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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的二十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这种发展为相当广泛的学生群体开放并拓展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前，中国已有2000多所普通高校，每年招收600多万学生。
此外，中国还是国际留学生的第六大主要目的地国家。
　　中国高等教育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仅是入学规模的扩充，中国的大学已经成长为一股重要的科研
力量。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予国，2005年中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高居全球第三（占
全球10％）。
　　中国高等教育是在高校管理、经费划拨、本科评估等主要方面改革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高等教育责任与管理权进一步下放给院校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高校的运营方式。
同时，管理权的下放对高校管理人员的经营与领导技能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自高校扩招以来，中国高校教师数迅速增长。
因此，高校有必要关注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与激励机制的效能，以帮助这些学术人员适应他们的新角色
。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充及多样化，很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系统自身进行更多的研究与分析，
以此作为评价相关政策及实践的基础。
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个积极进展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意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中心与机构已由1990年的4家增长到2006年的16家，这些机构正
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
　　尽管中国高校管理者和教学人员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其独特性，但实际上这些也是许多其他国
家正在应对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一书中，我们力求能够分享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经验与见解，希望这种
分享能够成为人们进行高等教育研究与分析的基础，最终为改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有所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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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必须解决的五项关键议题：寻求政府与大学之
间新的平衡；实施自治；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确保公平、提高质量、控制成本；应对新的责
任压力和责任形式；支持大学教师的新角色。
    本书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并结合议题，给出了相关的实际案例，解剖成功案例中教育决策者的应对
策略和方法，并寻求其中的共性问题，为关注高等教育创新与变革的人士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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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不断变化的背景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就读
学生中有半数在发展中国家（World Bank，2000）。
据统计，学院和大学的注册学生数将从1991年的65，000，000人增长到2015年的97，000，000人
（World Bank，2000）。
毋庸置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会把扩大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作为国家优先
决策的重点。
人口因素、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增强国家自豪感等因素，推动各国政府越来
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同时很多政府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其他部门也在竞争公共财政，这限制了政府在大学校园建设
、教师工资和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等方面的投入。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教育领导人都在积极寻求经济、更创新的方式，以扩大高等教育的
普及率并改善其质量。
　　然而，领导者们发现，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对如何进行变革以及大学和学院应该如何运作这
两个方面很难达到预期的共识。
面临对高等教育进行重塑和改革这一复杂议题，政府官员和教育者都在争取重新确定新的结构、新的
规划、新的程序以及政府和高校间新的关系。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运作方面的每一个变化所引发的连锁效应，都会对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教师、市
民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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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面临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双重挑战。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进取与创新已成为各国大学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查普曼与奥斯汀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思考与对策：政府
和高校间的关系如何求得平衡；高校如何通过管理与领导创新来处理好新型的自治；高等教育大众化
阶段如何解决数量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如何提高科研和教学的质量；如何
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学生的不同需求；对承担新角色的教师们如何提供系统的、有计划的支持；等等
。
作者结合鲜活的案例，为政府官员、高校管理层、大学教师及学生等削析应对策略和办法，并提出了
相关建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范怡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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