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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大生态系统，从纵向

看，它是由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高中

教育、高等教育组成；从横向看，它还

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从

形式看，它还有公助民办教育、民营教

育、境外合作教育；从属性看，它存在

营利性教育、非营利性教育和半营利性

教育。我们之所以称教育是一个大生态

系统，就是因为教育系统内的各个部分

都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各自发挥功

能以满足社会对于不同人才的需要的。

这几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教育大

生态系统出现了结构失衡现象，其中一

个原因是与大学扩招有关。如果还没有

直接的数据和证据说明这一关系的话，

那么，至少是在观念上影响着人们对于

教育的选择。当大学处于精英教育时，

更多的人们会主动选择职业教育或成人

教育或民办教育。当大学扩招到大众阶

段时，越来越多的人们有了进入大学的

机会和可能，于是，人们就会把大学作

为继续接受教育的首选。在这种情况

下，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生源越来越

紧张，有许多职业教育不得不办成高考

的补习教育，民办教育也很难按照正常

方式办学。

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曾经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除了专门的职业学

校外，有许多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中

渗透着职业教育，当大多数人不能考上

大学时，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毕业以后

很快能适应社会劳动岗位的需要。在大

学扩招阶段，这些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

的职业课程逐渐成为形式，或者干脆取

消了，因为高考并没有职业技术考试一

项，那谁还会选修这些课程呢？从这几

年的高中毕业生看，他们根本不具备就

业的职业技术和心理素质，于是，城市

劳动力市场几乎排除了普通高中毕业生

就业的可能，大学成了人们通往职业的

必经阶梯。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考证，大

学不是职业资格养成的场所，它是学术

的重镇。即使在今天，大学已经成为知

识经济的轴心，成为社会知识和思想创

新的基地，但它仍然很少有职业的特点。

大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人文的、智慧

的、道德的培养和训练，它培养的人才

应当能够领导、管理和提升各种职业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这是有前提条

件的，那就是大学生一定要有能发挥作

用的环境和条件。

正是大学的这一属性和特点，决定

了大学的精英性质。虽然在西方国家高

等教育早已经大众化和普及化，但是传

统意义上的大学或者当今的研究型大学

也是非常少的，美国有近4000所的高等

教育机构，研究型大学也只是占到其中

的3% 左右，由于这些大学保持着精英

性质，它的经费充足、生源优秀，也因

此美国主流的尖端科学和核心技术就是

来自于这1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

如果能清楚这一事实，我们就不能

将大学扩招代替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

大学与高等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

能混淆。在发展高等教育时，我们应该

有一个教育大生态意识。上大学是人的

一种权利，但是，大学仅是整个高等教

育系统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核心

部分；而高等教育又是整个教育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人人都能上大学，

那么大学就等于教育，教育也就没有什

么多样性之说了。于是，社会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都是大学生，这样一来，大学

真正成为了职业的训练场所，也就没有

大学了。再者，社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

的一个大系统，每个系统都由多个亚系

统组成，各个亚系统又由诸多的职业构

成，每一种职业对于就业者来说有着不

同的要求。教育系统就是按照社会系统

的分工建立起来的，其中职业教育与社

会劳动就业部门和岗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许多文献和数据都已经说明，国家经

济发展主要归功于中等教育的普及。在

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我们应当

继续巩固和扩大中等教育的成果，大力

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职业教育。这种职

业教育的模式不应是过去单一技术型的，

而应是培养复合技术人才和创新能力的

新型职业教育模式。

劳动力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种

理性回归，过去盲目地拔高人才门槛的

做法现在正变成考查真正的能力和技术

的测评。这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很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职

业教育机构的学生出现了“供不应

求”，以至于很多企业开始与职教机构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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