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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 世

纪，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 的历史背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到来的新形势，为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

“加快教育发展”的精神，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实施国际化战略、多样化战略、抓大放小战略、

多元办学战略和特色强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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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

人才强国战略，凸显出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快教育发展，面对经济全球

化和我国加入 %&’ 的历史背景，面对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面对

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到来的新形势，建设什么样的

大学和怎样建设大学的问题，亦即加快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已成为广大高教

工作者倾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我认为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至少由这样几项内容构成。

一、国际化战略
教育的国际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已经成为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加大教育对外开放

的力度，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教育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1 这是

我们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

加入 %&’，标志着我国将市场经济推向世界，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积极地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教育作为服务贸易列在 %&’ 的

服务项目之中，我们将遵循 %&’ 规则和入世承诺，

既有序地放开教育市场，也有序地进入国际市场。

这是我们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现实依

据。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正在成

为国际化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推进，这样的国际化城市将不断增

加。中央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我国的企业开

始走向世界，并且走向世界的势头会越来越强劲。

这就需要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各类国际化人才。

广大人民群众基于这样的人才需求，接受国际化高

等教育的愿望不断增强。这是我们实施高等教育国

际化发展战略的国家需要和群众基础。

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

迅猛发展的潮流，在更迅速的技术创新，更快捷的

知识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得到发展。世界各

国的大学有着共同的人类文明渊源，又深深植根于

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中，形成各具

特色的办学传统和办学风格。博采世界文明精华，

形成现代教育快速发展的通道，这是我们发展高等

教育的明智选择。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以发

挥我国高等教育自身优势为基础，以充分利用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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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优质办学资源为手段，用教育国际化带动

教育现代化，加快提高办学实力的发展战略；是积

极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教育合作和竞争的办学

方式的重大改革；是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先进文

化培养具有国际化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质量

的总要求。

办学国际化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也没有现成的

典型可以模仿，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创新。要构

建好出国留学和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国际平台，最大

限度地满足中外学生留学的需要。构建好中外教师

学术交流，科研合作，互相访问，互相任教的国际化

平台，为办学国际化创造师资条件和学术条件。构

建国内教学国际化的平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绝大多数学生是不可能到国外留学的。为把他们也

培养成适应国际化的人才，就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在发

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欧美发达国家的优

质教育资源，充分借鉴他们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

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紧密

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学科建

设、专业建设、师资建设、试验实训基地建设以及教

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考

试考核诸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使我们的教育质量能

够与国际接轨，培养的学生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协

作，敢于竞争的精神，具有国际视野和与国际接轨

的知识结构，具有创新意识和适应国际化需要的专

业能力。他们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者。

二、多样化战略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教育快速走向

大众化教育。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已经越过大众化

教育阶段而走向普及化教育。现在，高校的在校生

规模达到了 !""" 多万人，各级各类高校总数达到

#$"" 多所。据预测，到 !"!" 年，大学在校生规模将

达到 #%"" 万，为适应这种发展还将新增高校 &%""
所。’&(高等教育的这种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快

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

必然要求，是把我国重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

源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必然

要求。如此大的在校生规模，如此多的高等院校，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就必须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个高等教育体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

们应该实施多样化发展战略。

世界的生动性，在于她的多样性。多样化的生

物个体，多样化的物质属性，多样化的物质形态，多

样化的文化品格，使这个世界生动活泼，五彩斑斓，

魅力无穷。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

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一个地区、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需要一批大校、强校、名校为他们核

心领域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代表他们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需要为数众多的中小型大

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

及化阶段，担当大众化、普及化任务的主力是中小

型大学。因此，当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大校、强

校、名校的时候，给予中小型大学必要的关注，这是

关系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大事，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

的重大战略问题。

除办学规模的多样化外，从办学类型上看，有

学术型和职业型、学历型与培训型之分；从办学层

次上看，有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大学之分；

从办学形式上看，有全日制、业余、广播电视和网络

教学之分；从生源看，有高中生、中专生、职高生、职

技生、应届生、往届生之分。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还将出现成年人上大学，甚至老年人上大学的情

况。那时，上大学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

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一种需要，生源多

样化的情况将进一步发展。

总之，多样化办学是一种需要，是一种历史的

进步，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新情况新形势的发展战

略。只有多样性的高等学校互补共生，共兴共荣，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而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生态园才能万紫千红，繁荣昌

盛。

三、抓大放小战略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抓大放小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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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显著成效。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可以采用抓大

放小战略。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必须有一流的大学。

作为教育发展战略，政府首先抓好清华、北大等研

究型重点大学，给他们巨大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使

他们在决定国家命脉的核心领域充分发挥智力支

持作用，并为这些领域培养出足够的高质量的创新

型拔尖人才。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政府的目标是明

确的，举措是有力的，“抓大”战略已经呈现成效，清

华、北大等研究型重点大学正在朝着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稳步前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将因他们的发展

享誉世界。

然而，我国这么多非重点大学怎么发展呢？我

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政府像对待重点大学那样支持

我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邬大光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本质是规模扩张。这种规模扩张必然引发高等教

育资源配置发生变化，教育资源会明显向精英大学

流动，高等教育的竞争没有公平的起点。实施抓大

放小发展战略，可以破除体制性障碍，把非重点大

学放开，给他们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他们从政府

定位向市场定位转变，在积极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中寻找出路，谋求发展。

四、多元办学战略
多元办学战略即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的多元

化。现在，我国的多元办学体制已经出现，中央有明

确的政策支持民办大学的发展，民办大学也确实迅

速发展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公办大学，特别是非

重点公办大学能否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党的十

六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十六

届五中全会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这为公办大学

的股份制办学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依

据。资金短缺是制约各种大学发展的瓶颈，这在非

重点大学显得尤为突出。如果抓大放小战略使非重

点中小型大学突破了发展的体制性束缚，那么资金

短缺便成了阻碍他们发展的唯一障碍。解决资金短

缺问题，是公办大学股份制办学体制改革的现实需

要。多元化办学战略不仅体现在民办大学的发展

上，而且也应该体现在公办非重点大学的股份制办

学体制改革上。这样，他们就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和国际资源，创造出国家控股的多种办学模式和多

种融资模式，从而为其加快发展注入活力并且在较

短时间内得到较多的办学资源。实施多元办学战

略，进行公办非重点大学的股份制体制改革，是穷

国办大教育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

五、特色强校战略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要求各级

各类高校都办出自己的特色。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

长周远清教授认为，学校办出特色是 !" 世纪深化

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科学

定位、特色强校”的口号。特色强校，应该成为我们

的发展战略，这对于非重点大学尤为重要。非重点

大学没有政府的重点扶植，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

这种弱势地位，就必须依据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创

新办学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特色强校之路。特色

强校的前提是根据市场需求以及自身条件科学定

位，彻底改变千校一面的大一统状态，也就是说办

学定位要有自己的特色，进而在办学模式、学科建

设和专业建设、教风学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

面打造自己的特色。归根结底，办学特色最终体现

在培养出有特色的高素质的人才上。实施特色强校

战略，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新观念，调动一切

办学资源，充分开掘学生的发展潜力，充分培养学

生的个性特长，使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成为受欢迎有

竞争力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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