部的协调、创新机制，

发挥高教系统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能力，使高教系统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并保持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3、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提出的理论依据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为这一目标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是其本质和核心，全面发展是其重要目的，协调发展是其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

其重要体现。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引申出来，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观在

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重要表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是要追求各区域、各层次、各类型

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以实现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共同

进步，它时时处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几个基本内容。首

先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主张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保证各地区教育的和谐发

展。和谐发展观承认差距存在的合理性，批评那种为了均衡而对“先发展”高校进行

控制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和谐发展无视差距，听任差距发展下去。它主张必须加

大发展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的力度，缩小差距，使差距的存在能为社会所接受，只有这

样，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也才能成为真正地进入良好的教育可

持续发展状态。其次，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主张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四个

方面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要求必须坚持高等教育全面发展，保证

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共同发展和提高，增强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再次，

高等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要协调发展。各级即各层次，包括专科教育、本科

教育、硕博士研究生教育等；各类即各种类型的教育，包括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成

人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夜大等。最后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育人，创建一个和谐发

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因此和谐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思想。总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是一种互动、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观，

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精神，它是科学发展观在高等教育领域

的延伸和重要体现。

(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1、高等教育系统是开放性的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Prigogine)创立，主要讨论的是一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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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从混乱无序到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耗散结构形成的条件是：系统必须是

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必须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内部必须具有一定

的涨落机制。它的作用机理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当系统的参量变化到达

一定的临界值时，通过涨落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

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区形成的宏观时空结构，需要

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才能保持，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外界微小的扰动而消失。

o耗散结构的形成是系统白组织的结果，外界的物质与能量的供给只是一种条件o。

耗散结构的形成过程是客观事物自身结构化、有机化、有序化和系统化的过程。

即是系统由不和谐到和谐的转化过程。每一个耗散结构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系统由不

和谐到和谐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耗散结构。

首先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不同于

其他工程系统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具有教育内容、队伍、对象、形式的广泛性、

多样性，还具有输入、输出的多变性。它与社会系统的其它子系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

系，经济系统是它存在的和发展的基础，政治系统影响着它的服务对象，文化系统是

它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全球一体化背景的影响下，它突破国界，面向国际开放，高

等教育又具有传承历史，不断创新的功能。因此高等教育决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

而是一个时间和空间都向外开放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是远离热平衡态的，表现在它

是一个处在经常不断变化的外力场中，受到来自各方的外力作用下的系统。这些外力

的来源非常广泛，它既有人们生产活动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有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

的需要。它在受外力作用的过程中，与外界环境进行着大量而频繁的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而且系统的宏观形态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

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信息量越来越大，将出现更多层次的子系统

和组成要素，其功能和作用也将越来越强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系统是远离平衡态

的开放系统。

其次，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由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子系统

很多，结构复杂，所受外力多而大，因此系统的运动往往是受多因素的非线性共同作

用。从高等教育的功能来看，培养人才的整个过程中，培养者与被培养者通过各种媒

介，经过信息正负反馈的调节，调动两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断改进方法和技巧，提

高高等教育的效率，这就是一种很复杂的非线性作用过程；从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各

⋯赵景艘．论耗做结构的成人高等教育系统继续教育研究2002，(i)

’吴彤，耗敞结构的自组织方法研究庠}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6)

4复杂巨系统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淼于80年代束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概念，他根据组成系统的元桑和元素种粪的多少咀及它们之同关
聪的复杂程度，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简单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元嚣比较少．它们之间关系又比鞍单纯，如某些非生命

系统：巨系统是指组成系统元蒙的数目非常庞大的系统．如果组成系统fI勺元豢非常多．但元素种类比较少且它们之问关系比较简单．这

类系统称为简单巨系统．如激光系统．如果组成系统的元桑不仅数最大而且种攒也很多，它们之问的关系又报复杂．并有多种层次结构．
这类系统称为复杂臣系统．例如人体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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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间的关系来看，由于反馈互动作用，该系统某一子系统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其

它子系的行为，同时也影响自身的存在，这个过程也是非线性。

一个耗散结构的高等教育系统，保持和谐状态主要通过：第一，耗散结构的高等

教育系统能通过高等教育系统的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来形成和维持宏观存在的时间、

空间和功能的有序结构。高等教育系统的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主要是指高等教育信息

的不断补充和耗散。这种系统内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

有这些流动，高等教育系统耗散结构将立即解体。有了这些流动，才能形成高等教育

系统的负熵流o，增加外部对系统的促协力，调动内部子系统问的协同力，使该系统

形成和维持在活的有序耗散结构状态。第二，耗散结构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很强的自

组织能力。由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力，在系统与外部交换物质和能

量过程中，会使系统产生很强的自组织能力。比如，高等教育系统成员为了实现共同

的目标，会自动结集在一起，组织自己的团体或机构，协调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

给系统带来新的活力。第三，耗散结构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一

般性的涨落(波动)会被耗散结构本身所吸收。这种涨落不管是来自那方面的影响，只

要不超过一定的范围，该系统的回归力都能使它逐渐衰减到零。系统仍旧能够在耗散

物质和能量过程中维持和发展。

2、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

高等教育发展与自然界发展不同，它是客观制约和主体选择的统一，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动态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的发展受特定

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等的影响，而且教育本身也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这种客观

制约性是难以改变或者说是不能改变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选择过程就是高等教育

发展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高等教育能实现和谐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高等教育发展主体能够根据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的处

理和协调各种关系，为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促进教育和谐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主体主要有投资者、管理者、教师、学生等。高等教育的发

展方向、发展的模式、发展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发展参与方。投资者选择的

投资领域、投资的大小影响着教育发展的类型和发展的规模；高等教育管理者的管理

方式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效率：教师与学生的配合程度影响着教学的效果等等。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社会发展过

程不过是人们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各种参与主体——八的自

觉活动的结果。首先，高等教育各发展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对于在教育领域

。熵(EnIfopy)的概念源于物理学的范畴．是笆国物理学家克劳髂斯(R．ch惦itls)提出的概念．热力学中以熵的太小描述状巷的无序性．以
I《j的变化描述过程的方向性．缡是混乱和无序的度量，熵值越大，i昆乱无序的程度越大。后来人们把埔的概念加以弓l申．填含义同物理

ji[i有本质区别但又柯一定的联系．冲出热力学的领域，负熵流是描述的用以推动系统有序化进程的外界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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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的各种活动，各发展主体是有意识的，是经过思考，是追求某种目的的活动。

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会依据事先确定的教育目标，对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和

各式各样的矛盾，可以发展的需要进行协调，保持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其

次，和谐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也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人们的各种需要的满足，只

有在和谐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地实现。人类为实现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以及其他层次的需要，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比较通用的手段。因此为了满

足人们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人们会想方设法的营造和谐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关系

与环境，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能够协调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个领域之间关系的发

展，这是唯物史观的结论。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教育发展的各参与主体能够利用各种协调机制，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

首先，教育管理者能通过有效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教育发展的活力及创造力；

例如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刺激教师的合理流动，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其次，各发展

主体能够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保障高等教育系统的有序

运行；再次，各发展主体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和谐

发展。正是人的参与使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由可能变成现实。

教育作为人实践活动对象化的创造物，教育的发展也只有通过人才能得以协调，

人是最有资格也是最有能力把握具体的教育运行的唯一力量。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就

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教育客观规律的要求对整个高等教育各方面、各层次之

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协调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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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战略探索

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

(一)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定位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和谐发展策略的一段时

间内，应该达到的基本状态。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目标的确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

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那么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呢?总的

来说，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和谐发展和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之

间的和谐发展，这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

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增进高等教育效益，促进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全面发展。(2)

改善办学环境，强化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增强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耦合度，促使

高等教育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发展。(3)深化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各级各类高等

教育协调发展，保证高等教育自身结构的合理性。(4)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发展的监督

机制和预警机制，防止教育腐败和教育发生“恶性”质变，走依法治教之路。(5)缩

小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把差距控制在一个人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走高等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目标分析

从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内涵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来看，我们可以把高

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目标概括为发展的公平性、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全面性和发展的

可持续性四个方面。

1、发展的公平性

公平性是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公平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在高

等教育和谐发展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一定区域内的教育公平。即发展

好各级各类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满足人们对各种教育的需求。二是区域

与区域间发展教育的公平性。即控制好区域间教育发展的差距，防止差距过大导致的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2、发展的和谐性

发展的和谐性表达了对高等教育系统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发

展目标，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因素复杂特性。只有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各区域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现实高等教育与未来高等教育继起等和谐发展

了，，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地向和谐有序状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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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的全面性

发展的全面性是指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所包括内容的全面性，主要是发展内容的

全面性(主要是指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全面发展)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全面性(主

要是指高等教育的教育功能、科研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全面兼顾)。全面发展是和

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发展的持续性

持续性主要是从时间维度上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动

态性和长期性。高等教育持续发展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所要追求的长远目标，只有高

等教育发展的公平性、发展的和谐性和发展的全面性都做NT，可持续发展才会成为

可能。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目标可用图3—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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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目标分析

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指发展的可延续性，另一方面是指发展的进步性。实质就是

要实现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最基本的原则，它的核心思想是，在高等教

育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关注教育的当前发展，还应该重视其发展的后续能力a在制定

教育政策时，适当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教育政策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对学科

专业的设置，把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避免了学科专业设置的随机性；对待

。岁明东．李舜，车志平．区域教育可持续发艉研究【M1．科学出版社-'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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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差距，首先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性。其次，针对存在的差距问题，有针对性

的给予解决，比如补偿性原则，这样既保证教育的公平，又带来了发展的动力。高等

教育和谐发展通过调整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关系，既使当前教育发展健康和

谐，又为未来教育发展积蓄了发展的力量，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二)多元化原则 ．

和谐发展承认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万有价值理论的指导下，主张对异

类采取兼容性、包容性和宽容性的态度，这其实就是坚持了多元化原则。多元化体现

的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思想，它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

社会甚至是人的思维，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丰富多彩的，是一种多元的存在，其发展

也是多元的，它们遵循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坚持它们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中的多元化，并不是指各种发展主体的自主发展，而是指各种发展主体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这种发展也不同于“同化”和“合一”的过程。中国古语中“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是说，只有在不同中相互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

就不可能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只有保证高等教育类型、办学形式、

学科专业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适合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要。

(三)多赢博弈原则

高等教育系统不同与一般的工程系统，它是一个复杂系统。从办学主体看，高等

教育己由过去的政府包办逐级向政府、社会团体、个人力量等多元办学转变；办学类

型也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职业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等多种

教育类型并存的局面。随着转型的到来和完成，高等教育发展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利益关系的多维化特征将更加显著。在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

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事物发展相冲突和出现危机时，是应该争个你死我活、你输我赢，最终鱼死网

破，还是应该坚持“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呢?和谐发展坚持多赢博弈原则。多赢博弈

原则是指利益主体以实现各自利益为价值目标，在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和谐互

动中，使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确定的思维程序、规则和方法。。既然万事万物都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具有发展的权利，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应该出现以强凌弱、

有目的的遏制某些事物发展的现象。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主张发展的多样性、多主体性、

多层次性。在面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和“多”问题时，强调让有矛盾冲突的各

方加强联系，多交流、多沟通，在合作中求发展，允许差异的存在，正视差异，在多

样化中求发展，争取各方的功能都达到最优化，各利益主体都获得最大化的发展，这

样的发展才更加具有生命活力。

o参考陈山弹：‘和请蚓题的哲学反思——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生义哲学视野中的和谐观’．‘探求)．：00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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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性原则

正如艾伦．布鲁姆所说“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①。因此，在高等

教育发展观上我们也应该坚持开放性原则。高等教育不对社会开放就无以显示其系统

功能，不开放就难以与社会进行资源、信息的交换，也就难以形成发展的动力。耗散

结构理论的代表人物普利高津认为，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形成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

构。孤立系统抑或封闭系统由于缺乏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最终将走向

“死寂”。“死寂”的事物和系统就无所谓发展。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高等

教育和谐发展坚持开放性原则，在承认各种教育发展主体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的前提

和基础上，主张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之间、 教育与社会之间加强联系，并强调联系

的多样化，以形成互依、互惠、协同、合作的命运关系，使高等教育在这种和谐的环

境中得到优化、进步。

(五)特色化原则

不同类型高校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办学重点，其改革与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也应该

有所区别，有所侧重。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高校办学要彰显

自己的特色，高校特色发展，是提升学校声誉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是学校发展的基

石。坚持特色发展原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科上不必追求齐全。我国高等

教育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加之能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投入能

力有限，在短时间内，想要建立庞大而又学科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在规模上不要追求庞大。从根本上讲，高校发展办出特色，提高水平，不在于学

校的规模有多大，关键在于学科和师资水平，在于培养学生的质量。巴黎高师是世界

最著名而又最小的学校，该校的一个重要办学思想——“别的大学能做的，我们不做”，

坚持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

三、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策略选择

转型期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如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高等教育的

健康、有序发展将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怎样

保证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呢?这既需要我们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

探索转型过程中的和谐发展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而且还需要我们完善和

谐发展的监督机制，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建立高等教育预警系统。

(一)树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

1、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观

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焦点问题，高等

。转载于曹云亮，王潞：‘耗散结构论：解读燕国高等教育发腥仃勺金钥匙)，《辽宁教育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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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过程就是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协调优化过程。其相互间的

关联图如下：

图3—2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关联图

图3--3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四因素因果关系图

从上面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紧密相连，

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的内涵，高等学校落

实和谐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实现四者的协调统一。因此，面对高等教育转型带来的高等

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必须采取调整教育结构、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管理、转变观念

等相应的措施，才能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才能使高等教育系统在一定时

期内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

2、明确方向，合理定位。

针对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盲目求大、求全问题，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主张，

高等教育要实现和谐发展首先必须明确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其次必须合理定位各级

高等教育。～方面，高等教育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加强同社会各

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合作。要挖掘办学潜力，提高社会大众的整体素质，并促进高等教

育与社会系统互动，使高等教育真正立足社会，服务社会。另一方面，各类高等教育

在社会发展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政府要根据其角色发展的需要，给予政策和经

济上的支持，高校自身亦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合理定位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战略定位。是指高等学校长远的或一个阶段内的发展方向、发

展目标定位。这对办学规模、办学水平、办学结构、办学特色及办学层次起规定性作

用。二是规模定位。一个学校的办学规模，受到办学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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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规模效益问题，在这个规模可以达到最佳办学效益，超出这个规模，

则势必降低人才培养的质量，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办学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低下，

甚至会引起内部管理，教育系统的紊乱。三是办学层次定位。办学层次定位也即功能

定位。由于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化，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因此

各院校的功能也相应不同，有的以本科教育为主，有的以专科教育为主，有的以成人

教育为主，有的以岗位技能培训为主，一所学校不可能兼具各层次教育的功能。各高

等院校只有按照各自的规格和模式要求办学，才能显特色、出成果。

3、建立健全法制，保证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坚持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准确的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两

点还不行，还要有法律机制作保证。教育法律规范的建立，可以促进各级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转变观念，树立法治意识，推动教育管理由行政强制手段，

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方向转变。同时，教育法制建设，能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和管理教

育事业，有效地保护公民、教师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为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发

展提供依据与规范。各级人大、司法机关、社会各界依法参与教育活动和对教育实行

监督，完善了教育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教育运行方式朝着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

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建立健全法制主要是从这两方面进行。首先是政府层面，

要制定保证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法律、政策，建立有效的机制。这里着重强调两个方

面，～是制度改革、重大决策的法制化。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

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二是要有保证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相

应政策。其次是学校层面，学校层面主要是理顺治理结构。所谓治理结构，即学校内

部规范不同权利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大学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是一种典

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哪个个体或集体全部拥有大学，也没有任何人会对学校的

发展负全部责任。因此，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理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

保证高校内部的和谐性，这也是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探索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模式

1、内涵发展模式与外延发展模式相结合

从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发展的关系看，始终存在着外延发展与内

涵发展两种发展模式。所谓外延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增加高校数量、扩大高校规模来

谋求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短期内较为快速地弥补某些领域人才培养不足和调节高

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因此也是强化效益、优化结构的一种手段。但是若长期采取

此模式发展，高校发展又可能面临这些问题：高校、系科专业在各省区重复设置、发

展平均用力、学校规模小且分散、效益不高、质量不高等等，这种规模不“经济”的

发展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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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挖掘现有学校潜力、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效益和质量来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高等教育内涵型发展要求高等学校乃至高等教育系统，全

方位最大限度地挖掘培养人才的潜力，主要应从资金、师资、设施、管理、体制挖掘

入手，形成低耗高效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这强调了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和

“内生性”。

1998年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论是在学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招生、教学、

考试授学位等等具体应用实践方面，尤其是质量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外延发展模式的

弊端在高校发展中日益暴露。当前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充分挖掘高教系统的内

部优势和功能，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高教走以内涵式发

展为主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相结合的和谐发展模式应是目前合理的选择。

2、学术发展模式与实用发展模式相结合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存在重学术轻应用的现象。体现在发展模式上就是重视

学术发展模式，忽略实用发展模式。学术模式是一种崇尚纯学科，以学科为中心，按

学科设置专业、课程并依此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比较有利于培养高精尖的学

术性人才。

所谓实用模式是指以社会实践为中心，按社会特别是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并依此

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是二战后随着社会工业化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模式，除正

规的学校(课堂)教育外，还采用各种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展开教育，适合于培养应

用型人才。目前，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教育发展的主

流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普遍存在重学术教育轻技能教育的现象，各级各类学校都朝研

究型大学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严重受冷落。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不利于高教自身的健康发展。虽然高精尖学术性人才的培养不可缺少，但根据目

前发展的状况，采用实用发展模式很有必要。具体要做到：一是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发

展的需要和各个高校发展的情况有意识地引导高校发展，鼓励一般普通院校走实用性

道路。二是各高校应该自觉地与社会经济相联系，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主动为社会服

务。当然这里强调实用发展模式，并不是要否定学术发展模式，而是觉得应该把两者

有机的融合，根据发展的需要和各种实际，合理确定采用哪种发展模式。

3、积极差别待遇发展模式与补偿性发展模式相结合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问题越来越明显，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这种

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积极差别待遇和补偿性发展是在解决差距问题上的两种

发展模式。积极差别待遇简单的说就是要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但又采取

措施控制和缩小差距，以保证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合理的差距是发展动力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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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它能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刺激“后发”地区追赶“先发”地区。积极差别

待遇在实施过程中，最常采用的就是设立教育优先区。

补偿性发展是美国学者柯尔曼(Coleman．James)提出的消解教育差异的原则。。

其主要思想是采取经济、政策等措施补偿“后发”地区教育或是那些有能力但没有优

越条件学习的人，补偿的核心是对发展环境恶劣的人和地区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主

要有三种：(1)以项目形式扶持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某些高等教育

发展项目；(2)设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专项基金，帮助贫困地区发展高等教育；(3)国

家采取积极的工资和补贴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积极差别待遇与补偿性发展可以形成互补的关系，教育优先区发展带来的差距可

以通过补偿的方式获得控制和缩小。两者有效结合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4、稳步发展模式与适度超前发展模式相结合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社会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源，

而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科研等为社会服务。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先

发展社会还是先发展教育的争论，两者该如何发展呢?这里存在稳定发展模式与超前

发展的问题。稳定发展模式，即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对高等教育投入有限，

扩大招生使在校生人数剧增，造成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资源短缺，影响了教育质

量的提升，也造成了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因此，提倡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

日益增长的需要，又要保证高等教育基本的教育质量，保持相对偏紧的高级人才供给

状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适度超前发展是在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超前发展，是在其

他三个要素合理发展的前提下，以规模速度最大为基准的发展，适度超前发展保持了

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度弹性，是适应高等教育内外部发展

规律的发展，决非脱离了内外部发展规律的随意发展。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比

较旺盛，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高层次人才，

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较大空间。但是人才的培养及储备，必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依

据，进行科学预测，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因此，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必须根据具

体实际，有所选择的发展。

笔者认为，无论是采用那种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把高校办出特色、办出优势、

办出水平。办学特色的形成是高校实现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彰显学校声誉、

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是学校发展的基石。

。Coleman J．Equal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Bouler：Westviewpress，chptone
‘o赵庆年．孙登林f；『i|发腠的观点看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理工高教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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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包括动力机制、决

策机制、执行机制和调节机制。

1、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指启动高等教育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

因此高等教育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和谐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

的需要。高等教育是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摇篮。社会要和谐发展，作为发展主体

的人首先必须是和谐发展的，而和谐发展的人的培养离不开高等教育系统的支持，所

以社会要和谐发展就要求高等教育要和谐发展。(2)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高等教

育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政府对高等教育

的重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比如说，政府如果对高等

教育足够重视就会在高等教育投入上持续稳定的增加以保证其发展。(3)个人发展的

需要。从古至今，教育都是社会分层的一种重要工具。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而高等教

育又是个人受益率最高的教育阶段，每个想进入高校学习的人都希望得到和谐发展，

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4)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贡献。和谐发展及高等教

育和谐发展理论的研究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2、决策机制

高等教育决策机制是整个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体系的中心，负责对运行目标、任务、

步骤等作出决策性的选择。决策机制的建立，能够对影响高等教育运行的诸要素进行

有效地控制与协调。高等教育的决策机构由高等学校、政府机关、科研机构以及其它

一些社会实体等联合组成。运行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制订计划，确定目标。决策机构主

要负责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贯彻高等教育活动、工作、目标运行的全过程。

高等教育的决策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社会～体化规划的抉择。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主管

部门，出面统筹。首先要把经济、科技、教育等相对存在的系统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用系统调控的手段，实现整体优化；其次是改革高等教育的办学机制，强化高等教育

办学体制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单纯依靠国家或省(市)级政府办学的单一、封闭、垂直

管理的旧体制，建立以国家为主、社会为辅、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与社会监督管理相结

合的新的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

担机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鼓励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提倡因地制宣、注重实

效的教育资源整合，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决策机制的有效运

行，为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避免决策不当和决策失误给

教育发展带来不必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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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机制

执行机制是指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组成互相制约的整体后，明确各自职责，各司

其职，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实施计划，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高等教育，使高

等教育行为按决策确定的方向、目标运行。在执行过程中，必须用战略的眼光，通过

监督反馈途径，对高等教育建设齐抓共管，使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且执行过程一

定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作保障，使教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走依法治

教之路。

4、调节机制

一个高等教育系统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就看它能否处理好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

环境的关系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诸如规模、质量、结构、效益以及各

级各类教育的承接等关系，这些关系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互相影响，关系

错综复杂，任何因素处理不当或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因此，有必要、也必须对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诸要素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控制，使高等

教育发展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在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得到统一，从而促成高等教育和

谐系统的形成。高等教育调节机制具有两种基本的调节方式，即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

市场调节是指高等教育根据社会和就业市场的需求程度来规划高等教育投入及发展。

如热门专业的申报，科技园区的建设等就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计划调节是指高等教育

管理者根据教育发展规律、国家高教政策等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调控，如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制定法律、政策等对教育系统进行调节。市场调节具有自觉性、主动性、盲目

性等特点，而计划调节具有自发性、被动性、刻板性等特点，各自对高等教育和谐发

展有不同的影响，都有其优缺点，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观就是要把计划调控和市场调控

有机的结合起来，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四)完善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监督机制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确保高等教育全面和谐发展的最重要的措施之～。在这

个问题上，关键是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监督评价体

系。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监督机制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监督和规范作用的监督

方式，应该认识到监督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和促进。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更应该注重

评估，重点指出各院校存在的问题和仍有待发展的领域，帮助提高高校和整个高等教

育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完善能力。教育监督机构理论上应该由一些有经验的教育专家组

成，他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和方法推动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发展，还可以帮助

各高校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教育评估体系在建立时，应高度重视评估的导向性，改

变传统评估只单纯注重学术评估而忽略社会贡献的评估的局限性，从注重发展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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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转到注重发展结果的评估上来。其次，要改革评估体制。重点是理顺政府、学校、

社会三者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建立独立的多元化的、社会化评价体

系，逐步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评估过程开放化，评估结果透明化。还有一点就是建

立和适时更新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状况数据库。这是反映高校教学工作运行状况和教育

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可以保障、增强高等学校办学的透明度。

(五)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创设和谐发展的保障系统

和谐的生态环境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元的、

复杂的环境系统，是指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作用和调节

作用的环境体系。这一系统包括三个方面①：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综合外部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的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环境；二是以单个学校或某～教

育层次为中心构成的，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主线，加

上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因素组成的系统。在整个教育生态体系中，任何一

种生态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由于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相互作用，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和谐和发展。

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建设、人文生态环境建设和社区生态

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缺一不可。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认识和开发的资源，这种资源对教育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

响。高等教育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化，包括校园规划、绿化、美化、环境卫生与校容、

校貌等方面的建设。自然生态环境是学生审美教育的原始教材。

人文生态环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态度、观念和团结和谐的人际

关系以及体现高校文化艺术特色的建筑风格，高雅的文化娱乐设旋，浓厚的学术氛围，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不但可以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使人的

精神生活得以升华，而且还能规范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

学校只是整个社会大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点。社区生态环境的优化属于教育宏

观生态环境的范畴，范围很广，包括整洁、健康的周边环境与秩序，顺畅而方便的供

给与服务环境，友好的往来关系，发达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等，其中最基本的是

周边环境与供给服务环境。良好的社区环境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同

时还可以陶冶学生情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只有高等教育的

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和社区生态环境三者和谐发展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才

会成为可能。

。鲁沽．教育社会学【M1人民U{版祉1989版P75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研究

(六)建立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预警系统

高等教育预警系统是指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处理、评价系统，及时发现、反馈评

价信号，并将评价信号快速提交给指挥中心以利于中心作出决策，预防、处理一些将

要发生的事件。o高等教育预警系统具有监测与预见功能、评析功能、防范功能、控

制功能。高校预警系统的构建，可以有效的保障学校目标的实施，科学规范学校的教

育教学管理，规避学校办学风险，为教育者与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发展依据，从而保证

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此外，高等教育预警系统的建立，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

提供信息服务、采取救济措施，受教育者理智维权的必然需要。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

的高等教育体系，没有一个完善的预警系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以调控和规范是不可

思议的。

高等教育预警系统可分为纵向层次管理系统和横向水平管理系统。这两个系统分

别承担着预警安全内容和管理机构的作用，并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共同承担保障高

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的责任。高等教育预警系统的纵向层次管理预警系统包括三级：

一是国家预警系统，主要是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监测和调控；二是区域高等教育

预警系统，主要是以省为单位，对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进行适时监控；三是各高校预

警系统，主要是对本校的发展方向及时做出科学判断。三级预警系统中，高校预警系

统是基础，区域预警系统是核心，中央战略预警系统主要起宏观指导作用和调节作用。

高等教育预警系统的横向水平管理系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风险预警系统；二是

教育政策预警系统：三是教育质量预警系统；四是就业信息预警系统：五是教育发展

差距预警系统。五个方面主要对高教系统所要监测的对象和要素进行分类，从而实现

包括办学、教育政策、教育质量、就业情况等领域的横向联合和协调。

为确保高等教育在社会转型和自身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和谐发展，必须积极探索建

立新的有效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系统。缺乏预警系统，将给国家、社会、投资者、

受教育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高校难免陷入大量的权益纠纷、经济纠纷和教育诉讼。

但也要注意，在监测过程中，不同时期，监测的内容和重点应该不同。以我国目前高

等教育发展的状况来看，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问题和教育质量问题是当前监控的

重点。

o牡国锋．刘昌明高等教育预警系统的组成及功能韧探．山东青年1二部管理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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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高等教育的转型过程是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抗衡、各种矛盾此消彼长的过程

中逐渐得以完成的。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如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

中，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的问题；教育走向国际化后教育主权问题及教育如何更好

的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问题等，同时也使一些原来就存在的老问题更加明朗化，如教育

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问题，教育的区域差距问题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沟通

问题等。各种新老问题的存在，影响了高等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

健康持续发展，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最终影响的是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高等教育领域内引入和谐发展理论，用和谐发展理念指导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大要素

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等，最终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和谐发展，是

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本文在对和谐及和谐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理论体系，真诚希望这篇学术论文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由于时间有限和笔者目前能力的限制，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标准问题。和谐首先是形容某种关系状态，但由于高等教育系

统的复杂性，关系的多样性及笔者能力的有限性，目前难于归纳出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具体标准。其次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策略选择问题。文章中虽然对和谐发展的几项

策略有所论述，但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整篇论文行文到此，与其说是结束，还不如

说是一个开始，对于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完善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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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逝者如斯，三年的学习生活随着论文的完成告一个段落，此时此刻，千头万绪油

然而生，喜悦之情重涌心头，有对论文完成的释然，也有对各位老师、同学的感激之

情。本论文得以完成，里面包含了众多老师的悉心指导、支持以及同学帮助，在此本

人致上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罗明东教授。罗老师不仅学识渊博、思维敏锐，治学严谨，

而且还具有高尚的人格。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罗老师不仅在专业上给了我许多教诲，

使我的知识得以丰富，视野得以拓宽，更教给了我许多做人的知识，让我在做人，做

事方面取得了更多经验，人更加成熟。在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整个论文从选题到资

料的查找、写作、修改以及最后定稿无处不渗透着罗老师的心血和汗水。生活上罗老

师和师母对我时时关心，在遇到困难时，给予我无私的帮助。谢谢您们的热情关怀!

其次，在云南师范大学教管学院七年的学习过程是漫长和充实的，在此我要感谢

曾经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感谢王凌老师、黄海涛老师、李兴仁老师、李劲松老师、

李天凤老师、付金芝老师、李红老师、李爱萍老师、傅淳老师、孙亚玲老师、张晓霞

老师等，是他们的谆谆教诲拓展了我的知识，启发了我的思维，使我受益匪浅；感谢

罗黎老师，是她热情、细致的工作让我顺利渡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时光；感谢教管学

院和研究生处所有为我学习提供方便的老师们，在此表示忠心的感谢!

此外，要感谢李舜师兄、扶斌师兄及邹敏老师，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为我指

导论文，帮我修改，给我提中肯建议。对他们的感激我无言以表，愿他们永远幸福!

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同学及各位师姐、师弟、师妹，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

相互帮助，相互鼓励，观点的相互碰撞也给了我很大的启迪。祝愿他们都有一个美满

的生活。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亲朋好友，是他们的爱托起了这漫长的求学三年，

让我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祝愿他们健康、快乐!

王周红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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