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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秩序化政策研究》是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经历大众化并走向普
及化进程中的发展政策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年来发展迅速，面临许多瓶颈和矛盾，《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秩序化政策研究》从多元化、市场化和秩序化政策三个维度对高等教育发展领
域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研究分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发
展的三个阶段，研究了办学体制多元化和投资体制多元化政策的目标和影响机制，研究了高等教育的
市场和发展秩序监管有关政策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在国际比较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合
理规模和发展速度并为政府提出了减缓扩招的政策建议，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政策体系的关系.
并对日本、中国三个不同层次城市及三个省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进行了号题比较分析。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秩序化政策研究》的研究有助于丰富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研究角
度和研究内容，深化相关教育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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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海波，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管理学系与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教育经济学会
理事。
1985年获得中山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中国矿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管理工程
专业工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从事过高校教学
和管理、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等工作。
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规划与政策，学校能力建设和管理创新。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服务事业产业化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与卫生管理
体制分类改革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的研究项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与教育
体制改革研究”和多项部、市级纵向课题和政府委托课题，参与过上海市、区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起
草工作，主持的多项课题获得了全国和市级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有关政策建议获得政府重视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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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和政策变迁的历程与特点三、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四、办学体制多元化政策对
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五、高校产权制度改革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六、产权制度对办学体制多元化
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七、产权制度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影响八、案例：办学体制多元化
促进独立学院的创办第二节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多元化政策一、投资体制多元化扩大高等教育经费供给
的国际经验二、投资体制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促进作用三、案例：投资体制多元化与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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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供给与需求二、高等教育领域的政府与市场机制三、高校在发展中的利益类型与诉求表达方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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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市场中的高校筹资行为第三节 教育市场中的制度性壁垒与政府政策改进一、教育市场中制度
性壁垒的概念和内涵二、制度性教育壁垒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三、制度性教育壁垒产生的条件和原
因四、合理运用市场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五章 高等教育发展的秩序化政策研究第一节 高等教育秩序化
政策的内涵一、高等教育发展秩序的内涵二、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秩序的责任三、高等教育秩序化
政策的分类四、高等教育发展秩序化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二节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监管政策一、高等
教育监管的基本内涵二、高等教育监管的必要性三、高等教育监管的范围及其影响四、高等教育监管
中的问题及对策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合理规模和速度一、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经验和教
训二、决定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三、我国高等教育的合理规模和速度分析和建议四、国
家利益、社会需求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第六章 高等教育政策体系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第
一节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政策系统的关系一、政府教育管理的层次与职能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
类型及其执行过程三、分权化的体制结构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四、制度同型与高校的多样化第二节 高等
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一、科学发展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二、深化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的建议第七章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专题研究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新政策研
究一、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三化”方针二、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演进三、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发展
的基本经验第二节 不同发展水平下发达城市政府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比较研究——以伦敦、上海
和宁波为例一、大都市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二、三大城市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及对城市发展的贡
献三、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价值趋向：经济社会的发动机和战略性产业四、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多
类别的高等教育体系五、政府的资源配置机制六、制定系列政策推进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七、政
府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服务八、基本结论第三节 苏浙沪高等教育资源整合与发展：政策的视角一、苏
浙沪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状况与发展趋势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三、行政区划、
管理体制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四、合作机制：制度安排中的互惠、互利与三方“共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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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体制改革的收益指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制度及各种结构、改变资源配置，促
进了高等教育发展，也可以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收益。
直接收益方面如资源的节约、机构的精简、同等条件下相比减少了经费投入等，间接收益方面如新体
制产生新的生命力、获得新的活力等。
当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的预期成本时，改革才可能发生。
2.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实现机制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调整或改变体制内要素的组织结构和相互关系的过
程，这种调整最终将体现在新的组织结构和要素关系，调整或变革的内容包括体制的功能、组织结构
、制度等。
例如扩招前后政策从以条件定发展、抑制高等教育的需求转变为扩大高等教育供给，在各种层次上从
一元化转变为多元化，从缺乏弹性转变为富有灵活性，相应的体制中的各种制度发生了改革。
　　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反映了政
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利益安排。
制度的变革实质上是各种要素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制度变革时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地位
和权力不同而形成权威者——政府从上而下推进放权，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政府向高校放
权、高校向学院（系）放权。
学校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不断扩招，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利益积极扩大地方高等教育，中央为了多种政
策目标（包括提高教育发展水平、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劳动者素质、延缓就业压力等）积极鼓
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其次，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是在市场经济和大众化过程中的被迫反应。
市场经济的冲击破坏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均衡状态，引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剧烈
调整，加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使得高等教育体制不得不进行新的变革。
第三，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对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创造了契机。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资源的潜力被挖掘，特别是在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
的急剧增长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供求矛盾突出，迫使高等教育优化资
源配置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新的有效率的体制。
　　影响制度调整和体制变革的主要力量可以分为政府、市场、文化三种类别，相应的具有三种不同
特点的调整方式①。
　　（1）政府调节——强制性调整方式　　政府的行政指挥与法律的规范，是一种以全社会受教育
者为主体，从社会共同利益和社会文化出发，对教育的发展进行控制和调节以保证高等教育更好发展
的强制性调节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立即见效的调节，对高等教育体制中各要素及其关系的改革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在调整高校与政府关系时政府赋予高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并逐渐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放权
的范围和内容。
在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时政府制定发展计划，并分地区和部门、分层次进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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