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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7_83_AD_E9_c73_112526.htm 高等教育没有现成的

经验和模式，任何国家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阶段

，没有绝对的合理与不合理。譬如印度。过去有人批评其过

快发展本国高等教育，造成教育结构不均衡以及大量人才的

剩余；现在则认为这是经验，因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

量后备人才，有利于该国软件业的发展。此一时彼一时。教

育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 ●主持人：记者 杨 波 ●嘉 

宾：熊庆年(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新闻背景：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日前落下帷幕。数据显示

，今年上海地区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跌破10万人，比去年

减少了6.5%，13年来“考研热”首次出现降温。来源

：www.examda.com 主持人：有论者称，“考研热”降温“彰

显了经济人理性的回归”，“昭示了高学历信号的失效”，

也说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开始动摇和改变”。也有人分

析，“考研热”降温不仅与就业压力有关，也与硕士研究生

教育收费改革有关。然而，不少专家对此持否定意见。如北

大校长许智宏就认为，增加或减少的人数在10%左右都很正

常，导致部分考生放弃的原因可能是误读了关于硕士研究生

收费的种种说法。 熊庆年：我认为许校长讲的有道理。考研

人数变化幅度还在正常范围内，有些报道却用了诸如“拐点

”之类的词汇，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对待考研的态度问题上

，社会在逐渐回归理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确实有“人才高消费”的倾向，很多单位或企业非研究



生不招，招了研究生却不知道怎么用。近年来用人单位在渐

趋务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也不见得

有多少优势。 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对于考研热降温有

多大的影响，社会上存在一些误解。改革是为了提高研究生

教育的质量，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制度基础，而不是像一

些媒体报道和许多公众理解的那样，是简单的收费制度的改

革。错误信息被放大后，容易产生误导，引发一些问题。 事

实上，考研近年来成为“潮”，也有赶时髦的因素，就好比

物理学上说的“共振反应”，是某一个场域里互相感染的行

为。对于我国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而言，期间出现某些波动

甚至无序的状况，都很正常，不必过分担心，更不必将某些

微小的变化无限放大。仅凭几个数据的变化，就作出诸如“

学历失效”、“信念动摇”这样的断语，恐怕欠妥。 主持人

：尽管大多数人不再唯文凭、学历是瞻，但根据2006年某招

聘网对292家IT企业的调查，学历与薪酬基本上是正比关系，

即学历越高，薪酬也随之升高。学历在遴选人才过程中究竟

起多大的作用？ 熊庆年：在一个总的社会平均数上，我们说

读书改变命运，这没错。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发展

的资本，知识拥有更高的附加值，甚至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尽管学历不能代表知识获取的程度，但从社会流动的角度

来看，通过学历条件来遴选人才，还是非常重要的筛选机制

。掌握知识并获取学历，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主

持人：但是近年来，由于学历造假、学术浮躁等客观因素的

存在，学历的含金量已经大打折扣。对此，一位美国教师的

观察与批评值得关注，他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并非从自

身兴趣出发、根据获取知识的需要而加入考研大军，而是为



“文凭”计，客观上增加了机会成本。长此以往，教育的功

能将被逐渐弱化。 熊庆年：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

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在考研的问题上，兴趣被摆在第几

位的确值得一问，但不必看得太严重。研究生与本科生不同

，前者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才，不管是应用型的还是

研究型的，都对创造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后者则更注重综合

素质的培养。过去很多年，我们在大学生培养上学习的是前

苏联高度专门化的模式，专业面狭窄，用杨福家院士的话说

就是，把大家领到几百个“小胡同”里，进得去却出不来。

这一培养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在摸索矫正方案，比

如实行文理交叉、相互渗透、按大类培养乃至不分专业培养

等，总体上是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时代在发展，知识在发展，教育也在发展。100年前，一个

人可以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现在可能需要上百人；100年前，

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可能是在某一领域具备某一专长，现在我

们更需要具有多学科思维和敏锐的发现力、有深厚的人文关

怀、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及科学视野、有国际眼光的创新型人

才。 这就是我们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变化。不仅我国在谋求

高等教育的改革，西方国家也在积极创新。高等教育没有现

成的经验和模式，任何国家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

阶段，没有绝对的合理与不合理。譬如印度。过去有人批评

其过快发展本国高等教育，造成教育结构不均衡以及大量人

才的剩余；现在则认为这是经验，因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

了大量后备人才，有利于该国软件业的发展。此一时彼一时

。教育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来源：www.examda.com 



主持人：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改革现

有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有可能面临全面崩溃

。您怎么看？ 熊庆年：“崩溃论”有点耸人听闻，但问题的

确很严重。高度行政化，过于功利，过于短视，这是症结之

所在。 教育的作用是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培

养工具，特别是赚钱的工具。因此对教育的评价不能忽视最

本质的因素人的发展。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也要尊重学术规律

。在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整个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弥漫。包

括考研热、考证热以及各种教学评估、各类大学排行榜等在

内，无不反映社会极端的功利心。社会发展离不开功利的推

动，但功利并非首要。尤其是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利”字

当头，过分的市场化，肯定会出问题。 话又说回来，我国教

育改革几十年，尽管目前的教育评价机制还不成熟，系统建

构还不完善，甚至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毕竟在慢慢回归

理性，在慢慢修正错误，在慢慢形成一种社会评价机制，这

就是进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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