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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对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质疑与反思1 

 

王学海2 

 

摘要：对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和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统计数据的误差，使西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

高估了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给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带来了误导；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的误解，加剧了西藏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在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何真正在教育领

域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西藏高等教育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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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西藏新闻网 2007 年 2 月 13 日报道，到 2006 年年底，西藏自治区普通高校在校生达

到 23,327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16.3%，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2008 年 7

月 22 日《中国西藏新闻网》刊登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文中提到，“目前，

西藏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26,767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7.4%”3。 

西藏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笔者根据对相关统计

数据和资料的研究认为，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对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可能存在误差，实

际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或许并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西藏自治区教育管理部门在制定

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时，有可能在错误的统计数字的误导下，确定了脱离实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目

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高等教育，乃至整个西藏教育的健康发展，也会给西藏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统计数据的差异对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影响 

 

根据西藏自治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西藏经济社会“十五”发展计划，西藏自治区应该

在 2005 年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0%，2010 年时西藏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 15%，进入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4。然而，2004 年 6 月在西藏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期间，西藏自治

区教育厅在“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意见”初稿中，提出了在 2007 年就要实现原定

2010 年的目标，即在 2007 年就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提出新目标的依据之一在于：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从 1998 年

到 2003 年年底，西藏自治区内高校在校生规模增长较快，已经从 1998 年的 3,400 多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11,600 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 23,600 多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 1998

年的 3.5%增加到了 8%以上5，故认为西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应该不远了，特别是认为全国

在 2002 年已经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西藏也不应该落后。在这一思考下，在第二年

                                                        
1 本文完稿于 2008 年 9 月，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2003 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西藏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课

题批准号：BMD030390）研究成果之一。 
2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教授。 
3 中国西藏新闻网 2008.7.22， 宋和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4 转引自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2 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9 ，第 47 页 
5 2004 年西藏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文件之一，《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

展与改革的意见（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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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中，正式确定到 2007

年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 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2010 年实现 18%，并

力争实现 20% 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发展目标1。 

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会议讨论稿公布的数

据，西藏 2000 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为 7,474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2001 年在校生 8,377 人，

毛入学率 6%；2002 年在校生 13,549 人，毛入学率 7%；2003 年在校生 11,289 人，毛入学率 8%，

2004 年在校生 16,176 人，毛入学率 11.4%，2005 年在校生 21,162 人，毛入学率 13%（见表 1）。

按照规划，到 2006 年西藏高校在校生要达到 31,720 人，毛入学率 14%，2007 年在校生 37,980

人，毛入学率 16%，2008 年在校生 41,250 人，毛入学率 18%，2009 年在校生 43,450 人，毛入学

率 19%，2010 年在校外生 44,650，毛入学率 20%（见表 2 ）2。 

 

表 1、2000 年-2005 年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单位： 人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本专科招生数  

合    计 3,524 3,201 6,680 4,332 6,849 7,350 

普通高校 2,320 2,066 3,414 4,279 6,009 6,500 

成人高校 1,204 1,135 3,266 53 840 850 

 

本专科在校生数 

合    计 7,474 8,377 13,549 11,289 16,176 21,162 

普通高校 5,475 6,279 8,438 10,409 14,731 19,114 

成人高校 1,999 2,098 5,111 880 1,445 2,048 

 

本专科毕业生数 

合    计 996 1,297 2,235 2,625 2,355 3,422 

普通高校 764 1,010 1,686 1,745 2,108 3,176 

成人高校 232 287 549 0 247 246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 6 7 8 11.4 13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 

 

表 2、西藏自治区“十一五”高等教育发展年度规划         单位：人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总人口（万人） 280 283 285.5 289 291 

18-22 岁人口 231,197 237,342 235,724 234,100 228,800 

普通高校在校生数 31,720 37,980 41,250 43,450 44,650 

普通高等教育入学率（%） 14 16 18 19 20 

普通高校在校生占高等教

育总在校生比重（%） 

87 87 89 91 94 

每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 113 134 144 150 153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计算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适龄人口基数是否准确。我

们知道，我国公认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公式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

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之比，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指 18-22 岁年龄组人口数。即： 

                                                        
1 见《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 
2 教育部规划司 1999 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办法中高等教育在学人口为：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生+

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注册人数×0.3（折算系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生*5（系数）（见纪宝成：《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中国教育报》1999 年 1 月 16 日 第 2 版）。厦

门大学高教所谢作栩的计算办法则指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生+成人高校本专科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生×5（系数）（见谢作栩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7 第 57 页）。本研究

中的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是根据西藏教育厅上报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表格中的项目统计。与教育

部规划司的计算少了电大注册视听生、自学考试毕业生，因为西藏的统计中没有此类数据，但是增加了预科生、

进修及培训、留学生以及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人数，即教育部“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报表中的

所有项目，都作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见本文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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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 ×100% 
                         18-22 岁年龄组人口数 

 

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以下简称《规划》）

的数据（见表 2），2006 年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 岁人口）为 231,179 人，2007 年为 237,342

人，2008 年为 235,724 人，2009 年为 234,150 人，2010 年 228,800 人。《规划》没有提供 2000 年

至 2005 年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但依据《规划》提供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和毛入学率的数

据（见表 1），可以计算出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 2000 年只有 149,480

人，2001 年为 139,617 人，2002 年为 193,557 人，2003 年为 141,112 人，2004 年为 141,895 人，

2005 年为 162,785 人。我们的疑问在于：2000 至 2005 年期间除 2002 年外，其他年度都只有 14-15

万人，但到了 2006 年起突然增加至 23 万人，增加了 50%以上。即使以 2005 年的 16 万人来看，

2007 年比 2005 年也增加了近 7 万人，增加了 44%。可以肯定地说，如果 2007 年及以后的数字

是准确的，那么推算出来的 2000 年至 2005 年的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字就是不真实的，很大

程度上少算了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减少了适龄人口的基数，也就夸大了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因此《规划》所提供的 2000-2005 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必然大大高于真实的数字。 

其实，《规划》中 2006 年至 2010 年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数字也比实际人口要少得多。

笔者最近根据《西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对 2000 年普查的相关人口年龄各段的原始

数据进行了核算，确定了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各年龄组的人口数（见表 3）和相关时期的高等教

育适龄人口数（见表 4）。根据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 年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有 261,064

人，以后逐年上升，到 2008 年达到 293,296 人的最高峰，然后逐年下降，到 2018 年减少到 248,463

人。但是，2004 年至 2010 年每年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都超过了 28 万人，2000 年到 2003 年每年

也在 26 万人以上。根据这些数据和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公布的 2000 年至 2007 年的西藏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数，可以算出 2000 年到 2007 年实际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自治区教育厅公布的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的一半或一半多一点，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 

   

表 3、2000 年西藏自治区 0-24 岁各年龄组人口数及死亡率（注） 单位：人 

年龄别 人口数 死亡率 

 

 

年龄别 

人口数 死亡率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0-4 岁  

0 

1 

2 

3 

4 

248463 

50138 

35611 

49350 

55735 

57629 

125077 

25385 

18000 

24751 

28129 

28848 

123386 

24753 

17611 

24635 

27606 

28781 

0.01171 

0.04500 

0.01019 

0.00537 

0.00335 

0.00207 

15-19 岁 

15 

16 

17 

18 

19 

278164 

57200 

54853 

53770 

58704 

53655 

141473 

28726 

27247 

27228 

30149 

28123 

136691 

28474 

27588 

26542 

28555 

25532 

0.00148 

0.00098 

0.00134 

0.00160 

0.00162 

0.00188 

5-9 岁 

5 

6 

7 

8 

9 

274213 

57559 

54413 

53168 

54425 

54648 

138972 

29146 

27483 

27069 

27319 

27955 

135241 

28413 

26930 

26099 

27106 

26693 

0.00154 

0.00227 

0.00171 

0.00136 

0.00127 

0.00110 

20-24 岁 

20 

21 

22 

23 

24 

238186 

55836 

46129 

46470 

43540 

45941 

124551 

29562 

24498 

24255 

22536 

23700 

113635 

26724 

21631 

22485 

21004 

22241 

0.00226 

0.00220 

0.00183 

0.00202 

0.00241 

0.00282 

10-14 岁 

10 

11 

12 

13 

14   

293296 

57572 

55582 

60998 

59948 

59196 

148838 

29667 

28460 

30780 

33097 

29843 

144458 

27905 

27122 

30218 

29851 

29362 

0.00112 

0.00134 

0.00108 

0.00111 

0.00109 

0.00098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第 206、404 页。 

注：2000 年 8 岁人口将在 2010 年达到 18 岁，这一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只有 1.23‰，平均高等教育 

    适龄人口 281,891 人，平均每年减少 347 人， 对毛入学率计算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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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藏教育主管部门确实是依据错误的统计数字计算了 18-22 岁人口的基础，并以此作为

测算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基础，高估了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必然会给西藏高等教育发

展目标的制定一个误导，使决策者以为西藏在 200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 8%，2004

年超过 11%，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似乎唾手可得。这一判断是认为原定 2005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10%和 2010 年达到 15%的目标过于保守，提出加快进程和发展步伐，要求 2007 年就达到

15%的新目标的主要动因。所以说错误的统计数字促成了决策者的误判，误判导致了其对高等教

育发展目标的错误估计，并进一步触发了西藏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冲动。 

 

    表 4、西藏自治区 2000-2018 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和毛入学率发展目标  （单位：人） 

年代 实际 

适龄人口 

适龄人口 高校 

在校生数 

毛入学率 

（%） 

实际毛入学率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61064 

268094 

276818 

278182 

283723 

284967 

292195 

292924 

293296 

288748 

283225 

275395 

274226 

276602 

277194 

278504 

274686 

255884 

248463 

149480* 

139617* 

193557* 

141112* 

141894* 

162785* 

231179 

237342 

235724 

234100 

228800 

7474 

8377 

13549 

11289 

16176 

21162 

23327 

26767 

41250* 

43450* 

44650* 

5 

6 

7 

8 

11.4 

13.0 

16.3 

17.4 

18.0** 

19.0** 

20.0** 

2.86 

3.12 

4.89 

4.00 

5.70 

7.40 

7.98 

9.13 

14.00 

15.00 

15.70 

数据来源：实际适龄人口数根据《西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册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第 206

页数据整理；高校在校生数、适龄人口数和毛入学率来自《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

远景发展目标》；实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根据适龄人口数和西藏高校在校生数计算。 

* 2006-2010 年适龄人口数来自《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2000-2005

年适龄人口数按《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 2020 年远景发展目标》列出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和毛入学率推算。 

** 表示为“十一五”发展计划数。 

 

根据表 4，西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 2000 年时为 26.1 万人，以后逐年增加，到 2008 年达到

29.3 万人的顶峰，然后逐渐减少到 2018 年的 25 万人左右，而不是《规划》中的 23 万到 22 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不是 2000 年的 5%直到 2006 年的 16.3%，实际上 2000 年只有 2.86%。2007

年也只有不到 10%。 

    《规划》中提供的 2006 年至 2010 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之所以少于笔者计算出的人口数，主

要是因为其只计算了 4 个年龄组的人数，而根据国际通行的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中，适

龄人口都采用 18-22 岁共 5 个年龄组的人数，而《规划》中给出的数字中，2006 年适龄人口 231,179

人，其基数只统计了 2000 年 13、14、15、16 岁四个年龄组的数；2007 年为 237,342 人，只计

算了 2000 年 12、13、14、15 岁 4 个年龄组的数字，其余类推，都只有四年的数字，而公认的高

等教育适龄人口是 18-22 岁五个年龄组。这样基数小了五分之一，毛入学率自然就高于实际。即

使达到了“十一五”规划中的在校生数量，毛入学率也会不同，即 2006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

有 10.8%；2007 年为 12.9%；2008 年为 14%，2009 年为 15%；2010 年才达到 15.7%。而实际上，

西藏高等学校 2007 年在校生数（含成人）也只有 26,767 人，按在校生数计算的毛入学率只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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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12%。即使这样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造成了西藏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巨大压力，再进一步扩

大规模显然是很困难的。当然，上述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时采用的是以高等学校在校生为分子，

18-22 岁人口作分母计算出来的，实际上分子应该以更宽的口径来统计（参见第 2 页脚注），表 5

则是根据全口径统计的西藏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得出来的 2003-2007 年西藏真实毛入学率，即

2003 年为 4.19%，2004 年为 6.22%，2005 年为 7.58%，2006 年为 10.27%，2007 年为 12.04%。 

 

表 5、2003-2007 年西藏区内高校各类在校生统计及真实毛入学率   （单位: 人）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8-22 岁人口组人数 278,182 283,723 284,967 292,195 292,924 

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 11,664 17,652 21,611 30,006 35,273 

其中： 

研究生 

普通本专科 

成人本专科 

网络生 

普通预科生 

进修培训 

在职人员攻读研究生 

留学生 

 

    59 

 10,409 

     - 

   880 

   136 

   100 

 41 

    39 

  

  117 

14,731 

- 

 1,445 

  398 

  883 

34 

   44 

  

  230   

18,979 

- 

 2,285 

    - 

      - 

69 

   48 

 

356 

23,327 

4,416 

1,867 

     - 

     - 

66 

35 

  

  441 

26,767 

 5,782            

 1,936 

    - 

 265 

 51 

   31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19   6.22  7.58  10.27  12.04 

资料来源: 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2003-2007 年《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统计资料》整理， 

     毛入学率根据表 4 提供的相关年度适龄人口数及本表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数计算所得。 

 

西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另外一个误判，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

口径的错误理解。在对西藏高等教育在校生的统计口径上，西藏统计的在校生数是将从西藏考到

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都计算到西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中，其中不仅包括在西藏区内高校学习

的学生，也包括在中央部委属高校和其他省区高校的西藏学生，以及从内地西藏班毕业考入内地

高校的学生。考入内地高校的西藏学生数和内地西藏班考入内地高校学生数，笔者尚缺乏相关资

料，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张怀庆主任的估计，2003 年西藏考入内地高校的学生按 4 年累计

约有 8,000 人，内地西藏班考入内地高校的 4 年累计约有 4,000 人1，共约有 12,000 人，占当年西

藏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总数的 50.85%。这也是西藏自治区确定 2003 年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

达到 8%的依据。 

另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提供的“西藏自治区所属普通高校及西藏生源区外院校在校生年度

汇总表”的数据2，2007 年底在校生总数为 44,086 人，其中区内院校 26,963 人，区外院校和内地

西藏班毕业考入内地院校的 17,123 人，区外院校和西藏班考入内地高校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8.84%。按 44086 人计算，2007 年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15.02%，这里包括研究生、普通高

校本专科生，不含成人本专科生、网络生、进修生和留学生。表 5 中成人本专科生、网络生、进

修生、留学生共 8,065 人，加上区内外普通高校在校生 44086 人，共 52,151 人，以此计算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为 17.8%，和《西藏新闻网》报道的 17.4%相差不多。这种高等教育人口统计方式和

只统计区内高校在校生数相比，各自反映的内涵是不同的。只统计西藏高校在校生数，反映的是

西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统计所有在区内外高等学校学习的西藏学生，反映的是西藏人口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说西藏这样计算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统计方

式可以反映出西藏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实际数据，针对西藏过去区内高等教育规模很小，质

量不高的实际，通过区外高校在区内招生，可以有效地扩大西藏各族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 见王学海，“西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速度初探”，《西藏研究》 2005.3 第 73 页 
2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西藏自治区 2008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手册》2007.12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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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统计口径和公认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方式是不一样的，一是不能准确反映西藏高

等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实际，二是失去了和其他省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可比性，三是如果全国

各个省区都采用这种方式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全国的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会被重复计算，将会

大大超过实际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也会出现很大的误差。由于这种错误的统计口径，

导致在计算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时，分子被扩大了，分母被缩小了，计算出来的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就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数据。表 4 反映的实际毛入学率和毛入学率之差，一方面是计算高等教

育适龄人口有误所致，另一方面就是对在校生人数统计口径不同所致。表 5 是根据西藏教育适龄

人口计算出来的真实的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发展数。此计算方式参照 1999 年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方法1和谢作栩教授的计算方法2。 

 

二、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后果 
 

1、制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过高，高中生源不足 

要在 2007 年达到 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西藏普通高中教育能否提

供足够的合格生源。笔者在《西藏研究》2005 年第三期“西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速度初探”

一文中作了预测，认为如果到 2010 年达到 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照西藏高中教育的发展

速度还是有提供这样规模生源的可能的，但是提前到 2007 年达到这个目标，以当时的西藏高中

教育规模的发展难以保证具有足够的合格生源3。根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2003 年教育事业统计资

料的数据，西藏普通高中在校生为 22,076 人，其中高三和高二各有 6,500 人，高三达到 9,000 人
4，说明首先 2004 年和 2005 年西藏自治区高校扩大招生就缺乏足够的生源。 

表 1 表明，2004 年西藏区内普通高校招生 6,009 人，2005 年招生 6,500 人，这还不包括区外

高校在西藏招生数，而这两年的高三学生都只有 6,500 人，2004 年和 2005 年报考的学生正好就

是 2003 年的高中三年级和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高考招生计划数等于甚至大于高中应届生人数，

如何保证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完成和新生的质量呢？事实上 2004 年以后西藏高校多次出现本科

招生计划不能完成的情况。例如西藏民族学院 2004 年有近 1000 个本科计划还没有完成，达到分

数线的考生就没有了，临时决定在山西省多招了 500 名本科生。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实施了临时

的民族预科计划，用没有完成的本科招生计划，招收了数百名预科生。此外，西藏自治区还通过

扩大在内地招生以及在一定程度容忍“高考移民”等方式来保证扩招计划的完成。为了保证高等

学校扩招的生源，西藏加快了普通高中得发展，到2007年底，西藏自治区高中在校生已达到44,215

人，其中一年级 16,320 人，二年级 13,260 人，三年级 14,626 人，可见高中在校生规模发展很快。

但是快速的发展，使合格的高中师资也来不及培养，高中教育质量很难提高，从而制约着高校生

源的有效扩大。 

2、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陡增，超越实际的吸纳能力 

2008 年西藏毕业生总数 11,118 人，需要安置就业。而实际安置很困难5。据了解 2007 年高

校毕业生（含在内地高校上学毕业后回西藏就业的）11,118 人，加上 2006 年和 2007 年尚未就业

的毕业生，估计在 13,000 人左右，而西藏 2008 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第一批 3,000 多人，教

育部门招考 500 余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第二批招考约 2,000 人不到，劳动部门搜集了 4,000 个

企业岗位，加上“三支一扶”和“西部志愿者”计划，可能达到 9,000 多个岗位，尚有三、四千

                                                        
1 纪宝成，“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中国教育报》1999 年 1 月 16 日 第 2 版 
2 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之路》，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3 见王学海，“西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速度初探”，《西藏研究》2005.3  
4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编，《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统计资料 2003-2004 学年初统计资料汇编》2003.10 
5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自治区 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手册》（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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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就业压力1。预计 2009 年和 2010 年每年 12,000 人新毕业需要安置，而到时首批“三支一扶”

和“西部志愿者”人员服务期满也将面临就业安置2。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吸纳能力，加上毕业生及其家长就业观念的滞后，高校毕业生

就业压力将长期制约西藏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 

3、西藏高等教育质量难以提高 

西藏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后，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也相应地扩大，到 2007 年已达到 44,000 余

人。普通高中快速的发展一方面使合格的高中师资水平难以保证，另一方面是高中新生的质量也

不易保证。这样高校的教育质量也难以有个大幅度的提高。西藏自从恢复高考以来，少数民族高

考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没有提高，随着西藏区内汉族高考录取线的不断提高，使少数民族本来就很

低的分数与汉族考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文史类重点本科从 2001 年的 100 分拉大到 2007 年

的 150 分，一般本科从 67 分扩大到 90 分，一般理科从 110 分扩大到 145 分，重点理科分数线差

距高达 212 分（见表 6）。高校生源质量不高，特别是本科生的质量不高，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

这种现象不仅在西藏如此，在各个民族地区都有反映。欧以克就提出“民族学院、民族自治地方

普通高校近几年来连续扩大招生，造成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师资、教学仪器设备、教学设施等条

件紧缺等问题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科教学质量。所以，提高教育质量是本科教育结

构调整的当务之急”3。过快的扩招一方面使学生的综合素质难以提高，一方面专业教育质量也

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这一点在西藏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都有反映。同时，少数民族同汉族

在高考录取时的巨大分数差，也给高等教育不公平带来新的问题，一方面是对汉族的反向歧视，

另一方面也是在教育结果上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 

 

表 6、2000-2007 年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高考分数线和汉族分数线分差 

年度 批次 文史类 理工类 

少数民族   汉族    分差 少数民族   汉族    分差 

 

2000 年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         -        - 

300       390      90 

215       290      75 

      -        -       - 

210      320     110 

200      270      70 

 

2001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40       440     100 

283       350      67 

255       325      70 

305      450     145 

210      300      90 

200      270      70 

 

2002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35       450     115 

273       340      67 

255       320      65 

305      450     145 

235      340     105 

200      270      70 

 

2003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30       450     120 

250       320      70 

220       300      80 

280      440     160 

210      325     115 

175      250      75 

 

2004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50       490     140 

250       320      70 

220       300      80 

300      480     180 

210      325     115 

180      255      75 

 

2005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50       490     140       

 250       320      70 

 220       300      80 

300      480     180 

210      325     115 

180      255      75 

 

2006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355       495     140 

267       352      85 

235       320      85 

300      505      205 

225      370      145 

200      300      100 

 

2007 

 

重点本科 

一般本科 

365       515     150 

280       370      90 

240       330      90 

303      515      212 

225      370      145 

200      300      100 

                                                        
1 同西藏自治区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劳动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座谈记录。 
2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自治区 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手册》2007.12  

3 欧以克，《民族高等教育学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5.9 ，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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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公布的历年高考分数线整理， 

        *  2000 年重点批次数据缺失。 

 

4、西藏整体教育结构的合理性受到破坏 

为了保证高校的生源数量，西藏在大幅度扩大普通高中规模的同时，忽视了中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使中等职业教育不断萎缩。2005 年时西藏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只有 7,000 人的规模，而高

中生超过了 20,000 人，中等职业教育只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 17%，远小于本来就相对偏低的全

国平均水平1。中等职业教育人才的缺乏一方面不能满足和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

面不利于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西藏目前虽有较高的小学和初中入学率，但是普教在学学生

的高流失率和较低的毕业率，制约着普通高中的发展。由于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少学生不能升学，

家长认为孩子受教育后无专长，又不愿干农活，对继续受教育积极性不高。根据西藏相对落后的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现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应该是西藏教育结构的重心。2002 年以

后，国家已经认识到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积极鼓励各地区加快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到

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要和普通高中持平，并逐渐使在校生也和普通高中持平2。西藏在 2003

年以后还计划积极扩大普通高中，以支持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同时使中等职业教育萎缩，显

然既不符合国务院 2002 年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精神3，也不符合西藏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积极扩大招生的原因分析； 

     

    1、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误读 

西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上有这样的冲动，首先是出于对高等教

育大众化目标的刻意追求。自从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介绍到我国以后，

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了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的奋斗目标，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各自地区实现这

一目标的时间表。似乎实现了 15%的毛入学率，就是跟上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然而，马丁。

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并不是一个目标理论，而是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理论。马

丁·特罗在接受我国学者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访问时说：“我是在说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

在量上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

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就像你驾车即将进入隧道，在隧道的入口处，你往往会见到

一个警示牌，它提示你进入隧道之后，要注意隧道里的新情况。大众化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此。我

是要说明，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 15%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我注意到，当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达到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

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已经和即将发生的重

大变化。我要提醒他们，高等教育要发生重大变化，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要有所准备。大众

化理论就是提醒你做好准备的一种预警理论”。4特罗教授认为，在大众化阶段，与精英高等教育

阶段相比，高等教育将在高等教育规模、功能、课程、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习经历、

                                                        
1 王学海、唐毅，“西藏必须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西藏高等教育研究》2008.2  
2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2006），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8 
3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 
4 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高等教育研究》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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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学校行政领导与学校内部

管理等十一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1 

当我国学者问道：“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提出目标，到 2005 年左右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即毛

入学率达到 15%。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是把 15% 的毛入学率当成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标，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中现象的？”特罗教授回答：“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是一个目

标理论，它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对历史和现实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

总结。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对 15%的入学率如此感兴趣，并列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

我提出大众化是要说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的增加之后，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内部活动’要产生变

化。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依赖与教

育民主化意识的觉醒，也依赖于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和结构。”2 

邬大光指出：“但是在我国，把 15%的目标的早日实现，看成是大众化理论的‘精髓’，并在

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将之理解和强化成衡量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标准，以至于国家和

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五”高等教育规划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把 15%的毛入学率作为“十五”期

间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甚至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业绩”。与特罗教授的对话告诉我们，大众化

理论不是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理论，15%的涵义是告诉人们，当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达到这

个区间时，在大学的内部，教育和教学活动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3。西藏自治区刻意积极追求

尽快达到 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是同全国一样，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真实意义的误读，

是对数字目标的追求。 

2、追赶意识和跨越式发展的诱惑 

西藏经济社会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的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地进步，每年超过 12%的 GDP 增长，

高于全国平均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努力缩小乃至赶上全国发展的平均数，这是西藏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在这些目标的推动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

和跨越式发展，追赶内地的平均水平，也很自然地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而忽视了西藏社会发展

的实际和特殊性。。 

3、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上的原因 

这是政绩观的干部评价方式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领导干部的考核和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工作政绩。做出突出的成绩是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志。这种评价方式有其鼓励领导干部努力工

作，有所作为，造福一方的积极因素，但由此也会滋生出一些负面的东西，特别是缺乏科学的评

价标准时更是这样。过于强调政绩时，评价容易偏颇，干部容易在形象工程和数字上做文章，成

了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数字目标动力。在教育发展目标上，尤其是在质量目标难以量化时，也

很容易以数字目标替代质量目标。我们倾向于相信这里是统计数字的无意疏漏，或者是对适龄人

口 18—22 岁范围理解的错误。少算一年或许是以为 22 减去 18 等于 4，故只算了四年的人口，

或许是以为大学本科为四年，故只统计四年的相关人口。 

4、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 

通过这一现象，可以说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西藏还是一项重要任务。其一，统计数字不科学，

首先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严谨，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疏漏。工作上的严谨，一

方面是具体工作人员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态度。其二，科

                                                        
1 马丁特罗著，王丽香译，谢作栩校，“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 
2 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高等教育研究》2003.6 
3 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高等教育研究》2003.6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0 

学首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愿望出发确定工作目标和发展目标。如果能够

对西藏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有一个科学谨慎的态度，一般就不会轻率地相信过高目标。

西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与全国的真实差距还不小，西藏教育发展本身还存在诸多的

困难，尤其是教育质量和内地比还有很大差距。恢复高考 30 年了，西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高考

分数线几乎没有多大的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大，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质量不够满意，

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即西藏高等教育是否已经到了应该从重数量的发展转到重视教育质量提

高的关键时候了。 

 

四、经验与教训。 

     

    之所以会出现统计数据上的错误和教育实践当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办高等教育的指导思

想和观念有问题，也和不了解高等教育教育发展的规律有关。 

    首先，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要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要求不仅仅

只看到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而是要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教育

发展的数量增长目标和质量的发展目标。不可否认，西藏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及教育管理部门

的积极努力下，克服了内地省区难以遇到的巨大的困难，在数量的增长和办学条件的改善方面，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质和量的协调发展是办好教育尤其是办好高等

教育的根本要求。只重量不重质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必然会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不和谐

因素。西藏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不应该只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指标是否提前达到，而是看是

否能够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否能够满足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的

人们进入高等学校的需要。西藏高等教育虽然还没有达到 15%的毛入学率，但是已经出现了高等

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一些特征，要求高等学校要适应这些特征的出现，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积极

开展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的改革，以适应这种非精英式教育的新的要求。 

其次，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脱离西藏社会发展的实际。根据孙勇等人的研究，西藏目前

还是一种非典型性双重二元结构社会，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有所不同，具有其

他省区所没有的特殊性。孙勇指出“西藏的经济社会自 60 年代以来已经在总体上构建出极有特

色的二元结构，既具有社会运行机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这一特殊状况可谓双

重二元结构。但是与全国及西部省区相比，西藏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二元性又显然都是非典型的。

这构成了我区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的一切发展与改革工作都要受其制约，受其影响。我

们认为这种制约和影响将比较久远而且十分沉重”1。西藏社会机制的非典型二元性表现为“在

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区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民族

的方针政策，其中相当部分又以法的形式确立、巩固下来。而原有社会机制通常是以非成文、习

惯风俗的形态运行，带有很强的基础性与惯性。应当承认，非典型的二元社会机制经常作拉锯与

冲撞，是我区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西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也是非典型的，何景

熙认为“西藏非典型经济结构具有外在性和人为性两大主要特征。其一，中央政府出于民族政策、

区域稳定的目的，在传统的自然农牧社会中，用人为“输血”方式建立起来的西藏工业，实际上

是非典型的或者说是半传统半现代的产业部门。因此，以西藏原有的传统农牧业为一元，以人为

                                                        
1 孙勇，《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11，第 34 页。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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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的城镇二、三产业位另一元，便形成了西藏目前特有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其二，西

藏自治区目前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是外生的（即由外部‘镶嵌’的），缺乏内在

的经济利益驱动、有活力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制约下，难以形成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

化为目的的人的经济理性行为。”1社会机制和经济结构上的非典型二元结构的特点，是我们考虑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主要方面，在于它培养的毕业生将直

接面临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就业，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也受制于这样的社会机制和结构，

同时高等教育还要承担起逐步克服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担。  

其三，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考虑教育事业内部发展的合理

性。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要求，即应该在基础教育有效发展的前提下，稳步发展高一层

次的教育。我国高等教育从 1999 年开始大扩招，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很大一批

高中毕业或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人群，他们有着强烈的接收高等教育的愿望。由于国家原有的政

策，限制他们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只好通过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成人业余高等教

育等形式学习提高。1999 年以来普通高校扩大招生，满足了社会上这部分人群的需要。但是在

西藏，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基础教育的质量还不能达到

较高的标准，社会上并没有形成众多具有进入高等学校能力和愿望的人群，而人为地大力推进高

等教育量的增长，必然会带来众多的教育困难和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

术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应该是西藏现阶段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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