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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89_E6_95_99_E8_c67_489455.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

度创立于1981年，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

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

等教育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

、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均可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参加自学考试。 20世纪70年代后期，十年动乱刚刚结束，

百业待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要发展，社会要人才。但是

，当时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难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十

年积累下来的强烈的教育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

同志早在1977年就提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

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

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

下，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

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同等水平

的，就应该在使用上同等对待”。会后，国家教育部即着手

组织研究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1981年1月13日，国务

院批转下发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

标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正式建立。经过北京、上海

、天津、辽宁等地的试点，到1985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军队）都开展了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工作。江西省于1984年开始进行自学考试。 1988年3月3



日，国务院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自学

考试制度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开考专业、考试办法

、毕业生使用等，以国家行政立法的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此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得以健康、顺利

发展。 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名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

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将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制度纳入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以法律的形

式确定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20多

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凭借其“开放、灵活、投资少、效益高、宽进严出”等特点

和严格的质量标准、规范的管理体制，自学考试吸引了社会

上众多的有志之士加入自学成才的行列，考试规模持续扩大

，各项具体制度不断完善，职能逐步扩展，服务领域逐渐拓

宽，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选拔了大批专门人才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果。李

鹏同志曾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鼓励自学成才的学力检验制度是成功

的。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建立这项制度不是权宜之计，

要长期坚持下去”。据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已开设专业307个，覆盖11个一级学科门类。考试课程

达2000余门。人才培养层次包括专科、本科以及部分职业证

书考试，较好地满足了社会对多种人才培养的需求。全国自

学考试累计报考人数近4000万，累计报考科次达3亿，累计培

养各层次毕业生51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37人中就

有1人参加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学考试已成为我国规模最



大的社会化开放式高等教育形式。李岚清同志对自学考试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实践证明，自学考试制度是发展

中国家办大教育的有效形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制度的一项创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

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全国统一考试实行标准化、科学化管

理，命题管理制度科学规范；推行全国统一的考务考籍计算

机管理系统，实现了成绩处理及档案管理制度化、信息化；

使用全国统一式样的毕业证书并实现毕业证书的电子注册、

备案；统一考务管理规则，监考人员培训上岗，纪律严格、

组织严密。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规格，确保了毕业生的质量。 

自学考试要求考生以自学为主，强调学习者在学习中的主体

地位，培养了考生自学的能力和自强自律的精神以及坚忍不

拔的意志，而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积极进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

和高等教育机构承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课程合格证书、学

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众多持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合格证

书、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国许多高等

学校里继续学习深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实施，调动了大

量教育资源投入到自学考试的助学工作中去。不仅普通高校

，还有成人高校、民办高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

个人，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

为自学者提供辅导，帮助他们完成教育过程。社会助学活动

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上述各种教育形式的改革和发展。这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急需人才与国家投入相对不足的矛

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促进社会好

学向上风气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正如陈至立同志1998年在纪念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暂行条列》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对自学考

试的评价不应仅仅看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多少合格人才，

而更应看到由于这一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有志青

年奋发学习的热情，调动了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为改变

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几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扩大服务面向。积

极发展农村自学考试，为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农村人员向

城镇转移服务；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考试项目，主动适应劳

动准入制度和继续教育发展的需要等等，都成为自学考试主

动适应终身学习和建立学习型社会要求的重要举措。此外，

它还接受财政部、司法部、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19个国务

院部委的委托，合作开考了32个专业，为行业部门培养了大

批专门人才，并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UCLES）、美

国教育考试服务处（ETS）等外国著名考试机构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共同设计、开发了一些适应我国国情和需要、可以

在多个国家通用的证书项目。 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及教育

体制改革的步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

活力。展望未来，自学考试作为发展我国终身教育的一条重

要途径，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服务面向，为多种形

式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