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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举凡以三级递进式初、中、高等学校教育为主干的新型学制的建构，从中央到地方三级教育行政的管
理体制的确立，传统取士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人才出路的开启，明确具体的各级学校教育目标的规
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机构的纷纷创立⋯⋯如此等等，表明中国教育现代化于此时期跨上了第一步
台阶。
　　依据人类社会的演进程序和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谓教育现代化，应该包括教育的世俗化、普
及化、国际化和工技化（专业化）等方面。
即与传统时代的学校教育相比较，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必须力求合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获得国民的
普遍参与、求取人类的新知认同以及适于职业的技能分工。
于其后者，显然是近代以来所倡行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最应完成的时代任务和最能显现的社会功
能。
　　检讨清末实业教育办理实情，将之嵌入自古以来尤其两汉以降中国学校教育发展走势这个宏大的
历史背景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这类学校教育正在进行着一场自古未有的教育变革：就其教
育目的和成效来看，教人“治人之术”的传统教育一改而为授人“治事之技”的新式教育；就其教育
内涵和施为来看，民间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的农工商技艺传承方式则升华为黉舍师生间的智识教习和
学理探研。
这种教育领域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自然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转型对新知
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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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学兴起和农工商实业发展的背景下，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由零散、不成系统的个别规章，逐步
完善为全面、系统和法制化的学制体系。
其生成机理既有与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相关联的“外生性”，又有与个人利益追求和教育自身规
律相关联的“内生性”。
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由于教育观念变革的不彻底、制度施行所需
相应条件不具备、发育运作时间不充分等原因，实际成效与社会期望相差甚大，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以致被谑称为“失业教育”。
　　本文从两个维度对清末实业教育制度进行考察，一是以制度的演进脉络为线索，梳理制度的孕育
、形成和补充、调整过程；二是以办学和教学活动为线索，分析制度对实践的规范、约束和指导作用
及实际的运行成效。
其中第一章分前制度化，零散、非正式制度化和系统正式制度化三个阶段，考察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
背景、机理和形成过程。
对前制度化期的考察，重点寻求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成分，对零散、非正式化期的考察在于分
析正式制度孕育、形成的背景和实践基础。
最后以文本分析的形式，从概念体系、目标体系、组织体系、结构体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
，对系统化的实业教育制度进行剖析。
　　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
论文第二章讨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执行主体。
执行主体应包括办学主体和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及管理者等。
清末是实业教育初创期，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批实业教育的教学机构，故此期办学主体的实践活动和
影响尤其重要。
同时，论文试图从个人利益追求的角度分析清末实业教育制度产生的机理，为此本章分别对社会各阶
层、群体和组织在实业教育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和利益追求进行考察，以服务于文中有关实业教育制度
具有“内生性”的论断。
分析对象包括节制学务的巡抚、劝学助学的士绅、亦商亦儒的商人等阶层，及中央机关的商部、农部
，地方会所和公司，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和团体；分析内容包括各主体对实业教育的态度、兴学活动
概况、参与实业教育的动机、发挥的影响等。
通过对诸内容的考察，寻求各办学主体在实业教育领域里的利益追求，并探讨这些利益追求在实业教
育制度产生和发展中的促动作用。
　　第三章围绕实业教育的施教机构，对实业教育制度规定的各层次、各类型教学组织的教学活动和
办学成效进行考察。
考察对象分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商船学堂、艺徒学堂等，并对清
末女子实业教育进行综述。
内容包括，各类学堂与相应实业领域的关系，各自的兴学概括、基本规模、课程特点、教学成果和不
足等。
一种教育制度的实施效果，最真切最具体地体现于教学的实际结果中，实业学堂是实业教育的基本单
元，从学堂角度对教育制度的微观考察，是对制度进行评判的最可靠的依据之一。
　　与第三章不同，第四章围绕教学而展开，逐项分析清末实业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各要素的实际情况
。
内容包括服务于教学的行政管理、财政财务管理，教学场所和设施，教学活动中的教师和学生，教学
内容、形式和效果，检查教学成绩的考试、考核等。
目的是通过对以上诸要素的考察，判断维系一种教育制度所必需的人、财、物各方面的供给条件，并
进而论证基础条件欠缺是导致清末实业教育制度成效有限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部分是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判断与鉴别。
通过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的比较，分析实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影响和发展程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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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期国外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比较，分析清末实业教育较之临摹范本的长短优劣，并总结清末
实业教育在培养实业人才、完善教育结构、奠定新式教育基础、引领教育思想变革等方面，为中国教
育近代化所作的贡献，同时从物质基础、人力基础、管理状况、社会环境等角度，综合分析清末实业
教育成效有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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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学徒制的缘起和发展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学徒制造就了无以计数的能工巧匠
，铸就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为技术的发展和传递，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学徒制的起源，人们一向认为是开始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例如亚当·史密斯（A.smith）曾
在他的《富国论》中说：“古代是没有学徒制度的，不论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都没有相当于学徒制度
这个词。
”②亚当·史密斯的这个观点在经济史和教育史上得到了普遍认同。
《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也认为，“学徒制度起源于中世纪，它是手工业行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⑧这些观点立足于西方历史的发展，也许不无依据。
事实上，纳入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学徒制度固然可以认为起源于中世纪。
然而，学徒制度本身不仅是在古代，就是在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它的踪迹。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氏族社会晚期的黑陶器，质地坚硬，表面漆黑发光，工艺水平令人叹绝，制
陶过程中必须对制作者进行严格训练。
在教育尚未专门化的原始社会，这种技艺只有在生产劳动中由掌握者向未掌握者传授，有学者认为，
“艺徒的训练培养是古代科技教育的重要方面，而原始社会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是这种教育的良好
开端”④。
商周时期出现有以“百工”通称的种类繁多的手工业者，当时的手工业由官府经营，工匠也为官府的
奴隶，“百工”即为这些奴隶的总称。
对于“百工”之管理和教育，统治者实施了“工商食官”⑤制度，创立了官营作坊的艺徒制，通过艺
徒形式的教育来推动手工技艺的传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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