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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社会需求，也是中国实施科教
兴国的必由之路。
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一条前景辉煌、风光无限但又是一条挑战不断、困难重重的道
路。
如何走通、走好这条现代化的大道，要有坚定的信心、正确的政策和妥善的制度安排。
“信心”、“政策”、“制度安排”不能只靠拍脑袋和传统的办学经验，要有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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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在继承中创新的，思想的演变有其来龙去脉。
要了解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思想，首先有必要对20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如20世纪
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基本状况是什么？
发展的“源”与“流”是什么？
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是什么？
等等。
只有对20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对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有开阔的视
野和坚实的研究基础。
为此，本书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多维度的展开，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选取了相互衔接的五个专题
进行研究，它们是：一、20世纪高等教育思想回眸；二、20世纪西方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三
、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思想；四、21世纪初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趋势；五、中
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与回应。

这五个专题由历史到现实，由实践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践，既相互交织，又环环相扣、脉络分明
、层层深入，基本涵盖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应该确立的基本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之间的相互
关系，这些思想对高等教育发展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与回应，这就使得本研究具
有一定的针对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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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懋元，教授，广东揭阳人，生于1920年。
青年曾在汕头时中中学（四中）、海滨中学（侨中）就读，参加青抗会革命活动。
其后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
　　[编辑本段]二担任职务　　潘懋元教授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
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
长；兼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教育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
南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深圳大学等30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兼职或名誉研究员、教授
。
　　[编辑本段]三科研成果　　潘懋元教授在50年代就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
的改革发展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倡议得到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与支持。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
潘懋元教授所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奠定了这一新学科的基础。
　　1978年潘懋元创办并主持了全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
；1981年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生；1984年教育部将该室改所并下达编制，潘懋元教授
被任命为所长；1986年该所被评为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点，潘懋元教授被评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
科博士生导师，并开始招收第一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生；1988年该所被评为全国教育学重点学科点
；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在该所基础上成立的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被评为全国文科重点科研基地之一；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扩大
研究范围，并增加研究生数量。
1991年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获得国务院特别津贴待遇；1999年，英国Hull大学授予他荣誉博
士学位；2001年，他坚持数十年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成就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编辑本段]四主要著述　　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理论方面的主要编著有《高等教育学讲座》
（1983）、《高等教育学》（1984）、《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1995）、《新编高等教育学》
（1996）《潘懋元论高等教育》（2000）、《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2001）、《中国高等教
育百年》（2003）、《传承与变革》（2004）、《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2004）等10余部
，已培养了高等教育学科硕士、博士1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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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之一20世纪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第一节20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简要回顾
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二、多样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
三、日益注重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四、大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体系更加科学
五、产学研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和发展链
第二节20世纪主要的高等教育思想
一、20世纪前半期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指导思想
二、20世纪后半期高等教育改革及其主流理念
三、20世纪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四、20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演绎
第三节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对20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理性主义对20世纪高等教育的影响
二、功利主义对20世纪高等教育的影响
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消长与高等教育发展
专题之二20世纪西方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第一节自由主义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一、罗素和他的高等教育恩想
二、怀特海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三、自由主义教育流派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第二节实用主义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一、杜威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实用主义教育流派思想评介及其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
第三节要素主义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一、科南特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要素主义教育流派思想评介及其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
第四节永恒主义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一、赫钦斯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思想评介及其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
第五节存在主义教育流派及其高等教育思想
一、雅斯贝尔斯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存在主义教育流派思想评介及其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
专题之三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思想
第一节21世纪初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知识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二、职业劳动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三、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四、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五、国际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第二节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一、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基本范畴
二、高等教育的价值属性
三、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第三节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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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基本范畴
二、人才培养质量观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生产质量观
四、教育服务质量观
五、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化
第四节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一、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三、建立多样化的发展观
专题之四21世纪初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趋势
第一节对21世纪初高等教育思想影响的基本认识
一、高等教育思想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先导
二、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是高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的源泉
三、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与时俱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高等教育思想影响的实然与应然
第二节高等教育大众化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代发展
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认识
第三节高等教育私营化
一、高等教育私营化的现代发展
二、对高等教育私营化问题的认识
第四节高等教育终身化
一、高等教育终身化的现代发展
二、对终身教育问题的认识
第五节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代发展
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认识
第六节高等教育的教学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教学信息化
二、高等教育的教学选择性
专题之五中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与回应
第一节中国高等教育宏观领域的改革及其理念
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轨迹
二、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分析
三、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途径
第二节中国高等教育微观领域的改革及其理念
一、高等教育微观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矛盾与问题分析
三、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途径
第三节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范畴
二、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社会思想体系的变化
三、2l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
四、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行动准则
第四节21世纪新理念指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的。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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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新的办学模式
第五节21世纪新理念指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民营化和国际化发展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行看21世纪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二、加入WTO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调整与转变的趋势
第六节21世纪新理念指导下的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一、21世纪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原则与思路
二、21世纪职业领域的变化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挑战和应对
第七节21世纪新理念指导下的中国高校素质教育改革
一、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实践的发展趋势
二、“权衡沉思”：21世纪中国大学珲工教育的素质培养目标
第八节21世纪新理念指导下的中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的实践
一、融入21世纪知识创新体系的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实践
二、高等学校教学科研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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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等教育管理上的分权制有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有助于增进大学与地方的联系，使高等
学校更自觉地了解地方需要，调整办学方向，改进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增强自身适应性。
同时，发挥地方社会各界的办学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权力过于分散，会带来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上的政令不统一，地方各行其是等问题，以致
造成高等教育发展上的盲目混乱、高等教育行政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集权制，以法国为代表。
法国的高等学校受中央一级的教育部和地方一级的大学区双重管理。
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职责是：制订方针政策，审批各校和各专业授予国家文凭的权力，批准对教
授和讲师任命及其他人事安排，分配各校经费，等等。
大学区的主要职责是：推动并监督高等学校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把解决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散的关系作为本国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中
心议题，致力于理顺联邦中央与各共和国、地方、高等学校的关系。
由于俄罗斯联邦是一个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联邦制国家，为了避免分裂，形成本土内完整的教育空间，
中央拥有的管理教育特别是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不会有太大的削弱。
我国在20世纪也主要遵循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管理上的集权制有利于高等教育政策的统一和高等教育标准的统一，保持全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整体水平；有利于统筹全局、规划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调节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但高等教育行政上的集权制却又容易使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缺乏弹性，难于因地制宜发展高等教育，常
常束缚下级机关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集权一分权混合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管理和调控权，同时，高等学
校依法自治，自主办学。
日本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国立的高等学校（包括大学、短期大学、高专）由
文部省直接管理；公立高校则主要由都、道、府、县和市的地方政府，依据有关法规和文部省的有关
标准实施管理；私立高校，相对来说，有较大的自治权，自行任命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员等。
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高校，都必须接受文部省的监督，遵守文部省的有关章程。
在英国体现为大学体系的国家性和大学管理的自治性，遵循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集权一分权混合制有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明确中央、地方及高校的职责权
限，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不过，在高等教育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中央、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职责权限不能明确地加以划分，
就容易出现互相推卸责任、互不信任，矛盾冲突不断，导致管理效益和办学质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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