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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研究 

陈龙根,陈世瑛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本文着重分析了浙江经济环境、城市化环境、社会环境、市场和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人才成长和学

习环境与浙江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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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是指对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起着促进或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因素(包括综合实力、市场建设、地域文

化、城市化水平、教育需求等环境因素)构成的客体。当前,我国应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形成

一个有效的体制和机制,创造一个有利于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
[1]
。由此可见,研究浙江成人高等教育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非

常重要。 

(一)经济环境 

经济史学家指出:在 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种由知识引导科技、科技引导经济发展的模式。美国 67%

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能提供所有成人上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
[2]
培养的高质量劳动力,不仅与数十年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相对

应,而且也是美国能够较快地摆脱这次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
[3]
。它说明了经济环境改善与成人高教发展间的因果关系。浙江虽然

没有高等教育优势,但得益于体制和机制创新,从而保持了速度和效益的同步持续增长。 

2001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0.5%,高出全国 3.2个百分点,居全国各省市区第四位。人均 GDP达 1800美元。在

三次产业的构成中,其比重由 2000 年的 11∶52.7∶36.3 转化为 2001 年的 10.3∶51.3∶38.4,其中第三产业上升 2.1 个百分点,

它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新亮点。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 40.9%,对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和推动经济

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全方位开放的前提下,外贸发挥了经营主体、产品结构、出口市场和贸易方式多元化的体制和机制优势,

全省在国外创办各种产销经营组织达 700多个,有 100多万人在国外营销
[4]
。不仅增强了抗风险能力,而且突破了出口总额 200亿

美元(前 11 个月累计数)和进出口总额 300 亿美元,使外贸增幅达 19.2%,实现贸易顺差 120 余亿美元的记录(居全国第二位)
[5]
。

其中乡镇企业全年产品出口交货值增长近 23%;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的出口已占全部乡镇企业外贸出口总量的 42%左右
[6]
,从而呈

现出利税增长高于产销增长、外贸增长高于内销增长的特点。 

2001年的投资规模,由于发挥了政府、民间和外资三者构成的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多元化的要素优势、体制优势和结构优势

效应,全省投资规模增长了 22.1%,超过预期目标 11.1个百分点
[7]
,其中民间资本完成投资 1739.5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的 62.8%。

全省新批外资企业 2310 家,合同利用外资 50.2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22.1 亿元,两者分别增长 99.9%和 37.1%
[8]
,需要指出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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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增的经济总量中,由于乡镇企业投资的拉动占 70%。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扩大(在农业部有关部门新公布的全国 1000 家最大

规模的乡镇企业中,浙江占了 245家),开始形成依镇傍市、各具特色的 800多个工业园区。其中率先建成的 122个省级乡镇工业

专业区已经集纳企业 13000多家,经济总量占了全省乡镇企业经济总量的 1/4强
[9]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升了产业、

企业、产品竞争力与浙江的环境竞争力,使浙江的经济综合实力上升到全国省市区第四位
[10]

,为改善浙江成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

环境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正如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 2000 年 5 月在全省技术创新大会上所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宏观经济

形势的变化,浙江的先发优势正在弱化,结构性、素质性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以量的扩张为主的工业化路子将走到尽头。根本出路

是: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再创浙江经济发展新优势。同时,对成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质与量、培

养理念和方式、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城市化环境 

城市化是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加速器,是加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也是传播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现代文明、

加快城乡一体化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心载体和辐射源。更是持续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核心基地和动力源。 

1998 年 12 月中共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率先作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以后,城市化成了浙江建设经济强省、科教强省

和文化大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主战略。先后发布了《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关于加快推进浙

江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为全省各地推进城市化指明了方向。通过努力,城市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 3/4;全省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 48.67%
[11]
。同时,加快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的网络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积极建设和发展

一批高新技术园区,加大浙江五个高教园区的建设力度,创建一批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发挥了城市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

作用,使城市化水平由 1998年的 36%提高到 2001年的 42%
[12]
,比 2000年净增了 2.5个百分点,四年间平均年增长 1.5个百分点。 

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专业市场三位一体化模式向特色工业园区和城市化、现代物流业一体化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永久性

迁移的人数不断增长,农转非人口数由 1998年的 21.4万人增加到 2000年的 39.3万人。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模式正在

形成。以特色工业园区和居民新区建设为载体,集聚生产要素,汇聚人气,强化城市发展内在动力,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完

善消费环境,带动消费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同时,城市化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

以网络建设和人才集聚为基础,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产业发展为支撑,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城市化、促进市

场化和加快现代化。为此,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单就信息人才而言,在 2005 年前需要培养各类信息化人才 120 万人(其中软

件人才 20万人),网上学习和培训人员达到 300万人/年
[13]
。要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成人高等教育责无旁贷。 

(三)社会环境 

浙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浙江创造了很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联合国开发署发表的《1997年中国人类

发展报告》对浙江作了如下多角度的描述:人类发展指数 0.785,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0.814,预期寿命指数 0.79,以上三项在全国各

省市区中排序均居第五位;教育指标 0.75,列第十位。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浙江的可

持续发展总能力指数列于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江苏之后,为第六位
[14]
。中国科学院发布 2002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

告》,浙江环境支持系统指数列全国第三位
[15]
。2001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465 元(居全国省市区第三位),比上年

增长 13.3%,人均消费性支出 7952 元,增长 13.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4582 元,比上年增长 6.9%,人均消费支出为 3479 元,增

长 7.3%
[16]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39.2%下降至 36.3%,追求精神文明、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改善环境条件等人均消费支出日益增

加,其中食品占 36.3%,娱乐文教占 13.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 11.7%,居住占 9.1%,交通通讯占 8.7%,衣着占 8.4%,医疗保健占

6.7%,个人商品和服务占 5.7%
[1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自愿“充电”的人数再度攀升,人均教育支出达 636元,增长 30%

[18]
。

社会发展环境的日益改善,促进了终生学习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成人高等教育加快向终生教育制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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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和政策环境 

随着经济环境、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生产要素市场日益壮大。浙江全省现有各类专业市场 4000多个
[19]

;技术

市场经过几年发展,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市场最大的需方和供方;以 9个市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建成的局域网,使劳动力市场进入科

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网络管理阶段;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也得到初步发展,以高科技、高收益、高风险为内涵的风险投资市场

和以投资风险小、收益好的教育市场均在茁壮成长。但要使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守信。为此,正在努力建设的“信用浙江”,必将

使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改善提高到新的层次。同时,市场的快速拓展又加快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成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

改革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浙江原有 203家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至今脱困的已占 82.3%。脱困率居全国前列
[20]
。其中,

政府积极地推动深化体制改革,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起了保障作用。 

《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1995— 2010 年)》、《浙江省“十五”信息化专项规划》、《浙江省“十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浙江省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办法》、《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出台,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的取消,浙江省委、

省政府适时提出“信用浙江”的目标,省政府重申在世贸组织允许的框架内财政支持力度不变,在过渡期间允许的扶持政策继续

执行,调整不同经营主体的比例,支持集体和私营企业申报出口经营权等政策措施。在高等教育方面,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建立

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并自 1989 年起高等学校实施了按培养成本一定比例缴费上学

的制度,1997年又实现了收费并轨,增强了收费力度,保证了成人高等教育教育费用的稳定来源。2002年,浙江成人高等教育扩大

规模的重点转向本科,并对在职从业人员、高中、中专、技校应届毕业生及社会其他人员开放等扩大自主权、改革招生与收费政

策
[21]

,必将有利于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加速向终生教育制度转变。 

(五)人文环境 

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并发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得以快

速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杭州经济总量 11 年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001 年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为“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

城”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吴山入城来,钱江穿市过”的意境和“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

大手笔,打出“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品牌,使杭州特有的文化意境得到升华。宁波以“建设现代化

港口”为目标,以“接轨上海,繁荣港城,美化三江,开发钱湖”为发展内涵,与绍兴、舟山、台州三市进行全面合作,合力开发浙

东风情、唐诗之旅、名士帮里等人文资源,打造浙东旅游网、商业网、物流配送中心网络,使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得以弘扬。温

州人正如江泽民评价的那样: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海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

是温州人能吃苦”。弗里德·卡尔文森也宣称:“这里是我见过的全国最具活力的地方,这里有全中国最具活力的人”
[22]

,使温州

精神得以弘扬光大。经济日报曾发表专文对全国 24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点评认为:杭州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尤

其是政府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政府海外形象、创新活动等的良好表现,反映出政府以及社会经济秩序、商业文化氛围、

制度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促进了科技人才的聚集,教育发达,从而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和中华环境奖。杭州的人才竞争力在 24

个城市中居前列,环境竞争力最高。宁波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沿海城市,政府管理人员最精干,企业产权清晰度、资源市场配

置度、政府管理经济的退出程度都比较高,表明制度竞争力和政府管理竞争力比较强。基础设施有一定的优势,技术性水平高,使

宁波成了经济制度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温州人有着很强的重商意识,善于到处闯荡,从而培育出一种创新和开拓精神,正是这种强大而不竭的文化力量,使她成了中

国的重要创新中心,创造了享誉海内外的温州模式,成为全国富得最快的地方之一
[23]

。更重要的是,浙江有着爱好学习的优良传统,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许多知名学者,如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浙江籍人士就占了 1/5
[24]

。 

(六)人才成长与学习环境 

人才成长环境是“人才的才能在形成和得以发挥作用进行创造活动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25]
。从哲学角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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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人才成长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从社会学角度则可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心理、家庭和工作环境等。总

之,它是人才在一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影响才能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的总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心

理等因素贯穿于家庭、学校、住区、国内和国际各个空间层次交织成为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网,并和自然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人才成长环境的全部内容。其中,社会环境对人才才能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自然环境只有一定的制约性影响。 

学习环境是人才成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硬环境(以学习空间、设施、设备等因素为内涵)和软环境(以人际关系、指导

形式、学习形式、校风、班风、学风等因素为内涵)构成。学校建筑造型、校园美化和绿化的空间、校舍的布局、教室的设计、

参与学习活动的载体、媒介、工具的配置等构成的物质环境,具有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直接功能和激发求知欲、好奇心的间接功

能。同样,以班级、年级、专业、院系、社团,以及跨专业、跨院系、跨学校各种科技组织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由具有文化底蕴

的物质环境,良好的学风、班风和校风构成的人文环境,并向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开放化的方向发展,通过相互间的开放、

联系和合作,有效地促进个体个性的和谐发展,推动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提高自主自律、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完善个性、服务

社会的精神,发挥出学习环境促进和改善学习活动的整体功能。因此,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成长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建

设。 

教师在建设与改善学习环境中具有特殊意义。教师的观念和实践与学习环境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传统的学习

环境主要立足于教,实行的是教师依存型模式,导致学习环境的低效性、他律性、压抑性等弊端的产生。当上述模式向学生自主

型模式转变时,教师将通过教材、教法、教具等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学习转变为通过准备、设计、参与等方式为学生创设和营造一

个宽松的、弹性的、余暇的、自律的学习环境的支援者角色。从而学习环境的作用也由间接的、潜在的、支援者的角色地位上

升为直接与间接、显在与潜在相互结合的地位,使学习环境成了促进和刺激学习活动的直接和间接要素。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是

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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