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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之挑战》为2010年&ldquo;中芬高等教育论坛&rdquo;的论文集，所收录论文
分为三个部分：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经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高等教育变革、全球
化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系统转型。
书中汇集了中国、芬兰、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等教育专家的学术观点和实践经验。
他们从较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和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出发，就后大众化高等
教育的特征、问题、挑战与应对策略，学科设置模式，人才培养，教育质量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
分析，可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迈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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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一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经验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挑战[德国]乌尔里希．泰希勒中
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若干趋势的分析张力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地方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
考和探索蒋毅坚大众化高等教育时期提高教学质量的挑战[芬兰]莎丽．林德布洛姆．于伦内丽莎．博
斯塔利夫后大众化阶段：中国高水平大学在教育公平中的作用马万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殊问题
及理性出路李福军周奔波赵立莹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李忠主题二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高
等教育变革芬兰科学研究：科学和创新政策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芬兰]马尔库．马迪拉中国高等教
育大众化过程中的系统分化阎凤桥芬兰及欧盟博士生教育的发展&mdash;&mdash;我们应该从美国的经
验中学习什么？
[芬兰]尤西．基维斯特在高校创新教育体系中运用知识管理模式探讨范明，王宝星，安戈锋面向知识
社会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与挑战徐梦杰转型期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对大学的需求和期望：一个案例
分析王昕红论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模式的选择&mdash;&mdash;关于规范型和生成型学科专业设置模
式的比较分析刘小强芬兰于韦斯屈莱应用科技大学团队创业学园探究柴旭东课程建设与高等教育质量
提升&mdash;&mdash;基于两个学院的案例分析罗丹主题三 全球化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系统转型芬兰的高
等教育体系：从社会服务功能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核心功能的转变[芬兰]塞波．胡尔塔中国的跨国高
等教育及对芬兰的启示[芬兰]蔡瑜琢中芬高等院校合并比较研究[芬兰]李栋作为高校教师发展促进者
的政府和大学：中国的经验施晓先国际视角下的芬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芬兰]图罗．沃塔纳恩我
国一般地方高校学分制的掣肘与调适姚军&ldquo;让思想、行动与世界一同前
行&rdquo;&mdash;&mdash;麻省理工学院教育全球化理念与策略新方向崔军自愿问责制：美国高等教
育问责制发展的新动向柳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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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高等教育扩张与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存在一种机制能平衡劳动力需求与毕业生供给。
高质量毕业生需求被视为推动高等教育扩张的因素之一。
如果需求增加，收入优势就可能减弱。
结果是学生学习的意愿降低，继而导致入学率降低。
若劳动力市场“不匹配状况”一直持续，则需要研究其原因，采取措施，消除不平衡状态。
然而，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是长期性的。
本人曾认为，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由父母或者性别所决定的，而教育最多能促进某些社会选择。
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学习、竞争力和职业之间，以及与个体地位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社会进步不仅
认可成功个人的竞争力，而且反映不同能力与个人成就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得到认同。
尽管高等教育越开放，高等教育的成果惠及的人更多，社会受益更多，人们越追求高等教育的成功；
但受教育水平与职位层级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小。
因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人才供过于求属于正常结果。
（二）高等教育的初次调整与非调整 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情况下，关于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讨论
起初集中于那些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调整的因素：?高质量人才需求迅速增长； ?供给驱动的需求再思考
； ?“筛选式”或“地位分配式”的调整模式，该模式根据职业分级对高等教育的绩效评级，不是根
据竞争力水平评级； ?“过度教育”； ?最后，恶化的就业情势导致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
有人认为各种因素共同使然，然而日益严重的就业情势并没有挡住高等教育扩张的必然趋势。
（三）复杂的局面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有必要考虑高等教育与就业间的关系问题。
下面对该问题列举数例：?“过度竞争”。
缺乏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回报的教育并没有阻挡人们就学，相反，加剧了人们对稀缺的高职位的竞争。
“你死我活”的竞争则可能对学生的社会化、对学习本质的认识以及学习力起伏的“生命曲线”造成
不良影响。
?教育微小差异的相关性。
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声誉或者学生成就的边际差异越难确定其职业差异。
在有关人员的眼中，即使本质上这些差别是细微的，也可能加剧高等教育系统的垂直分层，也会使那
些不在顶层的一般大学，强化其模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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