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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榮日 中國高等教育逐漸走

向國際化與多元化  
學習新視界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榮日應本校教育學院邀請，於4月24日在ED601主

講：「中國高等教育的戰略思維」，林榮日教授擁有深厚的理工背景，他表示，當時

就讀大學是由黨中央提供學費支柱，還有零用金，因此大學畢業後，工作內容自然就

由黨中央來分配，就這樣進入了復旦大學任教。在當時林教授擔任的是高等教育研究

所實習研究員，隨後考取復旦大學國際關聯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專業博士生，在

2004至2006年間，參與「中、加學者交換項目」，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研

究學院訪學，並在2007年獲取法學博士學位晉升正教授，自2012年至今擔任教育經濟

與管理博士生導師。本報特摘錄此場演講重點，以饗讀者。

 

 

 

 

 

今天跟各位演講，主要探討的就是中國大陸在不同時代環境下的高等教育遇到哪些問

題？該如何因應並思考戰略？1949年為最常見的劃分年份，1949至1956年為大改造、

大調整階段，主要是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高等教育體制與思維，改造成新式蘇聯的教

育體系，並且將各校院系重新調整、分門別類，受教育人口也有大幅度提升。

 

 

 

1957至1959年為大躍進階段，也是中國大陸最激進的一個時期，在主政者支持下，每

個縣都廣設大學，加上當時有著十年內要「超英趕美」的口號，在這短短的兩年內

，設立了一萬多所大學，因此也造成許多問題。1960至1965年為調整恢復階段，重新

調整大學盛行的風氣，情況也有所改善，但當時的問題就是大學生入學不是以考試入

學，而是以出身背景做為入學考量，如果家庭務農或是資本家，基本上是沒有機會入

學的，這也是依據當時毛澤東的平民教育思想，希望在富裕之間作取捨，照顧到其他

廣大的老百姓，但也造成了連文盲都能進入大學就讀的狀況。

 

 

 

1966至1976年為文化大革命階段，在這個時期的教育體制處於很混亂的狀態，因為發



生了黨中央的政策實施（農業大學應該設置在農村而不該在城市）與學生之間的文化

思想上產生隔閡，引發許多抗議行為，因此也開始大量裁撤許多大學，但依然也有少

數具政治背景的學生入學。1977年開始到現在，是中國發展變化最大的階段，同時改

變了許多人與國家的命運，就是1977年10月23日這天，開始實施高考（類似臺灣的大

學聯考），也是最重要的里程碑，學生能夠按才選學，當時參加考試的學生，能考上

大學的只有其中的4%，在各項體制規劃的重大改革後，才逐漸走上穩定發展。

 

 

 

1977年後，又可再分為五個階段。恢復整頓階段（1978-1984）：這個階段主要就思

想解放、真理問題大討論，就是希望能扭轉毛澤東當時的政策，並且開始修正政策。

改革摸索階段（1985-1992）：1985年中央發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內容

詳細闡明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目的與作用及六方面的權力下放，中央政府也首次公開

承認對以往高等教育的不力作為。深化改革階段（1993-1997）：中央政府為了討論

是否該下放權力而僵持，當時也發起六四運動，有許多學生、老師都出面聲援，這場

運動可說是影響了整過中國政治，使中國慢慢走向民主化。

 

 

 

快速發展階段（1998-2006）：1990年代起，中央提出的戰略政策，涵義為面向21世

紀發展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在全中國各地挑選出約100所大學，能特別享有政府資

金的優先待遇，稱為「211工程」。到了1998年5月，江澤民在北大100周年校慶提出

，「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要有若幹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在1999年

，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提出支持北京大學及部分高校政

府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與著名高水準研究大學為目標，能受到政府重點支助，稱為「

985工程」；並在同年秋季開始實施大學的擴招政策。透過8年的擴招，大幅改善民眾

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全國高等學校數也從1999年的1942所增加到2006年的2311所、學

生人口也增加了3.2倍；但也造成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一是高校擴招引發負債危機

，二是生源總體品質下降，教育及學生素質普遍降低，三是家庭為了支持孩子上大學

，導致家庭生活困苦，四是大學生就業問題日漸突出，造成「讀書無用論」。穩定發

展時期（2007-至今）：自2007年起，高等教育的擴張速度明顯緩和下來，但總體而

言，是不斷在擴大的。至今，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階段。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邏輯，認為「教育必須為無產政治服務」，在各大學在辦學上



都採雙核制度，簡單說明就是校內的政策推行分為兩條，一為行政，二為黨委領導下

的校長負責督導審核、執行與決議，堅持社會主義的辦學模式。國家以所需人才為導

向，符合市場需求，投入現代化建設，才逐漸發展出「211工程」「985工程」等項目

，2015年發布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總體方案》，確立未來教育的發

展目標，同時結合國際一流大學進行辦學，增加國際交流，並融入了在地國際化的思

維，意思就是不用出國，也能邀請國外學者來到大學授課，享受國際水準的教育，使

中國的高等教育逐漸走向國際化與多元化，並開始朝向人才機制培養創新、科學研究

創新、社會服務創新三方面發展。

201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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