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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高等教育结构理论 一、高等教育结构的概念 高等教育

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方式和比例

关系，它是一个多维、多层次的复杂的综合结构，大致分为

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大部分。 宏观结构包括：层次结构、

形式结构、能级结构、地域结构、管理体制结构等。 微观结

构包括：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教材结构、队伍结构等

。 二、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功能从

内部联系、外部联系两个方面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

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

面，没有结构的功能是不存在的，反之，也不存在没有没有

功能的结构。另一方面，结构和功能虽联系紧密，但并不存

在必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三、影响高等教育结构的因素分

析 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往往是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发展以及

调整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 2 文化、传统要素 主要包括社会

文化的总体水平，由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文化特点及观念。

3 科学、技术因素 包括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与速度、科

学技术系统的规模结构等。 4 教育因素 教育制度、义务教育

、各级普通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结构。 第二节我国

高等教育结构的状况和特点分析 一、层次结构 高等教育的层

次结构，又称为水平结构，指高等教育内部由于教育程度和

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划分的层次及相互关系。（高等专科教育



、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 二、科类、专业结构 三、形式结

构指不同办学形式的高等教育构成状态。根据经费来源和管

理体制分为：公私 四、能级结构研究生院一般院校（本科） 

专科（应用及技术） 五、地区结构梯度结构模式中心城市模

式 第三节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一、世界教育结构改革两

种基本趋势：一体化模式；多样化模式。 二、影响高等教育

宏观结构调整的若干因素：学术因素；体制因素；区域发展

水平的因素。 三、高等教育宏观结构调整的只要方向 高等教

育应实行稳步发展的方针和“规范、结构、质量、效益”协

调统一的发展战略。具体来说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高等教育宏观结构调整必须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以经济供

给能力为支撑点，做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其次，中

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突出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功能。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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