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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离教管理中，市场调节、激励机制的引入，给我

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z但是一方面，也给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基础学

科、人文学科的困境，不规范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无序，导致教育资糠的浪费s市场经济冲击下的

高等教育主功能的弱化等等。我们要充分看到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加强国家对高等

教育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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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

革需要的教育体制①，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引进市场调节、激励机制，发

挥市场机制对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信息对社会人才、技术供求等方面的协调作用，已成

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在教育界形成了共识。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不等于高等教育市场化，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要经历一个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

化的过程，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由

于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足，更由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造成的急功近利以及在其建立初期法律

制度不完善情况下的竞争无序，已经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充分认识市场经

济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对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教育体制， 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②

1 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高等教育，在强调对学生择业技能训练的同时，

弱化了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我们一直强调与我们根本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教育方针不能变，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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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数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3.2. 13 

②邓晓春、王华眷，199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近育改革浅论，23-25.辽宁大学出版社〈沈阳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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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标准不能变.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掌握专业技术的专才，更需

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文化素养，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通才。这就

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既要突出科学技术、科学精神的教育，也要强调文学艺术、道德思想，人

文精神的教育F既要考虑教育的经济功能，也要考虑它的社会功能，两者不可偏废。

然而在市场经济指导下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的教育、教育的经济功能巳令人

瞩目的凸现出来了，而人类自身教育的主题，在我们的教育界对人文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理

论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在一片强化声中，却不断地弱化了.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的衰退、"两课"

教育、文史哲等人文专业的困境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这种忽视教育的另一面的现状所造

成的危害将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③
。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对人类社

会的进步带来副作用，而人们为了邪恶的目的滥用科学技术知识造成的破坏力更是不可估量，

所以社会的进步，本身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社会思潮也通过不同渠道，潜

移默化地影响我们青年一代，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措就膏，完成其人格和自

身素养的塑造。1989年的那场"风波飞有力地说明，我们的高校正是西方提嚼挣力与我们争夺

青年一代的风口浪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的一些道德沧丧、伪造欺诈、孤础颊废

等社会病态，进一步说明，人的素质、道德修养，是人类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等教育的主功能在培养人，成功的教育应该使学生在掌握某一职业技能的同时，造就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较高的自身素养，使学生了解周围的社会环境变迁对人的意义，用人类文明的

精神遗产去陶冶学生的人生观、充实生活内涵。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忽视教育中对人的内在

熏质的培养，其隐患无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2 不规范市场经济的影响， 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

规范的市场经济调节机制，可以使得教育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如人才的需求对高校专业设

置、教育资源流向的调配，地区经济差异、行业特点不同造成人才的合理流动等等。但在机制转

轨初期的种种不规范，造成了这种内在调节机制的无序，国家对教育宏观调控的不力，使本来

就紧张的教育资摞造成浪费
④

市场经济把高校与社会、企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企业有选择地接纳高校培养的人才取代了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调拨，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社会、企业急需的人才成了高校

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高等学校要生存、要发展，也迫使我们的校长们在专业设置上大动脑筋，

所以社会的热点也就成了学校的热门，学校再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当出国成为大街小

巷热门话题的时候，高校的外语专业就格外火红，口语班、速成班不一而足，当计算机成绩成为

企业捆聘的一个重要参考因子的时候，计算机课成了高校的重点课程F当证券热吹遍祖国大地

的时候.<<证券投资学》成了学生修学菜单中的必修课程，等等。高等教育突破了经院框框，直接

与社会、与生产联系在一起，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紧随其

③邓晓春、王华春， 199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浅论，19-26.辽宁大学出版社〈沈阳).

④一一一， 199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被育改革浅论， 91.辽宁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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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是s外语、计算机、证券投资等热门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大院校遍地开花，学校不求其大，

但求其金，不顾师资、办学条件的限制，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保持学校的特色更是一种奢谈.

若干年后这种一哄而上造成的供求失衡，高校必将再次卷入专业大调整浪潮，规模教育的效应

得不到体现，有限教育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此外，把教育推向市场，忽视教育的内在规律，使许多建国以来，经过多年建设起来的基础

专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失去了往日的风来，几十年投资积累起来的人才、设施、经验弃之如草

芥，付之东流.有人说这是市场调节的代价，但我们是穷国办教育，在这样的经济大潮中，我们

的教育应更多地考虑教育的内在规律性，决不能放松国家和政府对教育的调控能力，使教育资

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3 市场经济冲击下高等教育功能的异化

培养人才、开展科研这是兴办高等教育的目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教育必须为生产服

务、必须要与生产、科研相结合，即在强调教育、科研的主功能时，强调它的生产服务功能，学校

应结合自身优势，结合教学科研，直接为社会生产提供服务.但这里绝没有谈化它的教育这一

主功能的意思，这种服务必须在不损害人才培养和科研两项"主业"的前提下进行。

然而目前的高校，"学校但求生存、教学工作顾不上"，"三产创收不放松，教学工作求应

付"，已不是什么个别论调。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旨在实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而今，整个社会不分工

农商学兵，全民经商，人人下"海"，高校则破墙开店、狠抓三产。这种社会分工的再度模糊，本身

就是一种倒退，也与市场经济的本旨格格不入。这是一种无奈，特别是在国家对教育不堪负担

的情况下，要求高校通过兴办各种各样的校办产业、大幅度提高预算外收入，以求得相当大的

一个比例的自养。所以创收不得不成为校长们工作的一个重头，而高校教学旨在维持、不求深

化发展已成了不少学校的通病。高校的名望、发展水平，也不再仅仅取决于教学科研水平的高

低，还要加上经济实力这个法码。在高校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主次不清，以"副"挤"主"的现象并

已对高校的基础研究、学校建设、师资队伍、教风学风带来了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冲击⑥

教育是百年大计，市场经济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机制转轨过程中，充

分看到市场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加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基础科

学、人文科学教育的扶持，确保高等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也应该是高等学校主动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舍.

⑤孔 杰， 1993.被膏、科研、生产联合体结构模式初探，原戴陈 漠主编4高等教育劳动相结合的实践与研究机100-

101.吉林教育出版社〈侯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