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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为此，本文以日本教育政策文本为 研 究 对 象，对 日 本 战 后 高 等 教 育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进 行 研 究，以 探 究 日 本

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并对改革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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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获得前所未有 的

发展，教育就再一次地被用作发展经济的工具”［１］。
的确，一些研究者在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行研

究的过程中就发现，教育是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要研究日本的高等教

育呢？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如果把整

个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范围过于宽泛，不能很好地深

入探讨问题；二是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

而言，它在知识创新、高级人才培养方面更有优势，
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本文选择

日本的高等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日本高等教育政策

文本为研究对象，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脉络

进行梳理，总结其经验，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

发展提供借鉴。

一、日本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

　　（一）去军国主义时期：教育民主化改革

“政治体系的任何一次重大变更都必然直接产

生一种新的、与变革了的政治体系相适应的政治文

化观念和信仰，都必然导致现行教育体系、教育管理

体制的解体、改造重组，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与改变了

的政治基础相一致的教育结构、教育秩序”［２］，二战

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瓦解军国主义的举措。

为了适应日本去军国主义的社会改革，日本教

育也确立了与此相适应的教育民主化改革，如表１。

这次改革以美国教育体制为蓝图对日本教育系统进

行彻底的改造，以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为主要目

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教学内容上，强调教育与社会的适应，倡导

实行个人主义教育，如《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倡

导把教育目的转变成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２）教育机构上，主张教育分权，改变教育等级

体系，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而地方权力加强，中央对

高等教育进行总体领导，各地方教育当局在法律范

围内行事，文部省对大学只进行原则指导，高等教育

自主运行。如《学校教育法》规定废除中央集权制，

改为地方分权制，在中央仍设立文部省，但削弱其权

力，新设地方教育委员会管理学校事务。



表１　战后初期日本教育体制民主化改革的主要教育政策表

法规名称 主要内容 目　　标

《教育基本法》
１９４７年３月３１日，

法律第２５号。

共十一条，分 别 为：教 育 目 的、教 育 方 针、教

育的机会平等、义务教育、男女同校、学校 教

育、社会教 育、政 治 教 育、宗 教 教 育、教 育 行

政、补充原则。

“教育以完 善 人 格 为 目 标，期 于 培 养 作 为 和

平国家和 社 会 的 一 员，爱 好 真 理 和 正 义，尊

重个人价 值，重 视 劳 动 和 责 任，充 满 自 主 精

神的身心健康的公民。”［１］

《学校教育法》
第一章总则、第二 章 小 学、第 三 章 初 级 中 学、
第四章高级中学、第五章大学

“大学以学 术 为 中 心，传 授 和 研 究 更 高 深 的

学问，授予 学 生 渊 博 的 文 化 知 识，以 发 展 他

们智力、道德和实验能力为目的。”［２］

资料来源：根据［１］夏鹏翔．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８：２３２－２３４和 ［２］沈 重 译．日

本学校教育法（１９４７年３月３１日第２６号）—第五章高等教育［Ｊ］．国外法学，１９８３．３：７７．整理而成。

　　（３）教育对象上，改变过去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

向，奉行平民化政策，如《教育基本法》规定全体国民

均享有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在
教育上不能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二战后美国教育使节团把民主化作为美国教

育制度的精髓推广，要求对包括大学在内的一切教

育机构之教育目的与内容以及组织结构管理运行机

制进行全面的改革。”［３］通过教育的民主化改革，教

育规模、教育对象的扩大，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与

普及；教育内 容 的 民 主 化，有 利 于 根 除 军 国 主 义 思

想。教育界的改革，在思想界有力地撼动和改变了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西方的民主化、平等化观

念逐步深入日本国人的心中，教育很好的适应了当

时社会改革的要求。
（二）经济快速扩张期：教育急速扩展

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中 后 期，日 本 经 济 进 入 高 速 增

长期，有人认为１９５５年日本经济已经达到战前最好

水平（到１９５６年，日本便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人
均ＧＤＰ达到２９４９美元，超过了战前最高年份１９４１
年（２８７９美元）的水平），“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３年间，日本

经济的实际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９．８％，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从２５０亿美元增加到４０００多亿美元”［４］。经济的高

速发展刺激了人才的需求。
为此，日本政府将教育发展编人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开始有计划地扩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

急需人才。这时期一系列旨在培养实科人才的政策

方案出台，如表２。
表２　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时期的主要政策表

年份 政　　策 目　　标

１９５５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增招 大 学 和 短 期 大 学 理 工 科 人 数，扩 充 科 学 技 术 教 育，以 确 保 并 提

高科学技术人员的需要和质量。

１９５７ 《科学技术教育的振兴方策》

第一，以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的年次计划为 准，以 物 理、化 学、机 械、电

气、应用化学、化学 工 学 等 基 础 系、学 科 为 主，进 行 包 括 其 他 必 要 的

系、学科的学生定 员 增 加，并 伴 随 充 实 教 员 组 织、设 备 计 划。第 二，
计划培养对应原子力学、电子工学等特别 需 求 的 人 才。第 三，公、私

立大学依 据 上 述 要 求 增 加 系 和 学 科 以 及 学 生 数，政 府 给 与 积 极

帮助。

１９６１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第一，增加理工科 学 生；第 二，通 过 新 技 能 训 练，补 充 大 约１６０万 人

的新技术者；第三，再度培训技术人员预计达到１８０万人。

１９６３
《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力

开发的课题和对策》
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选拔、培养大批人才［６］

资料来源：根据刘晖．日本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研究［Ｊ］．中国冶金教育，２００５，３：５１；陈丽萍．日本理工科扩充政策的

史学考察［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５；张振助．教育和人力资源是立国之本———美、日、韩追赶

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３，３：１２．整理而成。

　　（１）在 专 业 类 别 上，文 部 省 制 定 了 大 学 增 招 计

划，以１９６１年度开始每年增招理工科大学生１．６万

名，后来由于 产 业 界 不 满，又 修 改 为 每 年 增 招２万

名，大学增招计划使理工科学生数迅速增加，“１９６０

年大学理 工 科 在 校 生 为１０８７７８人，占 学 生 总 数 的

１８．９％；到１９７０年 为３２５７４５人，占 学 生 总 数 的

２４．２３％，比１９６０年增长了２倍。”［５］

（２）在学 校 数 量 上，１９６１年 文 部 省 决 定 设 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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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学校，高专创建后发展很快，学校数从“１９６２年的

１９所发展到１９７３年 的６３所”［７］，新 设 理 工 科 院 系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年 间 ５６ 个，改 组 和 扩 充 大 学 ２０
多所。［８］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日本培养了大批的技术

性人才，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这种只重视技术不重视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思

维为后来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国家

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人才缺乏等。
（三）经 济 平 稳 发 展 期：教 育 结 构、层 次、规 模

调整

７０、８０年代日 本 经 济 进 入 了 平 稳 发 展 期，开 始

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如佐藤政府的《新经济社会发展

计划》（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太平政府的《新经济社会七年

计划》（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对就业、产业结构问题 进 行 改

革。但是此时的教育因为前期盲目扩张而不能适应

当前经济发展 的 需 要，一 是 教 学 质 量 下 滑，如１９７７
年《关于高学历化问题的意见书》就认为日本社会重

学历轻能力的弊端，造成大学生基础理论水平差和

实践能力差，二 是 学 生 供 给 结 构 失 调，如 一 方 面 约

２９万名文学、法律和经济学科的毕业生，３．３万教育

学科的毕业生，２．８万名农学科的毕业生，６．８万名

家政 学 科 的 毕 业 生 超 出 需 要；另 一 方 面，却 缺 少

１６．７１万工 科，０．３９万 自 然 科 学，５．１万 医 学、医 药

的毕业 生［９］。因 此 加 强 教 育 结 构 调 整 变 得 尤 为 必

要，此时教育主要调控政策如表３。措施有：
表３　７０、８０年代日本高等教育以结构和质量为调控目的的主要政策

年份 政　　策 目　　标

１９７０ 《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
为充实和发展私立学校 的 教 育，并 有 助 于 其 经 营 的 稳 定，综 合 而 高 效 地

提供补助金、贷款及其他 援 助 私 立 学 校 教 育 所 需 的 业 务，以 谋 求 私 立 学

校教育的振兴。

１９７５ 《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
维持、提高私立高校的教育条件；减轻学生学习上的经济负 担；健 全 私 立

高校的经营管理。

１９７５ 《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

鉴于私立学校在学校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及地方 政 府 支

持私立学校的有关规定，为 维 持 与 提 高 私 立 学 校 的 教 育 条 件、减 轻 私 立

学校学生的经济负担并加强私立学校办学的健全性、使私立学校 得 以 健

康发展而制定本法律。

１９７６ 《整顿高等教育规划》
要求十年内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结构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实现地区 布 局 合

理化；将高等教育的重心 从 数 量 扩 大 转 移 到 质 量 提 高 上 来，培 养 具 有 创

造性的人才。

资料来源：分别根据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研究［Ｍ］．南昌：江 西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６，３１８；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政 策 法 规 司．
部分国家和地区私立学校法规选编［Ｍ］．北京：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３．２：４４；张 慧 惠．日 本 私 立 高 等 教

育发展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启示［Ｊ］．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５：２４；陈永明．大学理念．组织与人事［Ｍ］．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９整理而成。

　　（１）加强对私立学校的资助。日本高等教育扩

张时期，私立学校是主体，如１９７５年日本私立高校

在校生数的比例为７６．４％［１０］，但是私立学校并没有

获得政府更 多 的 资 助，导 致 私 立 学 校 设 施 不 足，如

１９６８年，国立大 学 的 学 生 平 均 校 舍 面 积 为２０．９平

方米，私立大学仅有６．９平方米；国立大学的学生平

均图书为１００．４册，而私立大学 仅 有２６．７册；国 立

大学的 师 生 比 例 为１∶８．３，而 私 立 大 学 高 达１∶
２９．６［１１］。为 此１９７０年 日 本 制 定《私 立 学 校 振 兴 财

团法》、１９７５年制定《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和《私立

学校振兴援助成法》，希望建立包括中央、地方政府、
社会团体及个人在内的多元化的私立学校资助制度

以改善其办学条件，提高质量。

（２）控制 学 生 数 量。首 先 控 制 录 取 率，１９７６年

的《整顿高等教育规划》对高校扩张进行了限制，根

据该计划，１９８６年 毛 入 学 率 的 目 标 值 严 格 控 制 在

４０％［１２］。其次 限 制 学 校 数 量，如 对 私 立 学 校 规 定

“１９８１年之前，除（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的情况外，
私立大学与短大的新办、学部与学科的增设，入学定

编的增加一律不予认可。”［１３］

（３）整顿 学 校。１９７６年 文 部 省 提 出《整 顿 高 等

教育规划》，其措施包括：一是对本科大学、短大、高

专数量和招生规模进行控制。其次，促进高等教育

结构多样化，如大力兴办技术科学大学、广播电视大

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再次，进行课程管理，要求

学校增加选修课比例，大力推展学分互认制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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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能力。
（４）设置标准。通过设置一定的基准对大学行

为进行最低程度的规范以增强教学质量。在学校设

置上，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和１９７３年 三 次 修 改《大 学 设 置 基

准》，以规范学校行为；在专业方面，设置基本课程如

医学部要求 学 生 学 习 人 文 科 学、社 会 科 学、自 然 科

学、外语、体育等基础课程，达到法定学分后方可进

入所报考的学部（专业）学习。在从业标准上，如对

师范生实行“教员资格的授予标准”和“教师职业课

程的认定标准”等。
结果是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和谐，毕业生就业问

题得到有效缓解，私立学校得到政府的资助，教育质

量得到提高，如１９８０年时国家资助的经费比例占私

立学校经费的２９．５％［１４］，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明显

提高，如早稻田和庆应大学一举成为名校。但是日

本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隐藏了这样的隐患：一

是重技术轻 科 学，长 期 重 视 技 术 工 人 培 养，基 础 学

科、交叉学科培育不足。二是学校设置、学校专业设

置控制严格，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人才培

养中注罐式的教学方式、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考试制

度固化了学生思维。
（四）增强国际竞争力时期：进行创新教育

在８０年代，日本突然发现自己与美国相比竞争

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大学被指责“大学在知识的

创造中没有提出任何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提高生产力

的方法，教授们被指责为效率低下并试图掩盖缺点

的群体”［１５］。此 时 的 日 本 一 方 面 面 临 经 济 发 展 缓

慢，核心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人口老

龄化、人口锐减等问题。为此，日本实施一系列旨在

通过教 育 改 革 来 实 现 国 家 复 兴 的 计 划，其 政 策 如

表４。

表４　以创新为指导思想的日本教育改革政策表

年份 政　　策 目　　标

１９８７ 《推进教育改革大纲》
（１）以国际化眼光来理 解 日 本 文 化 的 个 性 和 其 他 文 化 的 优 越 性。（２）不 仅

作为日本人要爱国，而且 要 以 世 界 的 眼 光 来 看 待 人 类 命 运。（３）深 刻 理 解

多元化，掌握国际交流能力。

１９９１ 《大学设置基修改准》

（１）通过大学设置基准的大纲化，使其各项制度具有弹性，以利于各 大 学 根

据自身教育理念与教育目 的，顺 应 学 术 的 发 展 与 社 会 的 要 求，在 教 育 与 研

究方面办出自己的特色。（２）从 振 兴 继 续 教 育 的 观 点 出 发，使 大 学 能 够 提

供各式各样的学习机会。（３）为 了 保 持 并 提 高 大 学 的 水 平，各 学 校 要 实 行

自我检查与自我评价。

１９９６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１）在一部分研究人员中实行任期制，促进年轻研究人员流动，从民 间 有 任

期地录用优秀 人 才。（２）放 宽 对 国 立 研 究 机 构 人 员 与 民 间 企 业 的 合 作 研

究、私立大学进行研究指导等方面的限制。（３）采取新的退休 金 计 算 方 法，
以方便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提前退职到民间企业任职。（４）大 幅 度 提

高研究资金 招 标 的 幅 度，导 入 聘 请 外 部 专 家 进 行 科 研 成 果 评 倍 的 制 度。
（５）确定研究生的发展目标：到２０００年，研究 生 在 校 生 数 要 比１９９１年 翻 一

番，达到１０万人左右。

１９９８
《关于２１世纪的大学向与

今后改革的方针政策》

本科阶段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由各大学自由创意，努力推进 多 样 化，个

性化并提高教育研究活动的质量。研究生院改革的基本思路则 是，以 教 育

研究的世界级，高层次化为目标。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２６；

陈俊森．日本《大学设置基准》的部分修订与大学教育改革［Ｊ］．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３，４：６驻日本使馆教育处

供稿．日本将出台《科学技术基本计划》［Ｊ］．世 界 教 育 信 息，１９９６，１２；余 蔚 平．大 学 改 革 的 本 理 念：个 性 闪 光

的大学：《２１世纪的日本大学与今后的改革政策》［Ｊ］．中国财经教育，２０００，３，４２整理而成。

　　（１）改 革 发 展 战 略。１９８３年，中 曾 根 提 出 教 育

改革的７点设想，旨在增强日本教育创新能力，并设

立了临 时 教 育 审 议 会 门 研 究 日 本 教 育 发 展 规 划。

１９９６年日本内阁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教育开始注重创新人才

的培养。
（２）增强 制 度 灵 活 性。１９９１年 日 本 对《大 学 设

置基准》进行了“设置基准的大纲化与自由化”的修

订，学校课程编制自由化，改革后，由各大学自由决

定课程学分所占比例，但毕业所要求的总学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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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生入学多样化如在大学学习三年以上，修满

规定的学分可以提前进入研究生院。
（３）加强大学评价。日本对大学的评价从内部、

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但最先起步、最看重的是大学自

身的评价。１９９１年《大 学 设 置 基 准》中 规 定：“为 了

实现大学的目的和社会使命，对于教育研究活动等

状况必须努 力 实 施 自 我 检 查 和 自 我 评 价”［１６］，大 学

开始建立评价机构进行自我评价，１９９８年《关于２１
世纪的大学向与今后改革的方针政策》提出有必要

设置专门的 评 价 机 构。２０００年 成 立 了 大 学 评 估 机

构，以国立大学为对象开始外部评价。
创新教育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国际竞争

力的增强，２０００年 有“产 学 研”研 究 中 心３５６所，研

究次数和人员较十年前分别增长３４．４倍和２．７倍，
同时，大学等机构接受来自企业的研究人员数也增

加了１２．５％［１７］。这些研究中心和研究 人 员 的 迅 速

增长，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人才国际

竞争 力———探 寻 中 国 的 方 位》中 指 出：２００６年 日 本

的 人 才 创 新 竞 争 力 指 数 为 ０．４８６，中 国 则 仅 为

０．２０５，日本人才 创 新 竞 争 力 世 界 排 名 第１，中 国 排

在第２１位。
（五）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抢占国际战略高地的

改革

９０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国际化、知识化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纷

纷转向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而危机

感极强的日本，提出为了不让自己在新一轮的国际

竞争中落伍，就必须有一流的科技教育，必须培养和

吸引世界一流的人才。为此日本为了增强自己在世

界的影响力及竞争力，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

科研基地确定为日本新一轮的战略目标，其政策如

表５，措施包括：
（１）增加学校自主权。管理权进一步向学校下

放，以 增 强 自 主 性，如１９９９年 修 改《国 立 学 校 设 置

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确立了以大学校长为中

心的大学运营决策体制，评议员会或教授会审议的

事项明确化，同时在国立大学创设大学运营协议会，
吸收校外人士参加，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２）加强 研 究 生 院 建 设。１９９１年 对《研 究 生 院

设置标准》进行修改，加强研究生院建设，１９９８年共

有１２所大学的约７０个研究科实施了“研究生院重

点化”，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

学、神户大学和广岛大学等。这些研究生院注重研

究注重国际前瞻性、创新性，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３）实 施“２１世 纪 ＣＯＥ计 划”。２１世 纪 ＣＯ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ｅｅｌｌｅｎｃｅ）建设的目的是支持约占日本

全部大学５％、排名前３０所的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

大学，以提升日本的教育竞争力，后期确定对１１个

大学科群经过评审后进行重点资助，目前审批通过

的２７４个ＣＯＥ，“国 立 大 学 占５１所、公 立 大 学 占７
所、私立大学占３５所。”［１８］

表５　日本抢占国际教育战略高地的教育发展政策表

年份 政　　策 目　　标

２００１年

“远山计划”包括《大学（国 立 大 学）结 构 改 革 的 方

针———作为建 设 富 于 活 力、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国

立、公立、私 立 大 学 的 一 环》和《为 增 强 日 本 经 济

活力的大学结构改革计划》

对国立大学 进 行 体 系 重 组，引 进 民 营 管 理 机 制、实

行独立行政 法 人 制 度，引 进 第 三 者 评 估 制 度、推 动

大学开展竞争；建设３０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２００１年 “２１世纪ＣＯＥ计划”
组织发展战略，激发大 学 的 组 织 活 力。运 行 控 制 战

略，对国家 重 大 项 目，如 何 进 行 有 效 的 控 制。知 识

发展战略，推动知识创新。［２０］

资料来源：根据日拟定“大学结构改革方针”［Ｎ］．东京新闻．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１日（晚版）和熊庆年．日 本 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大

学的战略路径［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７，１８：６２．整理而成。

　　日本这种教育战略思维有力促进了日本教育的

国际化和教育竞争力的提升，在国际化方面，外籍教

师的数量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５年间，私立大学从８３４人

增长到 了２７０４人，国 立 大 学 由３１２人 增 到 了１３１２
人；日本建立６所“国际大学”，其他大学３１个新的

学部，５５个系和４个研究生院，均冠以“国 际”。［２１］

教育竞争方面，教师发表论文数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４５０５
篇，到２００５年 达２７１４８篇，增 长１１％；基 地 与 国 外

开展共同研究的项目增幅达５２％，召开学术会议的

数量增长了１．３倍，其中在国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

议增长了１倍。［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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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的经验及启示

　　（一）教育发展以社会变革为导向

日 本 教 育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有 着 明 确 的 阶 段 性 目

标，教育发展紧跟经济发展变化，如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５
期间主要就是对教育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而在１９５５
年之后，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就转向为经济发

展培养大批中级、低级技术工人，在日本教育进入大

众化阶段之后，由于学校教育质量的下滑，为此日本

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的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９０
年代面对国际新趋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又提出教育

的国际化、举办国际一流教育的发展战略。日本教

育改革始终与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其

一个重要的特点，而保持两者密切联系的关键点在

于日本把教育纳入到国民发展规划之中，如《国民收

入培增计划》中就提出教育发展规划，它有力地保证

了教育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二）教育发展以国家重视为前提

日本本身就有教育立国的传统，明治天皇时期

为了振兴国家就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二战后，以
和平为发展为导向的日本更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作

用，大力 增 加 教 育 投 资，如１９５５年６．３％；１９６０年

５．６％；１９７０年５．８％，其 中１９８０年８．４％［２３］，充 足

的教育经费有力地支撑了日本教育的发展，此外，为
尽快培养人才，日本积极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定法

律支持私立学校发展并给予专门资助。我国近年来

国家虽重视教育，但是教育经费始终未占到ＧＤＰ的

４％，并且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民办学校没有受到重

视，民办教育的经费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导致民办教育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三）教育发展以多方参与为形式

日本教育发展的多方参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教育决策方面，日本各机构积极参与并建言献策

是日本教育的另一个特点，经济企划厅、日经盟、中

央教育审议、经济审议会、科学技术会议等对政府政

策的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日经盟”１９５６年发表

《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被政府

采纳，１９６０年日 经 联 发 表 的《创 建 专 科 大 学 的 愿 望

和意见》，日本高等专科学校创立，１９６１年科学技术

厅《关于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劝告》等建议使日本理

工科人才培养规模极度扩大。二是日本高等教育实

施主体多元化，从办学性质上可以划分为国办、公办

和私办，从学校类型上可以划分为大学，短期大学，
高等专科学校和专修学校。教育决策的多方参与不

但增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适应性，而且由于各方

的参与，也增强了教育政策的实施力度。教育实施

机构的多样 性，有 利 于 教 育 的 多 样 化、多 层 次 化 发

展，有利于培养出的人才适应于社会各种岗位的需

求，从而也节省了教育资源。
（四）教育发展中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兼顾

日本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大幅度

扩招阶段，但是这种扩招主要是由私立学校来进行

的，公立学校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对学生进行精英

化教育，直到 目 前，日 本 最 好 的 大 学 仍 然 是 公 立 学

校，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此外，日
本积极在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教育质量，如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之间存在

着师资、生源、科研竞标等方面的竞争，为此一些私

立大学也得到迅速成长，如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

大学等已成为知名院校。再如日本在推进高水平大

学建设中，日 本 是 以 学 科 评 选 为 主，且 进 行 中 期 评

估，不合格者予以终止等。日本高等教育在发展中

快速实现了大众化，但是一部分学校坚持着精英化

教育，使得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避免了质量

下滑的现象，这对于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扩招而引

起的教育质量下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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