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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的基石和支撑。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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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指标，而且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动力。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

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

才的竞争要靠教育这一基础。自1977年恢

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

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校类型、教育列别从单

一走向多元，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

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石和

支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强

则国家强。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

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

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以适应改革

开放的需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8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提

出：“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

……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1994年

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

“要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高层次

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实施‘211 工

程’”；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提出：“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

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

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主要

体现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

等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合理配

置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

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化。[1]

1.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

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依然是公立办学，

即由政府单一主体办学，包揽一切。这一

办学体制严重滞后于改革开放、滞后于经

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

于高度教育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章

明确提出：“全国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

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

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1997年的《社会力

量办学暂行条例》，确定了民办教育的法律

地位；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规定，“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

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

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

革和发展”。随后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

高等教育形成了国家办学为主体、社会办

学和国有民办为两翼，辅之以教育集团、大

学城制、混合股份的中国特色高度教育办

学体制。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管理体制改革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

理体制向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转变，是推动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和

保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能不能建立现代化的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直接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

质量和水平，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

平，进而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之后，我

国开始探索适应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进行高等教育体

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

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委之间

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

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这是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

求。2000年以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

的形式扭转了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了两

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新时代中

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打

下了坚实基础。

3.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财政体制改革、

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改革，相对应的必然

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1982年，以

宪法的形式明确国家之外的市场主体可以

办学，特别是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允许“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

杂费”，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

改革。1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实行所

有新生都缴费上学制度。此后，个人资本、

社会资本以及资本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金

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各院校

利用自身不同优势面向社会各界筹措资

金。中国高等教育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投资方式的多样化、投资活动的自主

化，即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

高等教育经费的体制机制。

二、中国高等教育分类的变迁与

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

想状态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 [2]高等学校依托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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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确定发展的类型和方向，有助于高等

教育多元发展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培养符

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中国的高

等教育分类由单一的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

向多样化分类转变，从 1980年代试办研究

生院高校，到 1990 年代实施“211 工程”

“985工程”，再到新时代的“双一流”建设。

以此，高等学校内部进行合理分类和办学定位。

1.高等院校分类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科学合理的高等

学校分类，推动高等教育的大踏步发展，

1986年成立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隶

属教育部），具体负责教育宏观决策咨询研

究。目前，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

研究型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

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4类。根据各自的不同

特色又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

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文院

校、体育院校、政法院校、财经院校、艺术院

校、民族院校等12类。从办学层次看，分为

本科和专科，本科又包含研究生教育。极

大地增强了学校的专业性和特色性，为社

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批的专业人才。新

时代，高等院校将围绕适应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进行更

加科学合理的分类。

2.高等教育类别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但精神生活却相对滞后。如何才能使二者

协调，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人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与此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构建学习型社

会，“活到老，学到老”成为必然趋势。据

此，高等教育由单一的普通高等教育和辅

之的成人教育转变为普通高等教育、成人

高等教育、高教自学考试、电大开放教育、

远程网络教育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人

民群众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实

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教育类别。新时代，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

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

受高等教育。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

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3] 。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高等教育是率

先进入改革开放领域的。高等教育对外开

放逐渐铺开，分为开始进行、不断扩大、全

面发展3个阶段。

1.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开始进行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为培养更多的“四化”

人才，1978年，国家颁布系列关于公费出国

留学的章程，并不断增加政府出资公派留

学生的名额，同时允许自费留学。并于

1981年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

定》，明确提出支持自费出国。为更进一步

地定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1986年

颁布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

行规定》中明确提出，“我国公民出国留学

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有计划

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出国留学，必须长期坚

持”。与此同时，在“引进来”方面，1979年

的《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

题的请示》，积极接受来华留学生，推动了

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2.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阶段

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也必须进

行深层次改革，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中国

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即“走出去”“引

进来”的规模不断扩大。在 1998年颁布的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

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加强

国际学术交流”。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发

展方式进一步明确定位。自此，不仅公派

出国的留学生和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不断增

加，通过对外国留学生来华的招生、录取、

管理等条例、政策进行修订，并制定专门的

文件，比如，《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

办法》等，还允许境外资本来华办学。

3.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信

息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不

断加大。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发展，党和国家加大对出国留学的资助，在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

要》中提出要“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

其他方式为国服务以吸引和聘请海外高级

人才”。2005年，我国进一步增加了公费出

国留学名额，对于自费留学简化了审批手

续，鼓励广大有志之士出国深造。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

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实行“千人计

划”等，使留学归国人员不断增多，而且加

大力度吸引留学生来中国。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的发

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的重

要保障。2017年7月11日，教育部在《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16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596 所

（含独立学院266所），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

2695.84万人。此外，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

据，中国 1978—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累计

达到458.66万人，仅2016年就达到54.45万
人；2016年来中国留学的学生有44.2万人，

来自世界 205个国家和地区。但依然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结构性人才的

供需矛盾、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质量的提质、

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等。对此，进入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

出：强国必先强教，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

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更大贡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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