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并提出了当前在我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 并为建设

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高等教育事业在社会的历史

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 因此促进高

等教育的和谐发展不仅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暴露

出的矛盾和问题的积极途径, 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

会的重要内容。在当前,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和谐发

展,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理念、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

革、解决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矛盾。

一、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 其根本作用在

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高等教育的

和谐发展首先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 的 核 心 和 基 本 价 值 取

向 , 其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 从发展的目的来说 ,

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 根 本 利

益; 从发展的动力来说 , 发展需要人 , 而且是需要高

素质的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 为社会培养高层次和高素质的人才, 所以

坚持以人为本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 就是使所有学生

能够健康成长 , 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全面 发 展 的

“人”, 这就决定了在高校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

“以学生为本”。

学校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学生进行。培养学生、

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是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最

终归宿。对学生的培养, 要以智能素质为核心, 以身

心健康为基础, 以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此,

高校管理部门和教师应该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动态, 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积极的集体活动, 培养学

生高尚的情操和宽容友爱精神, 培养学生自尊和自

立的意志 ; 要注意因材施教 , 鼓励学生张扬个性 , 发

掘学生潜能; 要积极有效地督促学生参加体育锻炼,

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 要关心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

理健康,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学校的教学科研

活动要以围绕学生成长的成长为目标, 如在课程设

置和开发上, 应坚持把对学生成长是否有用作为基

本原则; 科研活动应坚持为教学服务的原则, 大力促

进科研成果向教学实力的转化, 使学生成为学校科

研的直接受益者。学校的硬环境如教室设备、图书资

料、体育场馆、餐厅宿舍和交通条件的布局也都应以

方便学生为准则。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贯彻“以生为

本”的原则, 实现高校内部的和谐发展。

学生的健康成材离不开教师的精心培养, 高等

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科研离不开教师的积极承担 ,

所以教师也是高校的主体, 只有他们首先成为了人

才才能培养出人才, 只有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职

业道德水平提高了, 才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

务。因此, 学校的所有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优先

给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有力的

条件保障 , 要解决好教师的住房、子女入学、福利待

遇等方面的问题, 尽可能地保证有一个安心的环境

让教师能够潜心学问和教师育人。在教学和科研方

面, 高校必须建立一套规范而公正的制度来规范诸

如职称评定、进修深造、课程安排等方面的工作 , 营

造出一个积极竞争的环境, 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出好

成果。

但是目前我国在教育制度化和教育社会化过程

中 , 高等教育理念也发生了某些偏差 , 出现了与“以

人为本”相反的“以物为本”的现象, 如以经济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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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以各种高等教育指标为本等等。一些学校的建设

和发展不是以服务学生为主, 而是以提高学校的经

济效益为主; 学校工作不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

生健康成长为中心, 而是以增加科研数量、提高教师

的科研水平为中心; 教学管理和后勤服务也不是以

方便学生为主, 而是以便于管理为主, 等等。因此, 高

等教育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首先确立和坚

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定“以人为本”的发展

理念就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 只有这样我

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和谐的发展。

二、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的生存与发展都

与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

教育公平就成了人们追求的基本公平, 促进

高等教育的公平是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

重要内容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种以知识和教育为核心与基

础的时代,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职业选

择和流动能力、社会地位的取得和提升、社会适应性

等都与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所以从某种意

义上说, 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就意味着拥有了生存

和发展机遇。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也可能就意味着失

去某些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人们希望接受教育, 希望

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自己的

发展能力、抓住自己的发展机遇。因此, 拥有接受高

等教育的权利就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的、普遍的追

求。这使得社会成员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日

益关注。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首先要大力发展高等教

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

发展很快, 但离人们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促进高

等教育公平需要增加高等教育供给, 高等教育供给

的增加需要加大高等教育投入, 这是解决高等教育

公平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严

重滞后, 与规模发展很不适应。

2004 年 ,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

2.79%, 处于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水平 , 位居世界 100
位次之后。从高等教育来看, 最近几年财政性教育经

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

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应当成为当前增加高

等教育投入的主要途径, 应尽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早就确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4%的

目标。

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只是给人们公平地享有这

个资源提供了好的条件, 并不等于就意味着人们能

够公平地享有这个资源。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还

必须依靠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合理的制度可以促

进高等教育公平, 不合理的制度将会加大高等教育

的不公平。

首先要依靠制度创新来解决由于高等教育资源

分布不平衡而导致的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在接受高

等教育时的不公平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 特别

是优质资源分布相当不平衡, 而且这种不平衡和差

距短期内还难以消除, 其形成有历史方面的原因, 也

有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我国高等教

育区域发展不平衡既有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

衡, 又有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 现有的高等学校主要

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 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地区高等学校数量很少。出生在经济发达地区

的人有着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和选择, 而出生在经

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则几乎没有接受高等教 育 的 机

会,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 无

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心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

主要是靠国家政策来实现的, 是政策给予的发展机

会。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优先发展的机会一方面是

以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或忽视

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中西部的劳动者和广大的农民

工为沿海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 重 大 贡

献。所以经济发展的机会不公平造成了教育发展不

均衡, 教育发展的不公平又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通过创新性制度设计和

制度创新来实现 , 努力搞好地区统筹、城乡统筹 ,

发挥政府在调配高等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机会中的

作用, 通过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供给来促进人的发

展机会的公平 , 甚至是来弥补 20 余年来我们对中

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的制度性 机 会 剥

夺。

其次要依靠制度创新来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如何

获得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

问题。农村家庭子女、城市外来民工子女、低收入家

庭子女在经过了过早的分流后, 相当多学生放弃了

上大学的愿望, 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少数被

看作有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人, 却因为经济原因, 在

接受高等教育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弱势群体的

形成既有个人原因, 又有社会原因, 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弱势群体将会长期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和支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因此

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 也应该有对弱势群体的特

殊关爱, 建立与完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资助制度,

使他们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享有平等的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 赋予他们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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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只有深化改革, 高

等教育才能充满活力, 才能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取得的。没有高等教育改革, 就没

有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就拿我国高校的

扩招来说, 这几年扩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 主要靠的

就是改革: 一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二是高校收费

改革; 三是高职( 大专) 管理体制改革, 将这类高校设

立的审批权和招生计划权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如

果没有这三项改革, 就根本谈不上高校扩招。当前,

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同样需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

改革来实现。

高等教育的改革首先是要正确处理高校、政府、

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 形成政府服务、社会参与、高

校自主的办校体制。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构建教育服

务体系, 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其主要权

力表现为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监督, 政府

并不直接管理学校的事务。社会主要承担参与高校

办学、为高校提供服务, 并获得相应的权利。高校则

主要承担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责任, 拥有对

学校事务的充分自主权。这样高校、政府、社会之间

就形成了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新型关系, 给高

等教育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前高教领

域在管理方面主要是管理不严格、管理不到位、管理

不科学等问题。高校管理主要是对教学和科研的学

术管理和对教职员工的行政管理。对于学术管理主

要是通过改革形成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的学术传

统、形成充分竞争的激励机制、形成公平公正的生存

环境。对于行政管理要形成体现严格、人本、科学、有

序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应当看到, 高等教育事业

快速发展的本身 , 给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 学校师

生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的深刻变化, 教育

外部大环境的巨大变化 , 加大了管理工 作 的 复 杂

性。这就需要我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很强的事业心

来抓高等教育改革的事情, 只有这样, 才能出更多

的科研成果和优秀人才, 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

总之,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 在

改革过程要充分考虑到稳定问题, 要避免激化社会

矛盾、引发社会震荡。稳定是高等教育改革、和谐发

展的基础。高等教育改革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

物质条件和心理承受能力, 使大多数群众成为改革

的受惠者, 人民群众才会支持和拥护改革, 才会有高

等教育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四、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是协调有序的

发展, 是兼顾数量和质量之间、长远利益和眼

前利益之间、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协调有序, 目前在我国主

要表现在能否解决好几个关系上。

首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

关系。从数量上来看, “十五”时期高等教育已经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 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到 2006 年在校

人数超过 2500 万 , 毛入学率达 22%, 我国已经进入

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这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

等教育, 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高等教育需求。但是由于生源基础、现有师资力量和

设施设备条件、办学管理经验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教育质量问题非常突出。所以解决好教育规模和教

育质量的问题就成了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瓶颈。这

就需要我们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 把握好数量与质

量的辩证关系, 处理好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这对矛

盾, 实现高等教育教育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

其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前目标与长远理想的

关系。既要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 从当前急迫

需求和现实条件出发, 优先解决影响和制约高等教

育整体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又要着眼于高等教

育的长远发展。高等教育在实现自身功能的时候, 要

努力把当前的需求与长远的、未来的需求统一起来,

从而做出合理的选择。

从长远发展来说, 高等教育主要应该解决一个

办学理念问题。树立正确的大学理念, 最核心的问题

是如何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目前我国的大学往

往仅把培养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最

高追求目标, 所以当功利主义思潮袭来时, 许多高校

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文化本质属性和社会公益性 , 片

面追求经济利益, 有的甚至把大学当成经济实体来

举办, 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与日益增长的教育

需求之间所形成的反差, 导致了一些高校教育行为

扭曲以及教育腐败的滋生。高等教育是国家的长久

事业,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高等

教育的最好发展, 是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 对高等

教育的发展, 必须要有长远考虑, 牢固树立持续健康

发展的思想, 不能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这里发达国家的一些高等院校的办学理念就值

得我们学习, 它们在金钱至上、等价交换的世俗环境

中能始终恪守大学的传统, 发扬大学超脱世俗而又

服务社会的精神, 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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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此,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促进高等教育和谐

发展, 就不仅要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更要

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最高理念。真正做到: 在继承

传统中与时俱进, 在服务社会中坚守信念, 在顺应时

代潮流中高扬理想旗帜。

第三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之间的关

系。我国的高等教育, 从横向类别来讲, 有普通高等

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 在办学机制上, 则

有公办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 以纵向层次来分,

则有高职( 大专) 、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这样

的布局是由目前我国社会需要和社会发 展 所 决 定

的。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各类高等教育多形

式、多元化、协调发展的道路。不同的学校只有定位

的不同, 而不应有社会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别。要做

到这一点, 就需要政府实施公平的教育政策, 使所有

学校都处于平等的受助地位。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教

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只有在这种政策的导向和

影响下 , 各高校才能立足自身实际 , 实现科学定位 ,

努力完成学校定位所赋予的发展目标和历史责任。

但是目前各层次的高等学校都把追求高层次、高质

量作为自己的目标, 因此就出现了专科升本科、学院

改大学, 高职学院变普通高校, 教学型大学变研究型

大学。很少有学校会立足于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规

格和相应的培养模式设计来开展工作。而在学校内

部, 往往把科研作为衡量教师水平的唯一尺度, 盲目

追求科研数量, 教师的一切待遇都与科研成果挂钩,

有的学校要求, 晋升教授必须有个人专著; 有的学校

规定评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等等, 这促使了学术浮

躁和学术腐败的滋生。为此, 政府应该利用政策调控

来督促各个学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和社会的需要搞

好学校的定位, 制定切合实际的办学方针。保证各个

层次的学校有平等的地位, 支持和鼓励高等学校根

据自己不同的办学层次制定相应的教学科研活动 ,

培养各种合格的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对人才

的需要得到满足,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 特

别是十五期间 , 学生人数增多 , 规模不断扩大 ; 高等

教育经费成本分担机制初步形成; 法制和制度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 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 高等学校的科研、社会服务

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高等教育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

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 办学

规模与办学质量、高校扩招与师资短缺、东部院校和

西部院校差距、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等。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高等教育

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我们

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使

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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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HI Shuai

(Yuncheng College, Yuncheng, Shanxi, China, 044000)

Abstract: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armoniou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serves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orientated

school management can we hope to re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tackle the projecting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reforms and

hence, achiev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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