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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成教专栏】

新中国教育结构五次大的调整及当前面临的形势

曹 晔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教所，天津　３００２２２）

摘　要：教育结构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优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先后 经 历 了

５０年代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中专院校从综合型向专门化方向进行的调整，６０年代初适应“大跃进”导 致

国民经济失调需要恢复调整的中等职业教育大规模缩减，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农村普通教育规模的大扩张，８０—９０年代高中阶段职 普 教 育 结 构 大 调 整 以 及９０年 代 末 和 新 世 纪 初，高 等 教

育本专科结构调整的五次大的调整。当 前 进 入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提 高 阶 段，需 要 对 本 科 及 以 上 层 次 教 育 结 构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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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计 划 经 济 管 理 体 制 的 院 系 布 局

结构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国民经济实

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资源由国家的

各个管理 部 门 按 计 划 进 行 配 置。为 了 适 应 这 一 需

求，我国大中专院校主要是培养国家配置资源的管

理和技术干部。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对专业人

才的培养采取了“谁使用，谁培养”的原则。而旧社

会留下的大中专院校大多数是综合院校，学校在区

域分布上也极不平衡。为满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

例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在教育部

领导下，按照专门化、单一化的原则，从１９５２年开始

对全国大中专院校进行大规模的院校布局和专业结

构调整，经过调整形成了在教育部统筹协调下，各部

门办学的格局，即农业院校由农业部门管理，工业院

校由各 个 工 业 部 门 管 理，师 范 院 校 由 教 育 部 门 管

理等。

基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工业化的 需 求，１９５１
年９月２４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次全国院系

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

点，发展专门 学 院 和 专 科 学 校，整 顿 和 加 强 综 合 大

学，”“专门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

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

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１９５２年高等院校

开始按照苏联高校系科设置模式，将大批原有综合

性大学内的院系拆分，按照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工业

化建设要求以及兼顾区域布局均衡的原则，重组成

为新的专门学校。经过调整到１９５３年学校数减少

到１８８所，本 专 科 在 校 生 增 至２１．２万 人。到１９５７
年调整 结 束，高 校 增 至２２９所，本 专 科 在 校 生 增 至

４４．１２万人，并较全面地建立了工业、农业、师范、医

药、财经、政 法、语 文、艺 术、体 育、民 族 等 类 专 门 院

校。［１］也改变了原来高等学校地区布局极不合理的

现状，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

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

可观的发展，建立了机械、化工、建筑、地质、工业、冶
金、电力、交通、航空、轻工等专门院校，适应了计划

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也初步

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
中等职业学校将解放前的综合性职业学校改称

为技术学校。１９５３年７月，高 等 教 育 部 颁 布 了《关

于中等专业学校设置专业的原则的通知》，要求“各

业务部门在制定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专业

设置计划时，以中央各部门统一计划为原则（地方领



导的学校除外），学校之间适当分工，所设专业力求

集中单一，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力量，并可避免

在教学设备方面的困难”；“原有条件比较好的学校

所设专业，以 不 超 过４个 为 宜，新 办 或 条 件 比 较 差

的，最好设一、二个专业，至多不超过３个”。
这次教育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专业设置专门化、

单一化的专门院校，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地区都大

多有了大中专院校，较好地适应了国民经济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 和 国 家 工 业 化 对 管 理 和 技 术 干 部 的 要

求。但在满足国民经济管理需求的同时，多科综合

型大学大幅度减少，１９４７年我国综合大学５５所，而

１９５３年仅为１４所，１９８３年也只有３６所，影响了中

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能力。如有的学者认为五十年

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违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

综合型与研究型的趋势的。”“实际上自１９５２年起以

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可以说没有一所学科设置完备

或较为完备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而多数单科或多

学科的独立学院，离开了作为大学母体的文、理两个

学院，其基础课的教学必大为削弱。这样，从各综合

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学院，实际上都变成为技术性学

校”［２］。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教育大调整

１９５６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计划用１０到１５年

的时间，却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我国就开始进入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同时，第一个五年计

划完成，全国各方面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在胜利面

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

主观能动性的作用。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

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 义”的 总 路 线。总 路 线 提 出 后，党 发 动 了

“大跃进”运 动。“大 跃 进”运 动 在 建 设 上 追 求 大 规

模，提出了 名 目 繁 多 的 全 党 全 民“大 办”、“特 办”的

口号。
要实现教育领域的大跃进，国家财力有限，只有

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实现“大跃进”。为

此，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

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国
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

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

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

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

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的方针，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从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来 看，１９５７年，全 国

中等技术学 校 数 量 是７２８所，在 校 生 人 数 是４８．２２
万人，到１９６０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数增加到４　２６１
所，在校生数增到１３７．７４万人，学校数量是１９５７年

的６倍；１９６０年底全国技工学校达到２１７９所，在校

学生５１．７万 人，招 生３３万 人，１９６０年 技 工 学 校 数

量是１９５８年 的５．３倍。１９５８年 以 前，我 国 农 村 没

有专门的中等职业学校，在“大跃进”运动的感召下，

１９５８年一年，全 国 农 业 中 学 发 展 到 两 万 多 所，招 生

二百多万人。普通中学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１　０９６所，增加

到１９６０年的２８　９３１所，在 校 生 从６２８．１万 人 增 加

到１　０２６万 人；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数 从１９５７年 的２２９
所，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１　２８９所，在校生从４４．１万人

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９６．２万人。
三年“大跃进”，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炼钢铁，

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

膨胀。仅１９５８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

到４　５３２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增加了二千多万。城镇人

口由１９５７年的９　９４９万，猛增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３亿，

３年增加了３　１２４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９０％属

于机械增长，其中２　０００万来自农村，流动期主要集

中在１９５８年［３］，结果导致农业劳动 力 的 严 重 不 足。
以１９６０年为例，农业战线主要是粮食生产第一线的

劳动力就比１９５７年减少了４　０００万人。许 多 地 方

只有５０－６０％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上，其中占相

当比例的还是老弱妇孺等半劳力。劳动力数量和质

量的下降，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大

幅度滑坡。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加之三年自然灾

害，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人民的生产、生活受

到严重影响。１９６１年１月 中 共 八 届 九 中 全 会 决 定

中正式提出 对 国 民 经 济 实 行“调 整、巩 固、充 实、提

高”的方针。２月，中 共 中 央 批 转 中 央 文 教 小 组《关

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

报告》，教育部从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对教 育 进 行 了 全 面

的调整、整顿。１９６０年 以 来 先 后 三 次 精 简 职 工，调

整合并学校，压缩办学规模，对农村职业教育，文件

规定“农业中学应该改为业余学校，或者利用农闲季

节一年学习三个月到五个月，其余时间回生产队劳

动”［４］（Ｐ１７３）。
经过三年的调整，到１９６３年中 等 专 业 学 校、中

等师范学校、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技工学校，
由１９６０年的３１　００１所，减 为５　８７８所，减 少８１％，
在 校 生 由 ５０３．５ 万 人，减 为 ８３．７８ 万 人，减 少

·６６·



８３．４％，教职工由５１．３８万 人，减 为１８．１９万 人，减

少了６４．６％。普通中学数从１９６０年的２１　８０５所，
调整为１９６３年的１９　５９９所，此后基本稳 定 在２万

所以下；在校生由１　０２６．０１万人，调整为７６１．６１万

人，此后开始逐年较大幅度增加；教师减少的数量不

大。高等学校数由１９６０年的１　２８９所，调整合并为

１９６３年的４０７所，本 专 科 在 校 生 数 由９６万 人 减 少

到７５万 人，到１９６５年，学 校 数 略 有 增 加，共 有４３４
所，在校生数进一步下降到６７．４万人，但教职工人

数变化不大。
此次教育结构的调整，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有

所压缩，调整后的规模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

求相适应，但总体来看，大幅度调整的主要是中等职

业教育。一方面说明职业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形

势最为密切，另 一 方 面，也 反 映 了 职 业 教 育 的 从 属

地位。

三、知识青 年 上 山 下 乡 的 城 乡 教 育 结 构

大调整

十年“文革”，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均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职业教育大幅度减少，普通教育虽然数量

取得了长足地发展，但教育质量大打折扣。高等教

育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停止招生，１９７０年恢复招生，招收

工农兵学员。这一时期，对中国教育结构影响最大

的是普通教育，尤其是农村普通教育从１９６８年开始

取得了飞速发展。

７０年代我国普通中学在校生城乡分布情况

年份
高中

合计 城市 县镇 农村

初中

合计 城市 县镇 农村

１９６５　 １３０．８　 ５６．４　 ６２．５　 １１．９　 ８２０．９　 ３３８．１　 １９４．５　 ２７０．３

１９７１　 ５５８．７　 １２６．９　 ８９．５　 ３４２．３　 ２　５６８．９　 ４８８．４　 ２０６．３　 １　８７４．２

１９７２　 ８５８．１　 ２２８．２　 １５５．５　 ４７４．４　 ２　７２４．４　 ６５６．１　 ２５４．５　 １　９０４．７

１９７３　 ９２３．３　 ２７３．６　 １８８．６　 ４６１．１　 ２　５２３．１　 ５４９．６　 ２５０．５　 １　７２３．０

１９７４　 １　００２．７　 ３２２．８　 １９９．１　 ４８０．８　 ２　６４７．６　 ５５１．２　 ２８３．１　 １　８１３．３

１９７５　 １　１６３．７　 ３２３．８　 ２１２．１　 ６２７．８　 ３　３０２．４　 ５９１．１　 ３３４．０　 ２　３７７．３

１９７６　 １５８３．６　 ３３７．２　 ２２１．８　 ９２４．６　 ４３５２．９　 ６７６．３　 ４０１．７　 ３　２７４．９

１９７７　 １　８００．０　 ３５３．６　 ２５６．７　 １　１８９．７　 ４　９７９．９　 ７０１．８　 ４２０．０　 ３　８５８．１

１９７８　 １　５５３．１　 ３４３．５　 ２６０．２　 ９４９．４　 ４　９９５．２　 ６７５．６　 ４４８．０　 ３　８７１．６

资料来源：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３），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

　　文革期间，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大量消失，我国

普通中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初中在校生从１９６５年

的８２０．９万人，扩 大 到１９７６年 的４　３５２．９万 人；高

中从１３０．８万 人，扩 大 到１９７６年 的１　５８３．６万 人。
从学生分布 来 看，１９６５年 高 中 阶 段 在 校 生 数 城 市、
县镇、农村之比为：４３．１∶４７．９∶９．０，到１９７８年 的

２２．１∶１６．８∶６１．１。初中阶段，１９６５年在校生数城

市、县镇、农 村 之 比 为４２．１∶２４．２∶３３．７，到１９７８
年为１３．５∶９．０∶７７．５。

可见，这一 时 期，农 村 普 通 教 育 得 以 大 规 模 发

展，基本形成了“公社（乡）办高中、大队（行政村）办

初中、小学建在家门口”的办学格局。究其原因，一

是党和国家重视工农教育的结果；二是“文革”期间

把职业教育看作是资本主义双轨制教育的产物，尤

其是实行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被大量取消，在“侯

王建议”的影响下，大队开始办小学，许多还办“戴帽

初中”，农民自发地出钱办教育，形成了公办民助的

办学格局，极大地满足了农民子女上学的需要，农村

基础教育实现了“革命”。［５］三是大量的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和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给农村普通教育提供

了大量师资。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倡导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规模较小，方

法也较为温和。然而从１９６６年开始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场强制性的

政治运动。究其原因除了主观上“知识青年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缩小三大

差别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

要。客观上由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 的 文 革 高 潮 已 经 过

去，发动文化 大 革 命 的 初 期 目 标 已 经 实 现，但 三 年

“文革”动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厂停工，企

业停产，学校停课，无法安排近４００万“三届大中专

毕业生”，让这些青年继续留在城市必然加剧本已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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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堪的局面。同时，“老三届”不“清淤”，更多的学

龄青年无法 入 学，现 实 迫 使 知 识 青 年 走 向 农 村、边

疆。这一时期，全国共有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走

向农村，走向边疆。上山下乡的高峰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年，三年内，全国有５７３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６］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了“工农群众知识化”、“知

识分子劳动 化”的 文 化 革 命，大 批 知 识 青 年 上 山 下

乡，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客观上起

到了城市支持农村的作用。同时，农村教育实行了

公办民助的形式，农村普通教育出现了空前绝后的

繁荣，弥补了大量农业中学取消后产生的农民子女

上学问题。

四、适 应 经 济 建 设 的 中 等 教 育 结 构 大

调整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由于十年“文革”对职

业教育的破坏，导致我国中等教育普教化，教育结构

单一化。十一届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发展经济面临着技术技能人才的严重

短缺。为此，中央及时做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

《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指出：
“目前，我国 高 中 毕 业 生 升 大 学 的 只 有 百 分 之 四 左

右。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

学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７日 国 务 院 批 转 教 育 部、国 家

劳动总局《关 于 中 等 教 育 结 构 改 革 的 报 告》和１９８５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都明确提出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从

此拉开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序幕，大量普通高中

改为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扩大招生

规模，新建了一批中等职业学校，普通教育渗透职业

教育，普通高中学校数和学生数大幅度减少。通过

近２０年的调整，中等职业学校（中专、技校和职业高

中）在校生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２６．３万人，发展到１９９８
年的１　１２６万人，增加了近３倍多；普通高中在校生

数从１９８０年 的９６９．８万 人，下 降 到１９８３年 的６２９
万人，后又增加到１９９８年的９３８万人，高中阶段职

普教育之比达到６∶５，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发生了实

质性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结束后的六七年内，我国

农村教育尤 其 是 普 通 高 中 教 育 出 现 了 大 幅 度 的 减

少。根据统计资料计算，普通高中中城市、县镇、农

村学校在校生之比从１９７７年的１９．６∶１４．３∶６６．１
变为１９８３年 的２９．２∶３７．１∶３３．７。同 期，普 通 初

中城 市、县 镇、农 村 学 校 在 校 生 之 比 从１９７７年 的

１４．１∶８．４∶７７．５变 为１９８３年 的１５．４∶１３．３∶
７１．３，县镇增加，农村减少，且变化不是太大。

农村高中大幅度的减少既是对文革期间盲目发

展的一种矫枉过正，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９７７年我国恢 复 高 考 制 度，上 学 有 了 明 确 的 目 标，
但仅有４％左 右 的 人 能 够 上 大 学，人 们 对 是 否 上 高

中有了价值判断。而与此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业分配体

制的大锅饭。家庭收入的多少直接取决于投入劳力

的多少，使一些缺少劳力家庭的子女投入自家承包

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接受教育。同时，允许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政策的出台，拓宽了农民致富的

途径，一些初中毕业的农村学生走上了外出经商打

工之路。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是由

国家和集体经济共同兴办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农业虽说是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但现实中“分”的多，“统”的少，集体经济实力消

弱，举办教育的能力下降，也是导致农村高中大幅度

减少的重要因素。此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大批

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导致农村教师大幅度减少，也是

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教育短期内大幅度减少，进一步证明教育

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任何违背规律的事情，通过非

常规的手段或政策支持，人为地、盲目地扩规模、抢

速度，必然导致教育秩序的混乱。这一时期，国民经

济高速增长的二十多年，极大地拉动了对各级各类

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取

得了二十多年的稳步、健康发展，优化了职普教育结

构，不仅满足了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

的需求，而且中等职业教育对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做

出了重要贡献。

五、实施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的 本 专 科 教 育

结构大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全盘照搬前苏

联的教育体制，压缩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致使我国

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存在专科教育的塌陷。教育统计

数据 表 明，本 科 与 专 科 在 校 生 的 比 例，１９４９年 为

８０．６∶１９．４，１９５７ 年 为 ８９．２∶１０．８，１９６５ 年 为

９５．５∶４．５，１９８３年为７７∶２３。虽然１９８５年《中 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高

等职业技术院校”，但受计划经济体制等的影响，专

科层次的高 等 职 业 教 育 长 期 以 来 处 于 实 验 探 索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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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从政策上得以加

强。１９９４年６月 第 二 次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明 确 提

出“三改一补”的方针来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同

年１０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在成都航空工业学校

等１０所中等专业学校试办五年制高职班的通知》，

１９９６年《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办学主体，拓展

了高职的办 学 空 间。１９９８年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专 科 招

生２８．９２万人，本科招生７６．７１万人，专科招生比例

占高等教育招生比例的２７．３８％，与１９８３年的比例

相比没有提 高 多 少。１９９９年 我 国 开 始 实 施 高 等 教

育大众化战略，把发展高职作为大众化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路

径作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多元化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的体制。１９９９年１月，教育部、国家计委《试行按新

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同时，高等

职业院校设置、审批权下放给地方，极大地促进了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发生了

变化。［７］（Ｐ５４９－５５１）从 此，高 等 职 业 教 育 走 上 快 车 道。
教育部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高

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会后，于２０００年１月教育部

颁布了《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

见》，标志着我国高职高专教育进入规模化、正规化

和规范化发展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高等职业教

育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至此，我国职业教育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发展

阶段，进入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并驾齐驱的新的

历史时期。统计资料表明，到２０１０年普通本专科院

校共招生６６１．７６万人，本专科比例为５３．１∶４６．９；
高中 阶 段 职 业 教 育 与 普 通 教 育 在 校 生 的 比 例 是

４７．９∶５２．１。
国家虽提出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但并没

有提供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需的资金，为了完成

大众化目标，各地通过整合相关教育资源等途径来

实现目标，即各地方通过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
高等学校兼并中、高等职业学校来满足高等教育大

规模扩张所需的教育资源。与此同时，一些重点大

学为了增强竞争力，进行了强强联合、合并，旨在建

立起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型大学。一时中国高等教

育形成了院 校 合 并 之 风。１９９８年 国 家 实 行 机 构 改

革，许多部属高校下放地方管理，高等院校管理体制

从以往部门管理转向地方管理。同时，我国高等院

校实行招生并轨制度改革，毕业生就业从以往的统

一分配转向面向市场就业。至此，我国高等教育从

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门化、单一化，走向了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综合化办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分而

治之的高等教育，经过四十多年后，各高校又进行了

高度的综合化，形成了大批的综合型大学。

六、高等教 育 分 类 办 学 和 建 立 现 代 职 业

教育体系的本科阶段教育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经济社会需求，我国

教育先后经历了高中阶段职普教育结构调整和高等

教育本专科层次结构调整两个阶段，中等和高等职

业教育几乎分别占到了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一半，且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前，我国教育

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阶段，本科和研究生层

次的人才规模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统计资料表

明，１９９８年我国本专科招生人数为１０５．６３万人，高

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２０１０年我国本专科招生人数

是６６１．７６万人，本科招生人数从 扩 招 前１９９８年 的

７６．７１万人，发展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５１．２６万人，２０１０年

本科 招 生 是１９９８年 的４．５８倍。研 究 生 招 生 数

２０００年为１２．８５万 人，到２０１０年 研 究 生 招 生 数 达

到了５３．８２万人，这个数量相当于我国普通高等院

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本专科年均招生数量。世界各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分类改革，也只有通

过分类办学、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才能不断推动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而从现实中人才供求结构来看，根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口 达 到１．２亿 人，中 等 专 业 人 口 达 到１．８８亿

人，中等以上专业人才达到３．０７６亿人，接近美国的

总人口。而从企业劳动者素质结构来看，２００７年我

国城 镇 从 业 人 员２９　３４７万 人，其 中 技 能 劳 动 者

９　８９０万人，占３３．７％；技能劳动者中技师和高级技

师占４．３％，高级工占１８．３％，中级工３７．９％，初级

工占３９．５％。而美国劳动力技能水平，１９５０年无技

术工人６０％，技 术 工 人２０％，专 业 人 员２０％，而 到

２００７年无技术工人占１５％，技术工人占６５％，专业

人员２０％。可见，我国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严

重错位。
一些研究成果更为翔实地证明了高等教育结构

调整的重要性。如上海教科院研究人员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新型国民教育体系构建与

公平教育推进”研究结果指出：我国仍处在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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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需要高等学校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专

门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而学术型人才的需求量有限，
不宜设 置 过 多 的 研 究 型 大 学。目 前，我 国 至 少 有

１５０－２００所大 学，希 望 建 设 成 为 研 究 型 综 合 大 学，
而实际上只要有３０－５０所就可以满足培养学术型

人才的需要。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全国从

事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法人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为

６０万人左右，高 等 学 校 专 任 教 师 为１４０万 人，再 加

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政府、社会团体设立的各类

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５０万人左右，合计学术型人才

的岗位数在２５０万人左右。以每年３％自然减员补

充数和５％的 扩 容 增 量 数 计 算，每 年 可 提 供 的 学 术

型人才岗位不超过２０万人。
正是基于以 上 种 种 原 因，２０１０年《国 家 中 长 期

教育改革 与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 出：
“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重点扩大应用

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建立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近期教育部明确表态，在研究生教育上，重
点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２０１５年专业硕士研

究生和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大体上相当。可

见，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已从以往的发展高等职业

教育、优化本专科教育结构为主，进入了发展应用型

本科、调整优化本科及以上教育结构为主的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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