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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结构分析》对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布局结构进行了
比较细致的分析，包括对12个学科门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文科与理科、本科与专科，以及各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等教育规模的分布状况的变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由此展示了在中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主要特点。
虽然这样的描述和分析并不能够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过程进行完全和全面的说明和评价
，但是，仅仅从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结构分析》的研究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的意义和成果，回答了社会上和高等教育领域中对中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的一些疑问和批评。
同时，根据国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结构分析》还结合中
国的国情，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发展战略或扩招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且从机制
和质量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昕有这些，对于教育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部门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
招，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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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结构分析：1998-2004年的实证研究》以高等教育结构为研究对象
，依据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应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数理统计的资料处理技术
，通过对1998—2004年10个学科门类、本专两个层次、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
教育在校生和招生数的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从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和布局结构三个
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或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非常客观地呈现了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在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出现的一些新的结构性特点和问题，实事求是地
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绩和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规律与国情、张力与机制以及结构与质
量三个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或扩招过程进行了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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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的科类特点　　正如在上一节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适应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门人才结构，从总体上看，大体呈金字塔形，这是由中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
但是，对总量的讨论只是一个方面，对于每一个学科来说，并非都是一个模式。
在不同的学科中，专门人才的层次结构是不同的。
这既反映了社会需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情况，也反映了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研究与调整，应当充分注意这一点。
比如，一些应用性较强的科类，如农学、工学，需要研究生、本科、专科甚至中专四个不同层次的学
生和人才，而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科类，如历史、哲学，通常只需要研究生、本科两个层次。
　　图5-5和图5-6分别是1998年和2004年中国10大学科门类的本、专科在校生比例。
1998年，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中，专科生最多的是文学和教育学，分别占到各自在校生总数的49％和44
％，在校生数分别为223 342人和6l 324．人；其次是历史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占总数
的39％、38％、37％和36％，在校生数分别是19778人、138 379人、189 806人和48 548人；工学、农学
、医学和哲学的专科比例较低，只有29％、26％、26％和18％，在校生数分别是387 817人、31 680人
、72 586人和857人；可见，1998年所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层次结构在科类上的布局存在着
比较明显的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某些技术性、应用性的专科层次人才需求量最大的学科，如工学、农学、医学，其专科教育比例
过小；尤其是工科的专科层次本来比较小。
这应该是工业化阶段中特别需要的人才层次，特别是中国目前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一个世界制造业
基地的角色，因而对这个层次的工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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