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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教育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个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了人力资源的大国
。
30年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国民受教育的年限，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实现
了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跨越，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在我国各个部门发挥了骨干作用。
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功不可没。
30年来，教育取得的成绩从何而来？
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的。
回顾30年以前的情况，教育受到严重的破坏，知识分子被视为专政的对象，“教育无用论”的思想笼
罩着中国大地。
是邓小平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拔开了乌云，使教育重见光明。
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实行教育制度的创新，在政府主导下依靠人民大众实现了教
育“两个飞跃”。
尽管当前我国的教育还不尽如人意，但教育发展的成绩不能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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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改革30年：高等教育卷》为中国教育改革30年丛书之一。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教育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个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了人力资源的大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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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法规、条例的规定模糊、笼统，缺乏操作性，执行效果不佳　　
国家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初衷是解决国家教育经费不足、高等教育规模有限与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
求的矛盾，而不是着眼于改变公立高校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弊端，提高高等教育领域的效率和竞争
力，促进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中央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在多个重大法规条例、决定中提及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
从总体上看，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法规、决定反复多变，随意性太强，政策前
后多次自相矛盾，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和制度。
有关部门在发展民办教育上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展，提防、控制多于支持鼓励，民办高等教育的发
展缺乏整体规划和完善的制度保障。
民办高教的发展与否、发展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领导的意愿，“长官意志”严重地影响民办
高教的发展。
　　民办教育的有关法规、决定内容空洞、模糊，只具有导向性，缺乏操作性，结果政策无法落到实
处。
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
的办学自主权。
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但却没有就如何保障民办学校的地位和权利作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规定。
法规对民办学校的产权界定也比较模糊。
对产权关系的界定不明确、对营利问题的争论不休直接限制和束缚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手脚，民办
高等教育的办学者缺乏对未来的预期，办学的热情和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激发。
这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实力较弱、难以与公立高等教育进行竞争的原因所在。
　　即便是法规、条例中有明文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甚至走样，一些组织会采取各种
方式和途径进行游说、讨价还价甚至违规操作，使一些规定形同虚设。
例如，《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普通高等学校须具有较高的
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较好的办学条件，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这一规定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
如何判断举办独立学院的普通高校“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较好的办学条件”？
判断的具体指标是什么？
如何理解“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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