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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_E8_80_83_c67_151703.htm 有一种考试，它规模最大、参

加人数最多、最开放、社会化程度最高。近年来每年参考人

数都在1200万以上。从1981年至今，全国共有4200万人参加

，520万人取得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全国每35人中就有一人参

加过这个考试。 这是什么考试？你是否为其中的一员？这就

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一项重

要创新，作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

高教自考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都表现出善于调整自身、与

时俱进的强劲生命力。当下，高校扩招、电大、成人高校、

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等快速发展，显然对自考形成了新的冲

击。自考怎样进行自我调节和整合？2004年自考会出现什么

样的发展趋势？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教育部考试中心自学

考试综合部主任刘粤平。 上世纪80年代解决干部学历达标 90

年代解决高考落榜生就读 自考在发展中不断自我调整 记者：

近两年全国自考参考人数出现下滑，请问2003年全国有多少

人参考，同上年比情况怎样？ 刘粤平：2003年全国自考考生

参考总数大约为1252万人次，比2002年减少约50万人次。今年

由于非典的影响，情况较为特殊一些，但总起来讲，这两年

自考参考人数出现滑坡，大约每年平均下降二、三十万人。 

记者：你认为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刘粤平：近年来高等教育

向大众化发展很快，尤其是高校扩招，对自考和其他开放式

高等教育形式冲击较大，影响了报考。不过从总的来讲，这

是正常现象，是好事，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共同发展，人们增



加了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1981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

《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并决定在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试点为我国自考的开端，20多年

来自考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化。 记者：经历了哪些变化？ 刘

粤平：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解决干部“四化”学历达标和一

部分没有上大学的老三届的学历问题。1985年全国考委批复

云南省考委引用中央有关文件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培训

干部的一条既正规又灵活的重要途径。规定经省讲师团正规

化培训的在职干部必须参加自考才能取得自考合格证书和文

凭。那时一些省市的自考开设了党政干部基础科、哲学、中

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针对党政干部的专业，1988年全国

考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决定面向党、群等部门和系统的党

务干部开考高等教育政治管理专业。1988年，全国自考报考

人数为386万，其中各级各类干部占49.5%，达到191万人，

有40776名干部通过自考拿到了单科文凭。 到90年代，干部学

历达标和老三届学历问题解决之后，高考落榜生成了自考参

考者的主力军，大量高考落榜生迫切需要接受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成为他们的首选。这一部分社会青年通过自考，不仅

获得了各种专科和本科文凭，学习和掌握了高等教育知识，

而且学习了职业技术技能，为以后的深造、就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速，高校扩招吸收了一大批考生，再加

上其他开放式高等教育形式也吸引了一批高考落榜生，使自

考参考人数出现了下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自学考试参

考人员的结构出现了三个变化：第一是大量高校在校生参加

自考，希望获得本科文凭和第二专业文凭；第二是非学历证



书考试趋热；第三是农村对自考的迫切需求。 高校在校生勇

跃参与 非学历证书考试走红 大规模向农村发展 记者：面对当

前自考出现的三个变化，自考应该怎样调整自身，在新的一

年里求得更大的发展？ 刘粤平：上面说过，自考人数减少主

要是由于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所致，高校扩招，其他开放式高

等教育形式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在新形势下，自学考试要按照周济部长所要求的“积极发

展、规范管理、开拓创新”，调整自身结构、找准定位，明

确方向，采取应对策略，适应新的变化。针对自考在新时期

的三个变化，2004年自考将呈现三大趋势。 第一，及时调整

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大力发展本科。通过专业调整，使自

学考试更好、更主动地适应社会、用人部门的对人才的实际

需要；通过逐步改革专业管理模式，实施以专业主干课程为

主的管理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加大考生自主选择课程的灵活

性，充分发挥自学考试灵活、开放的特点；积极探索自学考

试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相互衔接、沟通的有效途径，逐步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总的目标是逐步形成有

自学考试特色的专业及课程体系。目前，在每年近1300万的

考生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考生占97%。据统

计，2000年全国自考生中，高中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考生

占29%，专科以上学历的考生占28%，到2002年年底，这两组

数字分别为20%和40%。这两组数字的变化说明了自学考试的

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另据河北省统计，去年有10万名学生

参加专升本和本科生第二专业的考试。有些省市自考办专门

出台措施，鼓励在校大学生参加自考。高校在校生参加自考

是一种新生力量，具有很大的潜力。 另外与各部委、各部门



合作开考也会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年来，教育部考试中心与

十几个部委、部门合作，开考了数十个专业，培养了大量专

门人才。 第二，要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教育。随着人事制度

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用人单位已不满足招聘人才的

学历要求，更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因此提升职业能力、提

高自身文化素质越来越受重视，这就是各种职业资格考试、

非学历证书考试趋高不下的原因。拿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来

说，一开始有50万人参加，后来到60万人、80万人，今年一

下子猛增到近250万人。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也发展很快，去年

仅山东一个省就上升7万人。其他如电子商务证书、中英合作

商务管理、金融管理、剑桥少儿英语等参考人数都增长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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