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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危机
、

改革策略及启示

钱民辉

在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
,

自从获得独立时起
,

其高等教育①就一直在经 历着一 系列的擅

变
。

在经过了 30 年的快速膨胀后
,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正愈来愈受到一种充满限制与挑战

的环境的威胁和考验
; 而且传统的高等教育规划和决策方法 已无法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需要
,

也无法提供适当的方法去评估高等教育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

虽然许多发展

中国家高等教育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相同的
,

但它们各自对危机做出的反应却是不同的
。

各国所

采取的策略大体上有 以下三种
:

被动冒险法
、

主动冒险法和分散 冒险法
,

其 目的都是试图把高

等教育危机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

研究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危机及其改革

策略
,

将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中吸取教训并得到启发
。

早在本世纪 60 年代初期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
,

非洲
、

亚洲
、

拉丁美洲 国家的教

育部长们分别在亚的斯亚 贝巴
、

曼谷
、

圣地亚哥召开了会议
,

认为在优先考虑的改革方案中
,

应

先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

增加入学人数
。

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之所以采取了这种高等教育发

展战略
,

主要的 目的是要快速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具有中
、

高级技术资格和管理水平的人

才
。

但结果超 出了最初的期望
,

在 1 9 6 0一 1 9 8 0 年期 间
,

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非洲增长 了 9

倍
,

在亚洲增长了 4 倍
,

在拉丁美洲增长了 9 倍
。

加之在许多国家
,

高等教育被人们认为是社会

层级流动和职业选择
、

升迁的主要渠道
,

政府制定 了开放入学
、

免费教育
、

给所有的学生颁发毕

业证书以及保障所有的毕业生就业等政策
,

进一步加速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然而
,

正是这

些
“

成功的扩张政策
” ,

使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置于危机的处境之中
。

②如入学人数过 多
、

教

员短缺
,

越来越 陈旧 的物质设备
、

图书资料不足以及没有足够的科学设备
,

使得大学 的教学质

量普遍下降
。

另外
,

大学 内部的效率低
、

财政预算浪费严重
。

据世界银行统计
,

在马达加斯加和

塞内加尔
,

大学第一年底的合格率仅分别为 13 %和 20 %
。

再者
,

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至少从数

量上培养出了大批 的医学博士
、

教师
、

工程师和科学家
,

结果
,

即使是在科学领域里也出现了毕

业生待业和失业的现象
,

这种现象甚至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

当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出

现的危机
,

已经动摇了许多国家的行政人员
、

学术界
、

学生 以及雇主们的信心
。

钱民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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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危机更主要的是经济衰退造成的
。

但高等教育的体制和运行机

制是否能够适应不断变迁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呢 ?

经济的变迁确实影响了高等教育对人力市场预测和规划的模式
,

以往的人力预测模式是

沿袭欧洲的
,

因此它无法预见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内外环境的潜在的限制和偏差
,

忽视了在

不同人力分类之间同行和跨行的替代现象
。

实际上
,

人们已经认识到
,

除了在特别的职业领域

以外
,

几
「

种不同资格者可以适应 同样的职业
,

而由同一专业或培训模式培养 出来的人亦可以适

应许多不同类型的职业
。

在发展中国家
,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迅速增加
,

出现了人才降级使

用或跨布于业替代的现象
,

从而使在职人 员的技术水平远远高于该工种的技术要求水准
。

例如在

埃及
,

越来越 多的工程师正在占据着技术 员这个层次的位置
,

而技术 员则被迫从事技术工人的

工作
。

并且许多大学的课程面窄
、

知识老化
,

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

结果使大多数大学毕业生

不能满足职业 的要求
。

很明显
,

在许名国家毕业生就业难 已经成 了一种结构性的问题
,

主要原

因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与现代经济领域的工作需要量不成 比例
。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把出现高等教育的危机归因于外部不可控制的经济力量
。

当局总

是把 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

诸如资源 日益减少
,

较差的培训和研究水平
,

毕业生就业难等
,

描述为所制定的策略是不可预测的
、

不幸的
、

不合理的
、

偶然性的
,

所以 才出现了当前的危机
。

由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固有的这些内外部限制和滞缓因 素
,

因此
,

它狱 发展总是跟不上经

济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

确切地说
,

由于人们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制定实施高等教 育结构或计划的

改革方案
,

还需要好 多年的时间才能评估新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
,

因此
,

在改革取得成果之前

就可育瑞七现由于方向不对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造成的相当大的风险
,

高等教育系统陷入了

不断变化
、

难 以预测的需求和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对僵化的体制作出调整的夹缝之间
。

为 了把高等教育危机的负面影响限制到最低程度
,

或者从根本上阻断其产生危机的根源
,

使高等教育能适应经济变迁和社会发展
,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当局以及学 生个体都在尝试着各

种改革策略
,

对危机做出 自己的反应
。

这些改革行为可以明显地区分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和

被动地对所面临的困境作出可怜的反应这两种
。

对于教育当局来说
,

问题一出现就意味着风险也将随之而至 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

政策

制定者处在一种 目标相互抵触的微妙境地
。

一方面
,

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看
,

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都尽可能地让中学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
。

但由于免费教育的政策
,

财政预算的减

少
,

沌教育质量不断下滑
。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

由干人 口和社会压力所造成的高

等教育的无限制扩张
,

就会进一步加重资金陇乏
,

质仕趁和就业准等问题的严重性
。

另一方面
,

从效益和均衡 的角度来看
,

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和标准以 及优先研究领域的确定
,

都应当考虑

到经济领域将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和确保更加合理
、

均衡的教育经费
。

在经济滑坡
、

就业增长率

下降以及毕业生就业难等情况下
,

任何允许高等教育无限制扩张的政策都是导致高等教育危

机的主要原因
。

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

不外乎是采取市场需求策略并实施与之相配套的费用补偿

措施
。

发展中国家在对付高等教育危机时通常会采取
一

! ; 列三种主要策略中的一种
:

被动冒险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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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冒险法和分散冒险法③
。

第一种方法是
,

当局在制定改革政策时
,

有意不去触及将会遇到的敏感性问题
,

因为那有

潜在的不利的政治因素
,

只顾避开短期风险 (如学生运动 )而不顾及长期的负面影响 (如高等教

育规模的膨胀导致教育经费的匾乏和教学质量下降 )
。

第二种方法是
,

当局主动尝试着引进重要的改革方案
。

例如在泰国
,

政府曾在本世纪 60 年

代末正式宣布
,

高等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的大量需要
,

对传统大学的承认是根据其成效进行选

择的
。

为解决社会发展的需要问题
,

他们建立了两所函授大学
:
S u k ot h ia 和 R a m kha m h ae

n g
。

第三种方法是
,

教育当局采取比较谨慎的做法
,

在高等教育范围内只进行部分改革
。

例如

在印度
,

政府采取了一种混合入学的政策
,

文科入学完全开放
,

但理工科专业领域却要择优录

取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

教育当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经常是采取什么样的过渡性措施
。

对高校入学不加限制
,

学生

就会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

并且还会进一步想当然地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应当免费
。

对于

这种高教体制
,

巫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变开放入学为择优录取
,

变免费教育为一定程度的收费

教育
。

在阿拉伯国家中
,

由干盲 目扩大招生
,

几乎所有的高校因负荷太重等因素而运转失灵
、

岌

岌可危
。

只有约旦例外
,

它一直坚持择优录取
、

部分收费的政策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值得注意的是
,

试图孤立地解决高等教育间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

例如
,

在一些实行

开放入学政策的国家
,

其大学在第一年末在往存在一个潜在的筛选过程
,

结果会导致较高的重

复和浪费现象
。

从学生个体来看
,

他们应付风险因素能够采取许多形式
。

学生们可以根据职业的发展趋势

决定对学业和课程的选择
。

在许多拥有私立高等学校的国家
,

愈来愈多的学生正倾向于去接受

与职业需求有关的教育或培训
,

而不愿在公立大学继续听取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些传统的课程
。

当毕业 生就业难成为一种严 重的间题时
,

学生们就采取了 一 种所谓监视策略 (S f at eo ut

fS ar et gy )
,

即一边等待
“

合适
”

的就业机会
,

一边接受现实安下心来做临时工
。

但学生个体为减

小冒险的程度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

从整体来看
,

会越来越增加集体的冒险程度
。

例如
,

学生为了

提高个人的就业机会
,

就会决定攻读比原计划要高的学位
。

因为他们认为
,

在所有条件都相等

的情况
,

雇主会把特殊的职业位置分配给学历最高的人
。

但如果人人都采取这种策略
,

在劳动

力市场中个人增加就业机会的优势就没有了
,

这就是人所共知的
“

学位病
”

现象
。

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状态来看
,

虽然还没有出现上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危机状态
,

但却潜伏着危机的隐患
,

在改革中也暴露出了许多与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从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危机及其改革策略中
,

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吸取教训
。

首先
,

高等教育系统应当尽快建立健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

有计

划
、

有目的
、

按比例地发展高等教育
,

提高预测和规划的科学性
、

时效性
。

为此
,

高等教育的改革

应当纳入到科学和法制的轨道
,

应当尽快出台一套高等教育改革法
,

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
。

这

样才能确保高等教育的改革不会误 入歧途
,

不会对社会产生不 良的预后效应
。

当前应当迅速制

止一些高校
,

特别是成人教育中存在的乱收费
、

乱发文凭
、

盲 目扩大招生规模等现象
。

如果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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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下去
,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甚或失业问题就会从隐性上升为显性
,

导致高等教育的危机
,

并

直接影响到我 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

其次
,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既要与经济需求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

又要考虑到其 自身的发展

规律
。

当前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
,

对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

这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并在

招生中降低录取标准
;
加之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双向选择为部分人提供了 自由择业的机会

,

结果

出现 了城市人才堆积而边远地区人才匿乏的情况
。

这几年来
,

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

大

学毕业生降级使用或跨行业替代现象 日益突出
,

隐性失业④率增加
。

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
,

本科生和专科生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人才极大的浪费
。

1 9 8 5 年
,

工科院校本科生和专科生的比

例是 1 00
:

28
。

由干高等教育不能满 足社会对不同规格
、

不同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
,

中初级专

「1人才严重缺乏
,

使得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不得不
“

高材低用
” 。

然而
,

自 1 9 8 5 年以来
,

学院
、

大

专
、

中专竟相
“
升格

” ,

不安于位的现象还是有增无减
。

⑤如果我国的高等教育仍继续采取这种

盲 目扩张的策略
,

还美其名曰
“

改革
”
的话

,

那只能是把高等教育改到危机之中
。

因此
,

应限制高

等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大
,

大力发展各行各业
、

不同规格和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
,

以满足经济发

展的需要
。

当然
,

在进行人力预测时
,

也应当把潜在的职业变化和技术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技

术培训需求的变化纳入到考虑之中
。

另外
,

由于大学 系统的外部效益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总体情况决定的
,

政治
、

经济和技

术的变化都会对高校毕业生的专业水平
、

类 型和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

因此
,

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过程中
,

绝不能把教育推 向市场
。

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的

运行机制
,

教育不属于经济领域
,

它有 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

如果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
,

并在市场

机制作用下运行
,

必然带来教育改革的失败
,

对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

最后
,

不能绝对地追求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完全同步
。

因为社 会发展有其 自身

的规律和特点
,

而高等教育本身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

尤其是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许

多滞缓它发展的限制 因素
,

使其发展总是跟不上社会环境的快速变迁
。

这也就不难理解
,

为什

么从本世纪 60 年代 以来
,

教育一直是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了
。

一方面
,

就高等教育 自身而

言
,

要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调整
,

制定改革方案
,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评估新的毕业生的工作效果和符应预测的效果
; 另一方面

,

应当看到高等教育赖以生存和

运行的环境 已变得 日益复杂和易变
,

这就使我们绝不能忽视改革所面临的风险
。

改革本身也是

一门学问
。

我们应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
,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

育改革的科学理论
,

以缩短高等教育改茧与社会改革的距离
,

并进而推动社 会的改革与发展
。

注 释
:

① 本文提到的
“

高等教育
”
这一术语

,

是对各种类型正式的中等后教育机构的总称
。

这种机构主要培养

中高级专业人才
,

并负责颁发文凭和资格证 污
,

授予相应的学位
,

它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大学和学院
,

范围更为宽泛
。

这样恰恰能够反映出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②③ 参阅 J A M IL SA L M I
“

T H E H IG H E R E D U C A I
’

IO N C R I S I S IN D E又E L O p I N G C O U N T R I E s
:

I S S U E S
,

P R O B L E M S
,

C O N S T R A I N T S A N D R E F O R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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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隐性失业在这里针对显性失业而言
。

大学毕业生在分配中的缓派
、

待业
、

做专业不对 口的工作或临

时工等均可视为隐性失业
。

另外
,

降级使用
,

同行或跨行业的替代现象也可归为隐性失业的一种
。

③ 参见 《今 日中国教育改革探索 》
,

北京教育出版社等 1 9 9 0 年第 1 版
,

第 62 一 6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