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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持续健康发展与

狠抓教育质量
姜 平

(四川师范大学人事处 ,四川 成都 61OO68)

摘要 :中 华民族的腾飞需要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尤 其是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

此 ,必 须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高校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只有狠抓教育质量 ,走
“
质量为本

”
之路 ,才 能确保高

校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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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
“
两翼

”
并进 ,二者缺一不可。教育、特别是

高等教育 ,在这两大战略中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

教育创新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

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

新人才。这不仅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规

模与规格提出了明确要求 ,而且对高校的教育质量

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新形

势、新机遇和新需要 ,很多高校都在为持续健康发展

调整战略思路。本文着力分析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

高校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说明提高教育质

量是高校的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只有走
“
质量

为本
”
之路 ,才能确保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 必须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高校发展战

略的核心地位

我国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

位 ,它 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 ,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

业 ,而且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世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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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经过大量调查和反复研

讨 ,在 ⒛00年 提出的报告《发展 中国家的高等教

育 :危 机与出路》(Higher Education h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l and Promise)中 强调 :没 有更高质量

的高等教育 ,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 自身越来越难以

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国 家的贫富比人类历史

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

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 ,我 国高等教育面

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 ,我

国经过 sO余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已明显缩小了与

它们的差距 ,但教育上的差距依然较大。美国在校

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比例 ,早在 1940年就达到

16%,而根据教育部《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我 国预计 zO10年 达到 15%,相差约 70年 。

就现状论 ,美 、俄、韩等国的大学毛入学率都已超过

50%,进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
“
普及

”
阶段 ;在 亚洲

国家和地区中,约有一半超过 15%,进 人了
“
大众

”

阶段 ;而我国大陆目前约为 11-12%,尚 处在
“
精

英
”
阶段。几十年来 ,我 国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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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源去发展经济 ,今天看来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也难以长期持续。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只

有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 ,尤其是大力发展

高等教育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我国人力

资源的整体水平 ,以 满足∷大 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

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 而我国高等,教 育的
“
大众

化趋势
”
仍将继续 ,教育规模还会持续扩大。

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发展过程中,高校必须

解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教育不能没有质

量。没有质量的教育 ,培养不出国家需要的真正的

人才 ,人民群众望子成才的愿望亦难以实现。没有

质量保证的所谓发展 ,也是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泡

沫 ,既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 ,败坏学校的社会形象 ,

又难以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 ,不 能得到

社会的认同。近几年来 ,一 些高校对提高教育质量

的认识存在误区。不少人认为发展规模必然会影响

质量 ,对提高教育质量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 ,或者

只喊口号 ,不见行动。凡此种种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

持续和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在人类已经

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 ,人 才培养的质量已

成为社会衡量高等教育价值的主要尺度 ,也是高校

存在与发展的生命线。因而高校只有始终坚持把提

高教育质量放在首位 ,以 质量求生存 ,以 效益求发

展 ,才能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提高教育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因为高等教

育质量观总与人才观密切联系 ,由 于人才观的不同 ,

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就可能差异很大。人才观受

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 ,不 同

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观

和教育质量观 ,所 以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发展

变化的。高校必须与时俱进 ,树立新的教育质量观 ,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调整教育目标 ,不 断提高教育

质量 ,所 以提高教育质量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也不

可能一蹴而就。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要求高等

教育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多样化是社会经

济多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科技发展高速化、社会

需求多样化、人的发展个性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

育只有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教育 ,

才能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面对社会的多样

化需求 ,高 等教育必须走多样化之路 ,及 时根据社会

需求的变化确定培养对象的层次、类型和办学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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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不同层次的培养对象、不同学科和人材类型

以及不同办学形式 ,制 定与之相适应的培养目标 ,这

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所以,提高教育质

量是高校长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

二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是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

关键

客观地说 ,我 国高校近年来经历了不平凡的大

发展 ,成效是显著的。不仅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在改

善教学设施、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师资队伍、加强本

科教学 ,以及美化校园环境和改革管理体制等方面 ,

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 ,由 于我国高等教育正处

于大变革时期 ,如何使之更有效地为日新月异的现

代化建设服务 ,我 国高校的发展则又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首先 ,在高等教育
“
大众化趋势

”
的背景下 ,伴

随着政府逐步从直接管理转为宏观调控 ,高 校的办

学自主权正在不断扩大 ,教育服务的对象从政府转

向由政府和广大学生构成的
“
客户

”
,教育投人的渠

道也正在走向多元化。所有这些变化 ,使得社会民

众开始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高校本身 ,不 但关注

其育人的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 ,而且更加重视其教

学管理、教学改革以及深层次的教育质量问题。在

过去 ,成绩好的学生或高校认为优秀的学生 ,一般都

会获得社会的认同。而现在 ,高校的学生是否优秀、

是否有较高水平 ,既要符合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又要

经得起新的或不断提高的科技发展需要的考验。今

天 ,我 国一方面是拔尖创新人才紧缺 ,素 质高、能力

强的适用人才严重不足 ;另 一方面是毕业生就业形

势严峻 ,以致有人提出
“
就业

”
已成为高校进一步发

展的
“
瓶颈

”
;甚至连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

列的江苏省 ,也 出现了学生
“
在高校究竟学到了什

么
”
的大讨论。再反思近年来出现的

“
中学生留学

热
”
,以及境外某些劣质教育机构钻空子、使不少学

子深受其害的事实 ,不难看出,我 国高校的影响力和

今后的持续发展 ,更多地要凭借其教育质量 ,否则 ,

再多再好的机遇也会擦肩而过。

其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在 我国加人

WTO之前 ,国 际教育机构就已开始在我国
“
开疆拓

土
”
。如⒛00年 5月 ,华尔街学院联合北京康培学

院以授权合作方式进人中国市场 ,先后在上海、北京

等地建立培训场地 ,并计划在未来 10年内不断增加

培训点 ,希望在中国各地都建有华尔街英语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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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美国最大的Κ-12私立教育集团也不止一次向

外界表示 ,“ 中国教育市场现实的巨大空间和未来

良好的发展潜力 ,让我们必须关注这个市场
”
。随

着我国加入 WTo,我 国高校必须顺应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趋势 ,直接参与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竞争。根

据 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
”
有关条例 ,其

“
教育服

务
”
主要有以下四种活动方式 :第一 ,提供远程教育

服务 ,包括鼓励甲方成员国向乙方成员国
“
跨国界

”

提供远程教育课程与服务 ;第 二 ,鼓励出国留学 ,包

括鼓励甲方成员国公民到乙方成员国留学、进修 ,接

受
“
教育服务

”
消费 ;第三 ,提倡海外办学 ,包括允许

甲方成员国的教育机构到乙方成员国开设独资或合

资学校 ,从事教学、科研与文化交流活动 ;第 四,鼓励

专业人才流动 ,包括鼓励甲方成员国接受乙方成员

国的公民前来从事专业教学工作 ,如教授外语、数学

或自然学科等。显而易见 ,大量国外资本进人中国

教育市场
“
抢滩

”
已是大势所趋 ,我 国高校只有不断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以 自己的质量、特色和信誉为支

撑主动
“
接招

”
,参加到大联合、大发展、大竞争主战

场 ,才能牢牢占据教育市场的主导地位 ,也才能跨出

国门进行教育输出,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大竞争。

三 高校只有走
“
质Ⅱ为本"之 路才能确保持

续健康发展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成效显著 ,但毋庸讳

言 ,要确保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还面临若干亟待解决

的难题。诸如 :女口何使新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

如何重建或重组学科以满足人才市场不断变化的新

需要 ,如何实施学分制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充分地发

展 ,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如何

使
“
科学教育

”
与

“
人文教育

”
有机融合以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等等。这些问题无不涉及教育质量的提

高 ,而且彼此关联 ,相互影响。如果把这些问题孤立

起来 ,就事论事地
“
各个击破

”
,则 难以取得预期效

果。所以,只有坚持走
“
质量为本

”
之路 ,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 ,才能使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取得预期的效

果。

首先 ,要进一步确立正确的效益观 ,切实处理好

数量、质量与效益的关系。高校的办学效益包括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 社会效益又是更为重要的效

益。如果高校培养出的人才越是符合经济、科技等

发展的要求 ,越能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较大贡献 ,

其社会效益就越高。同时还应明确 ,社会效益不仅

是高校办学宗旨的体现 ,也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为一所高校培养的学生成才率高∷、就业率高 ,其社

会影响力大、声誉好 ,也就能获得更多的优质生源 ,

就能有更大的、多渠道的教育投人空间。所以,在新

的发展形势下 ,高校办学既要考虑规模发展 ,考虑经

济效益 ,更要注重质量提高 ,注重社会效益。尤其是

在教育资源、教育投资不足而一些热门专业生源充

足的情况下 ,必须根据人才培养周期和未来社会需

求进行科学的测算 ,又量力而行 ,在能够保证和不断

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发展规模 ,避 免盲 目发展。

总之 ,要突破教育投人不足对发展的制约 ,高校必须

把目前的有限投人用在刀刃上 ,下决心努力提高教

育质量 ,把学校办出特色 ,通过高质量的教育赋予自

身持久的、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大力拓展政策允许的教育投入

渠道。同时 ,采用切实有效的举措来提高教育质量 ,

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也是

办学效益高的具体体现。

其次 ,确保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端正

教风、学风的任务十分艰巨。当前 ,高 校
“
学风不

正
”
可谓形形色色 ,花样百出。举其大端 :一是学术

“
注水

”
现象比较严重 ,个别教师甚至抄袭他人论

文、剽窃别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溏等等 ,凡此
“
败学

症
”
大有蔓延为

“
流行病

”
之势 ,它不但败坏教师和

学校的声誉 ,而且直接影响到学生健康成长。二是

学生学风不正 ,一些学生以
“
混文凭

”
为目标 ,考试

作弊、成绩贬值 ,以 至毕业生中假文凭、“假干部
”
等

现象禁而不止 ,其诚信水平、综合素质着实令人担

忧。三是由于高校内部基层管理权限不断增大 ,而

管理制度建设滞后 ,缺乏制约机制等等 ,导致的经济

腐败、滥用职权和权学交易等不正之风的消极影响

正在
“
发酵

”
。不言而喻 ,教育

“
诚信

”
已引起社会关

注 ,校园是否纯净也受到质疑。解决这些问题 ,显然

需要目标具体、针对性明确和操作性强的专项治理 ,

但更需要围绕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核心 ,使各项措施

具有系统性、配套性和完各性 ,从而达到综合治理的

效果。

最后 ,还必须看到 ,高 校近年来的发展 ,国 家的

教育结构性调整和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部力量起到

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长期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

平稳发展的高校 ,是在思想观念、管理制度、办学条

件等都准备欠充分的情况下跨人大发展的。刚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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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几年快速发展和变革 ,高校需要进一步巩固、扩  想、各种观念都会在校园内交汇、碰撞 ,要形成大力

大改革成果 ,出 现前述各种问题既有其必然性 ,又亟  提高教育质量的共识 ,并能在每位教职员工的实际

待认真研究解决。在新形势下 ,高 校要实现持续健  工作中得到自觉的贯彻落实 ,尚 有不小的难度 ,加之

康发展 ,势必更多地依靠自身努力 ,依靠各部门和全  处于开放环境中的高校 ,还必须时时注意抵制和消

体教职员工齐心协力 ,围绕共同目标 ,着力于提高教  除某些与我国教育宗旨不合的观念和思潮的影响。

育质量这一关键 ,全力以赴地扎实工作。同时还应  所以,我们只有狠抓提高教育质量 ,才能走持续健康

看到 ,高校是一个智力优势突出的特殊实体 ,各种思  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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彐Ⅱgher】Learong InsJtuσ on sus锯ⅡnabIe1EeaIthy】DeveIopment

and Great Er。 rt。n EduCaJon QuaIity E山 ancement

ⅡANG Ping
(Personnel0伍 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The takingˉ off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lls for a strategy of r苟 uvenati°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hich higher learning sustain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imponance。  Therefore the core of higher learning insututi。n development strategy

must be continuously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 quahty。  Only great effort on education quahty and quah-

tyˉas-essence way can guarantee the devel0pment。

Key words:education quahty; higher learning instituuon; sustainable heah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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