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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他开始参加自学考试大专考试，后来又参加本科考试

，现在北京一家媒体供职。深受自考益处的赵先生现在最大

的心愿是把上初中的女儿将来送到重点大学。“现在高校扩

招了，她想走我的路也不可能了”。 社会发展了，高校扩招

了，自考不需要了。有赵先生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实际

上，自学考试20年从“辉煌”到“平淡”的发展加深了人们

的这种认识：按照自学考试的专业考试计划学习高等教育课

程并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一次考试的应考人数），20世

纪80年代中期超过100万人，90年代中期达到300万人，90年代

后期突破600万人。但随着高等学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网络

大学和民办高校崛起、广播电视教育的开放化，参加自学考

试的人数面临在全国范围内下降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希

望接受高等教育，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普通高校扩招，而忽

视了自学考试对普及高等教育的贡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所在读硕士生周仲高说。 周仲高曾经以“自学考试对中

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贡献”为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的结论

是，在远程高等教育的各组成部分中，自学考试和普通高校

函授部承担了大部分的生源培养任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

远程高等教育的贡献，处于24．82％～51．97％之间。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随

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完善，它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

贡献将越来越大，到2000年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的贡献值已达到2．66％，占同期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12．91％的20．6％。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数与高等教

育在校生数具有高度相关性，在变化趋势上两者几乎同步，

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中国高等教

育规模扩张的贡献程度。 但自学考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有

专家指出，自学考试不同于学校教育的选育目标和培养模式

，应逐渐告别模仿普通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完全依靠普

通高校的专家制订和掌握标准的发展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进行专业结构调整、课程内容改革和自学媒体建设。 同时

，自考的开放性也让人对学生素质产生了疑问：教育需要熏

陶，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固然需要坚持不懈的精神，但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似乎欠缺了很多。 但更大的挑战来自普通高校

的连续扩招、网络大学和民办高校的崛起、广播电视教育的

开放化，这些使自学考试的生源逐步萎缩。“如果我们能够

切实树立自学考试是一种现代开放教育的正确观念，积极改

革和完善自学考试制度，那么，自学考试在21世纪初叶高等

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原辽宁省教育科学院的于信凤，通过对自学考试多年的

研究，对自学考试作出了一个乐观预测。 于信凤的判断基于

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提出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

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

育，就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其他

继续教育，完善自学考试制度，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于

信凤认为，当前自学考试的实考率还比较低（80％左右），

毕业率也大大低于其他开放教育形式（1999年下半年毕业人

数与报考人数之比为5％），这固然与自考学习支持系统相对



薄弱有密切关系，但如果能够切实加强教学媒体建设，并积

极开放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参与教育教学活动，改变自学指

导和助学管理相对薄弱的状态，一定会使自学考试的实考率

、及格率和毕业率有较大的提高。同时，自学考试可以在为

农村和西部开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 针对自学考试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专家提

出了改进建议。 一是改变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社会需要

和应考者实际的课程结构和内容，注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

应用性，积极开考面向农村、行业、区域的应用性、职业性

的专业，重点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专门人才；与

部门、行业合作，加强产学结合，大力发展非学历的证书考

试，开展对各类开放教育的学历认定考试，形成学历考试与

非学历的专业等级证书考试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是大力加强

教学媒体开发，建立学习支持和服务系统，形成并完善助学

网络。要大力研制、开发便于自学、“无师自通”的学习资

料和音像媒体，使广大应考者能够按照自身的条件和学习规

律完成学业、各助学组织按照教育规律和自学考试育人特点

帮助应考者完成教育过程。 三是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加速

考试管理标准化、信息化进程。积极进行包括学习和实践能

力考核，题型、题库建设，分卷考试、计算机化考试等在内

的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加速研制、推行自学考试信息管

理系统，实现在统一的软件平台上的分级管理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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