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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于2019年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大学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发展造成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本

文引入教育病理学的分析框架，诊断大学扩招政策带来的问题，包括：目标实现存在教育浪费，资源分

配存在教育差别，系统内部存在教育冲突，教学内容存在教育迟滞。为此，本研究从临床的角度出发，

借鉴医学中“联合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防治”等概念，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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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2019, but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iversity expansion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ducational pathology to diagnos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including: educational waste in 
goal realization,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educatio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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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educational delays in teaching content. Therefore, from a clinical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concepts of “combination therapy”, “targeted therapy” and “immune preven-
tion” in medicine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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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9 年扩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高等教育开始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

的进程。根据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于 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

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知识型社会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而高等教育是传播知

识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因此，持续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名额，以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

必须。从个人的角度看，大学扩招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社会阶级的纵向提升，

成就自我；从社会的角度看，大学扩招不仅能为社会各方各面提供所需的人才，完成人力资本的快速

积累，还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大学扩招首先能帮助各大学获取更多的

办学经费、资源和政策扶持以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水平和声誉，其次还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

进步。 
有学者从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学扩招政策实施至

今带来了以下问题：第一，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持续存在。大学扩招创造的红利优先向城市重点高中生

倾斜[1]，未改善甚至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2] [3] [4]，在削弱高等教育社会流动作用的同时，

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5]；第二，减少了家庭户规模，增加了养老困难，加剧了生育率低和老龄化的现

状[6] [7]；第三，大学扩招降低了部分个体对社会总体公平的认同[8]；第四，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

题[9] [10] [11]。大学扩招不仅降低了高学历劳动者从事高技能工作的概率，也对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质

量造成了消极影响；[12]第五，挤占了中等职业教育机会。高等教育扩招不仅使大学本专科教育收益率下

降，也显著降低了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率[13]。 
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从长远考虑，不仅能让更多人获得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权力，更能够提高我

国的民族文化素质和全民受教育水平。但是，也不能忽视大学扩招在短期内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

本文以大学扩招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对象，运用教育病理学的理论，分析其中的病理现象。 

2.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及剖析 

教育病理学是一门关于防治教育疾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理论，由德国教育学家司托里音伯耳于

1890 年首次提出，并在 20 世纪中期的日本快速发展，代表学者包括新堀通也、大桥薰、柴野昌山和菊

池幸子等。其以教育疾病为研究对象，即教育中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状况[14]。其中，新崛通也通过对教

育问题进行负面的结构——功能分析，提出了教育病理的四个领域：教育浪费、教育冲突、教育迟滞和

教育差别。[15]本文借用上述四个范畴，尝试诊断大学扩招下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病理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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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目标实现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教育浪费是指教育目标未充分实现的状态。教育浪费首先体现在大学毕业生失业总量的提升。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教学的目的在于知识传承与人才培养，而大学生能否充分就业

除了受劳动力市场及其供求机制影响外，也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2 年 6 月全国 16~24 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突破 19.3%，同比去年上涨 3.9%。该项指标的上升，一方

面说明疫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下行等因素加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导致更多人陷入“教育性失业”、“自愿性失业”和“摩

擦性失业”的窘境。 
其次，教育浪费还反映在过度教育问题上。“过度教育”一词由美国学者弗里曼首次提出，他把“过

度教育”定义为：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从事着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工作，同时在宏观层面表现为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16]根据信号理论，受教育水平是一种能够证明个体能力的有效信号，

能力较强的个体所需的教育投入会少于能力弱的个体，因此能力强者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证明自身能

力，能力低者则会选择放弃深造。但是，高校扩招政策大大提高了入学机会，降低了教育成本，大量能

力不一的人同时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的信号功能逐渐弱化。因此，很多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以

获取教育信号，这就导致我国出现过度教育问题，学历不断膨胀，最终出现“17 万本科生、6 万研究生

送外卖”的新闻屡见不鲜。 
大学扩招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并推迟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实际情况来

看，大学扩招只是将“高中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变成“大学毕业即失业”，本质上个体的就业问题并未

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根据现有研究表明：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溢价降低[17]。这意味着大学学历与

非大学学历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个体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回报也逐渐减少。可见，即使政府出台

一系列政策以“保就业”、“稳就业”，大学毕业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失业，

造成教育浪费。 

2.2. 在内部结构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教育差别是指教育系统内部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不均衡。自 1999 年扩招至今，虽然办学经费

增长迅猛，收入来源逐渐多样，但是在地区、学校类型和层次上，依旧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首先，教育差别体现在地区间的资源不平均。985、211 高校数量在地区分布上，集中于江苏、上海、

北京、湖北等地，在广西、贵州、云南、新疆、内蒙古、河南、江西等省市没有 985 高校，211 高校数

量也非常少。从双一流高校的地区分布上来看，与 985、211 高校的分布趋同，没有打破先前高等教育“东

部强，西部弱”的分布格局。 
其次，教育差别还反映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高校所获得的资源差异上。在大学扩招进程

中，“金字塔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初具雏形，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位于金字塔顶部，能够享受到更多

的经费和政策扶持；地方高校、民办高校与高职院校位于金字塔中底部，在扩招过程中，经费的巨大需

求与经费投入的增加缓慢形成鲜明的反差，经费缺口逐步扩大。 
最后，在不同类型的高校间也存在教育差别。根据《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

的意见》，我国高等教育大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不同类型的高校侧重的

定位与功能各不相同。以深圳各市属高校 2022 年所获预算为例，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作为研究型大

学，获得的预算分别为 563857 万元与 375626 万元，深圳技术大学作为应用型大学，获得的预算为 135293
万元。不难发现，不同类型大学间的财政支持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导致各高校在教学质量、学校发展

和人才培养上产生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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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自我维持方面，部分高校实际行为与扩招政策相冲突 

教育冲突是指在构成教育的下位系统和上位系统之间或系统本身内部，不存在秩序、合作、统一、

协调等的状态，在对外关系和内部关系上，在意识乃至行动上，显示出对立和冲突的状态。理论上，大

学扩招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增长，并成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

高质量人才。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高校在师资力量[18]、行政管理[19] [20]和硬件设施等方面，与扩

招目标之间存在教育冲突现象。 
首先，专任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高质量的教学需求。通过分析 2020 年教育统计数据可知，我国本、专

科平均师生比为 1:17，其中本科院校平均师生比为 1:14，专科院校平均师生比为 1:26。从时间顺序上纵

向比较发现，扩招后在校生增幅大于教师增幅，师生比大幅下降。从 2000~2020 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

生数增幅 490.78%，而专任教师增幅 296.08%，教师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学生扩招幅度。同其他国家高校进

行横向比较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师生比例，尤其是高职专科院校，也偏低。根据 QS 世界大学排名数据，

麻省理工学院师生比为 1:4，牛津大学师生比为 1:3，慕尼黑工业大学师生比为 1:5。师生比例较低会导致

诸多问题：第一，学生数量过多，无法开展小班研讨的课程形式，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第二，教师负荷

过重，不利于教师自我发展，进而获得的满足感与幸福感逐渐减少；第三，阻碍科研工作开展，教师承

担教学任务过多，难以进行有效科研活动。 
其次，高校行政部门的日益膨胀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扩招导致在校生数量、教职工数量和办学规模

逐年增加，依靠行政权力处理人事、财政、硬件设施和教务工作的行政部门也相对应地扩张，并挤占学

术权力。以强制性、制度性和科层性为主要特点的行政权力若过度过量，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一，“官本位”泛滥，易滋生学术腐败，形成裙带关系；第二，行政权力泛化造成学术权力的边缘化，

易损害教师、学者等群体的权利；第三，高校机构日益臃肿，增加审批程序，降低办事效率。 
最后，高校硬件设施落后降低整体办学质量。大学是一种基于高深“知识”构建起来的组织，其三

大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围绕知识开展，可以说知识及其相关要素组成了大学的血脉。而包括

宿舍、实验室、教学器具以及校园环境在内的硬件设施构成了大学的骨骼与框架，好的硬件设施能够对

大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则起到阻碍作用。总体上看，扩招期间硬件设施总量增长快，但人均拥有

量增长较慢。大学扩招政策使在校生和教职工数量快速上升，部分院校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基建投入差异、

资金不足等，出现校舍、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数量不足，教学设备、实验室仪器和图书馆藏书落后等

现象。扩招对硬件设施数量的需求和高校硬件设施供应不足构成了一对明显的教育冲突，这对正常的人

才培养、教学活动和科研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2.4. 在对外关系方面，存在大学毕业生难以满足岗位需求的落差 

教育迟滞是指教育发展落后于社会的倾向。大学扩招造成的不仅仅是毕业生数量增多，同时也影响

毕业生质量。就业能力是衡量高校毕业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学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将就业能力

归纳为：基础技能、个体管理技能和团队工作技能。[21]根据三螺旋理论，人才培养需要学校、政府和产

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需要大量新兴复合型人才。不仅是高等

教育质量下滑，出现通识教育空缺以及专业教育滞后等病理现象，导致毕业生出现诸如专业基础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等就业能力的缺乏，无法跟上；同时，在实习方面，也出现实习单位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实

践学习需要和学生无法达到实习单位要求等问题，使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无法匹配就业现

状。这逐渐成为一种隐性的人才短缺，制约着我国人力资本发展。 
此外，专业结构失衡使大学毕业生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高校通常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就业热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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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数量，却忽视或未充分考虑该专业在 4~5 年后，是否还能维持热度且需要大量毕业生。随着时

间推移，高校专业设置趋同化，相同专业在不同类型的高校普遍设置，造成同类型专业毕业生超量供给，

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22]这就导致以法学、文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的毕业生要面临供需失

衡的就业市场，无法对口就业甚至难以就业。 

3.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矫治 

3.1. 联合治疗，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 

联合治疗是指在同一疗程中，应用具有类似作用但不同种类药物的合理组合对某种病症进行的治疗。

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问题是由不同主体共同造成的，理所当然，在治疗过程中也需要各个主体共同参

与。多主体共同参与并不是各方力量的单纯堆积，而是要在发现病灶、把握病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摒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简单局部观念，从整体出发，用系统的观点

处理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功效”达到“1 +1 > 2”的效果。 
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为例：高校方面，首先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不断

改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要加强对实习单位的筛选和实习管理，积

极强化校企合作，帮助学生锻炼其实际应用能力，促进其知识转化，并在校招环节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优

质的用人单位，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保障；政府方面，除了出台一系列“保就业”

配套政策之外，也要规范用人单位行为，减少“无意义加班”、“996”和“工资克扣”等事件发生，为

毕业生营造一个放心、安心和舒心的就业环境，保证大学毕业生敢于就业、想要就业、乐在就业；企业

方面，不仅要树立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的观念，还要建立完善的导师带教制度，明确工作场

所的学习功能，以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 靶向治疗，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在医学领域中，靶向治疗是指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应用靶向技术向肿瘤区域精确递送药物的

新型治疗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化疗与放疗的治疗方式，靶向治疗能够在不对人体造成副作用的情况下，

有效识别并消灭恶性肿瘤细胞。过去解决大学扩招所造成的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高校和各

学生个体都具有不同实际情况，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弹性、灵活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出现“药

物免疫”、“水土不服”等不良反应，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相较于“一刀切”的“化疗疗法”，采用精准有效的“靶向治疗”能够更好地解决高等教育

发展问题。要授予其各地高校充足的可操作空间，使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结合产业优势、文化传统和

高校特色等，摸索出一条能够有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创新之路。在总方针的指引下，地方高校要探寻

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本土企业和政府输送其所需的优质人才；同时，企业和政府

要反哺高校，为高校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帮助，以形成“校企政”的良性循环链。 

3.3. 免疫防治，建立预防保障机制 

免疫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自身与异己物质，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

衡的功能。一般来说，免疫分为自然免疫和人工免疫，自然免疫主要指机体感染病原体后建立的特异性

免疫，人工免疫则是人为地使机体获得特异性免疫。在本文中，自然免疫是指在总结过去错误经验的基

础上，主动或被动地形成应对策略的免疫方法；人工免疫是指再问题未发生前，通过参考其他国家和地

区所走的弯路，及时对自身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与修改的免疫方法。 
高校扩招政策执行至今，很多高校和地区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适应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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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应对之策，例如加快建设创业型大学，促进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以及创办新工科、

新文科以培养新兴复合型人才等，这都是为了使高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

会发展而自发生成的免疫系统。同时，由于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稍晚于西方发达国家，

具有后发性的特点，美国、德国、日本等高等教育大国的部分先进经验，也为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在知识

型社会中更好地培养人才，承担大学应有地使命提供借鉴，以打造人为预防性的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1] 戴思源. 大学扩招、重点学校与城乡高等教育不平等(1978~2014) [J]. 教育与经济, 2018, 34(2): 18-27. 

[2] 魏晓艳. 大学扩招是否真正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大众化、扩招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J]. 教育发展

研究, 2017, 37(11): 26-35. 

[3] 冯乐安. 谁更容易上大学——关于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文献评述[J]. 教育学术月刊, 2012(8): 
12-15. 

[4]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察[J]. 社会学研究, 2010(3): 82-113. 

[5] 叶晓阳, 丁延庆.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J]. 社会, 2015(3): 193-220. 

[6] 巫锡炜, 曹增栋, 武翰涛. 高等教育扩张与小家庭崛起——来自大学扩招的证据[J]. 社会学研究, 2022, 37(3): 
92-114. 

[7] 葛润, 黄家林. 大学扩招是否影响了结婚与生育[J]. 经济学报, 2020, 7(3): 168-201. 

[8] 龚锋, 李博峰, 雷欣. 大学扩招提升了社会公平感嘛——基于主观公平感的断点回归分析[J]. 财贸经济, 2021, 
42(3): 111-127. 

[9] 罗迎. 大学扩招对用工荒、就业难的影响分析与实证[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42-43. 

[10] 邢春冰, 李实. 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4): 1187-1208. 

[11] 刘生龙, 胡鞍钢. 大学教育回报: 基于大学扩招的自然实验[J]. 劳动经济研究, 2018, 6(4): 48-70. 

[12] 蒋帆, 张学志. 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者技能失配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5): 96-110. 

[13] 陆万军, 张彬斌. 大学扩招、就业挤压与中等职业教育收益变迁[J]. 经济学动态, 2021(12): 72-89. 

[14] 石鸥. 教学未必都神圣——试论教学病理学的建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2): 91-96. 

[15] [日]新堀通也. 現代教育の病理——教育病理学の構造[J]. 教育社会学研究, 1975(30): 17-27.  
[16] Freeman, R. (1976)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Academic Press, Cambridge. 

[17] 马光荣, 纪洋, 徐建炜. 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J]. 管理世界, 2017(8): 52-63. 

[18] 郭栋. 师生比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师数量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8): 87-101. 

[19] 谢安邦, 阎光才. 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探索[J]. 高等教育研

究, 1998(2): 20-24. 

[20] 吴伟.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化问题探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0(1): 119-121. 

[21] 汪怿. 就业能力: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方面[J]. 教育发展研究, 2005, 25(4): 31-34. 

[22] 李彬.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 31(2): 96-10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762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
	——基于教育病理学的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Policy of University Expans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ducational Patholog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及剖析
	2.1. 在目标实现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2.2. 在内部结构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2.3. 在自我维持方面，部分高校实际行为与扩招政策相冲突
	2.4. 在对外关系方面，存在大学毕业生难以满足岗位需求的落差

	3.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矫治
	3.1. 联合治疗，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
	3.2. 靶向治疗，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3.3. 免疫防治，建立预防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