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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部是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设置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高等教育部承担领导全国高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的职能。高等教育部推动了教育行

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起条块分明的管理体制和校、系、教研室三级联动的组织体系；领导了

两次院系调整的实施，扭转了高校区域分布不均、系科设置错乱的状况；推进了高校教学改革

开展，建立起社会主义教学制度；将中等职业纳入管理体系，弥补了工业建设对专业人才的巨

大需求。高等教育部的改革经验与兴废曲折，折射出政治经济因素与教育规律的联动关系，反
映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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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确立“以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

育某些 有 用 的 经 验，借 鉴 苏 联 教 育 建 设 的 先 进 经

验”［１］方针起步，到１９５６年以后独立探索社会主义

时期的教育大革命和权力下放，再到“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方针的确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的 高 等 教 育

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作为实施改革的主管

机构———高等教育部，在此期间则经历了从 产 生 到

撤销、再产生到再撤销的反复过程。高等教育部的

兴废历程，不仅可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艰

难探索的一个例证，而且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有着

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高等教育部的产生及其历史沿革

高等教育部是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背景下，

以解放区建设高等教育的经验为基础，为促进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培养专业人才

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１．高等教育部的萌芽：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高等教育部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前华北人民政府

设立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随着高校云集的文化

重镇———平、津地区相继解放，高等教育的接管工作

处于紧要地位。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作为过渡，将

接管的高校移交给华北人民政府领导。虽然华北人

民政府设置了教育部履行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但

由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因此成立专门的

行政领导机构势在必行。于是，华北高等教育委员

会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１日正式成立。该委员会聚集了

华北地区文化教育界代表４２人，其中由董必武、张

奚若、周扬等７人组成为常务委员会。从成立之日

起至１０月２０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三次全

体委员会议和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政治理论课程

改革、文法学院基本课程计划制定和部分高校小规

模的院系调整等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该

委员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最早成立的专门从事高等

教育行政管理的机构，不仅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行

政管理积累了经验，而且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储备了

大量的管理人才，如马叙伦、钱俊瑞、曾昭抡、张宗麟

等，均是领导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风云人物。

２．高等教育部的成立：从教育部分设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以 华 北 人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和

高等教育委员会为基础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

成立，开始统领全国的教育事务。随着教育事业的

恢复与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日趋步入正轨，各部门

的职能划分也更细致、明确。因高等教育工作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设置专门管理部门的呼声越来越高。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高 等 教 育 部 正 式 成 立，其 成 立

原因可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外部背景与内部动

力等方面进行阐释。
一是解放区管理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除华北

高等教育委员会外，东北行政委员会于１９４９年８月

将东北地区的大学委员会改名为高等教育委员会，
负责对“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计划、制度等方面实

行统一领导，及督促检查各高等学校的工作”［２］。华

北、东北解放区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探索实践，为新中

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改革和行政机构的建立积累了经

验。
二是培 养 人 才 的 现 实 需 要。“三 大 改 造”完 成

后，从１９５３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一五”
计划，但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规格都远远

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才数量方面，
“按照原有工科院校的招生规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只能向国家输送４万－５万名毕业生，不足当 时

工业建 设 所 需 要 人 才 的２５％”［３］。在 人 才 结 构 方

面，文、理科和工科类人才的结构存在较大不平衡。
面对供需鸿沟，显然“各级各类学校都要由教育部包

办是不行的”［４］。
三是全面学习苏联的外部背景。自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起，为加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和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苏联设置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统筹管

理全国的高等学校与中专学校。该部门与教育部平

行分设，分别管理教育事业的不同领域。在全面“学
习苏联”的氛围下，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分立也是应

势而为。
四是改 革 困 境 催 生 的 内 部 动 因。新 中 国 成 立

后，教育改革千头万绪，任务重，涉及面广。随着高

等教育的深入发展，需要为其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

多的资源，但是教育部已经分身乏术。同时，由于资

源分配不均、人力不足、经验不够等原因，高等院校

仍然存在着数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课程内

容与实际脱节等诸多顽疾，成为制约高教事业发展

的瓶颈。这些问题既亟须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解决，
又需要集中资源和专门规划来进行。正如周恩来所

言：“过去分散管理是对的，现在要加强计划性，就需

要集中，……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

个部。”［５］

３．高等教育部的废止

高等教育部成立后，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打下了基础”［６］。然 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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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部却在１９５８年遭遇了第一次阻断。一方面

是由于院系调整和课程教学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

高等教育 部 完 成 了 其 主 要 使 命。另 一 方 面 是 随 着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升级，高校的政治思

想工作被推向又一个高峰。同时，中苏关系恶化后，

我国开始进入独立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

教育方面也尝试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

系。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１日，中 共 中 央 决 定 将 高 等 教 育

部重新并入教育部，分设教学第一司、第二司、政治

教育司、高等学校干部管理司、学生管理司等部门，

履行高等教育管理职能。至此，在历史上存在五年

半的高等教育部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①。

二、高等教育部的职能与内部设置

围绕经济建设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高

等教育部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履行领导和管理全国

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职能。以马叙伦、杨秀

峰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领军人物，以高等教育部为阵

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推进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的发展。

１．部门职能

根据“担负专门培养国家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任

务”和“供应足够数量的、合乎规格的技术人才”的总

任务，高等教育部主管普通类和专业类（工、农、医、

语言等）高校和中等学校。同时，高等教育部还统筹

指导区域和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中的相关高教业务

工作。具体来说，其职责主要体现以下三个层面：在
宏观层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政

策、政令和法规；制定和发布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

育的规章制度、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在中观层面，

统筹各类高校以及中等专业学校的区域布局、学制

改革和专业设置。在微观层面，指导高等学校和中

等专业学校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师
资队伍建设，组织各类招考和调配等。此外，高等教

育部还负责出国留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外事工作，根

据国家财政计划分配高教经费并检查使用情况等。

２．内部设置

结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和高教改革的实际，高

等教育部设置了１６个一级管理部门，其中包括办公

厅、综合大学教育司、工业教育第一司、工业教育第

二司、农林卫生教育司、中等技术教育司、留学生管

理司、教学指导司、计划财政司、学校人事司、政治教

育司、工农速成中学教育处、基本建设处、翻译室、学

生学习指导委员会、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从机构

设置来看，一是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视工、农业

建设的需求，注重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二是参考了苏联的教育管理制度，将中等技

术教育附设于高等教育部，有利于技术型人才的培

养；三是加强 与 苏 联 的 教 育 交 流，特 设 留 学 生 管 理

司、翻译室、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三个机构。

３．主要领导人

高等教育部的发展历史和丰功伟绩凝聚了新中

国成立初期诸多教育家的心血，其中以马叙伦、杨秀

峰两位部长为杰出代表。马叙伦作为高等教育部的

首任“掌门人”，其任职时间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４
年９月，历时近两年。他此前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教

育部部长，随后转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一职。他领导

岗位的变化保证了教育改革的连续性，其坚定的政

治信念、高效的管理能力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对高等

教育部的建设有开山之功。第二任部长杨秀峰的任

职时间从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９５８年２月，历时约三年

半。他在任部长之前，曾任高等教育部党组书记、副
部长，全程参与高等教育部领导的教育改革工作，为
高等教育发展勾画了整体蓝图，是高等教育部和新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

三、高等教育部领导的主要改革

根据“整 顿 提 高、重 点 发 展、提 高 质 量、稳 步 前

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从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的建立

到院系调整的实施，从教学改革的推进到中等职业

的发展，从教育交流的实施到科学研究的起步，高等

教育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推动了新中国高教

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坚实基础。

１．推动高等教育行政领导体制的建立

高等教育部成立后，从行政管理体制和内部领

导体制两方面，有效地推动了高等教育行政领导体

制的建立，为深入改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１）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

国高等院校主管权集中在教育部，其中华北区高等

院校由教育部直接管辖，其他各区院校则由教育部

委托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或文教部暂时代为领导。新

生的人民政权的逐渐稳固，为高等学校实施统一领

导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满足国家计划

性建设的需要，“中央将逐步地实行对全国高等学校

的直接的管理”［７］。第一 次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会 议 的 召

开，确立了“全国高等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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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央对高等教育集中领

导的基础。高等教育部成立后，逐步加强对高等学

校的直接管理。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关于修订高等学校

领导关系的决定》正式颁布，确定了高等教育部对全

国高等学校的统一领导权，其中重点高校作为集中

优质资源的示范，直属于高等教育部管理，其余高校

和中等职业学校则分划各大行政区和业务部门共同

管理。
新中国进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

“事业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领导关系以及毕业

生全部统一分配的制度等等，过多地强调了集中统

一，影响和限制了各业务部门和地方上办理高等教

育事业的积极性，应当适当加以改变”［８］。中央决定

高等学校应实行双重领导———“高等教育部主要地

直接领导综合大学以及与几个部门有关的各类多科

性学院，其他学校则应当逐步地交给各业务部门或

地方管理”［９］，除少数综合大学直属教育部或有关业

务部门管辖外，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管

理权皆下放至各省、市、自治区。由此，中国高等教

育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
（２）高校内部领导体制的建立。在学校内部行

政组织关系上，大学和专科院校实行校（院）长负责

制，实行“院－系”行政组织结构。考虑到高等学校

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同

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残余势力对部分高校领导权

的争夺，“为了建立起学校中首先是高等学校中党的

强有力的领导，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到这些学校担

任领导职 务”［１０］。由 此，确 立 了 由 中 央 委 派 干 部 担

任高校领导的委任制度，而高校各校（院）长有权选

任教师及处理其他行政事务。随着中央和地方分权

管理体制的不断成熟，高等教育部决定适度放权，适
当发挥各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校（院）长的职

权。高等教育内部领导体制的建立为各项业务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２．领导院系调整的实施

高等 教 育 部 领 导 的 院 系 调 整 主 要 有：１９５２－
１９５３年 和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 两 次 调 整，其 目 的 都 是 为

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其重心分别是类型调整

和区域调整。无论从时间延续还是目的、内容上看，
这两次调整交叉性和延续性都很强。可以说，院系

调整一直是 贯 穿 于 高 等 教 育 部 工 作 的 一 条 核 心 主

线。
（１）完善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新中国成立

前后，高校院系调整稳步推进，全新的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体制已现雏形。到１９５２年底，高等教育部接手

院系调整工作时，全国高校的基本格局大体确定，但
仍然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学校类别上，
文理综合性大学、财经类大学占比较高，涉及工、农、
医、师范、政等不同类型的院校尚未开展调整，同时

部分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不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
二是在区域布局上，１９５２年前的院系调整主要集中

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南、西北地区的院系调整尚未

完成，无论在院校数量上还是在教学质量方面都还

存在很大问题。对此，高等教育部力排万难，坚定完

成院系调整的任务计划，着力调整学校类型，降低综

合性和财经类院校的占比，扩增工、农、医等高校的

数量，使高校类型及人才培养规格更好地适应计划

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部在这个阶段院校调整

功绩可从表１中一览无遗。

表１　高等教育部成立前后院系调整一览表

时间 综合 工业 农林 医药 财经 政法 师范 语文 艺术 体育 民族 其他 合计

１９５２年５月 ５１　 ３１　 １８　 ２９　 ２２　 ０　 ３０　 ８　 １５　 ０　 ６　 ０　 ２１０

１９５２年底 ２１　 ４３　 ２８　 ３２　 １３　 ３　 ３３　 ２８　 ２０１

１９５３年底 １４　 ３８　 ２９　 ２９　 ６　 ４　 ３１　 ８　 １５　 ４　 ３　 １　 １８２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相关数据资料整理而得。

　　（２）领导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院系调整。由于“高等

学校各类专业设置与发展的比例和地理分布与国家

‘二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需求和新建工业基地部署还

不完全切合”［１１］，当 时 高 等 学 校 过 于 集 中 在 少 数 沿

海大、中城市的状况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高等教

育部领导了第二次院校调整。这次调整是以工业基

地建设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平衡各区域院校的数量

和比例，重点解决院校分布过于集中、部分院校规模

过大等问题。高 等 教 育 部 决 定 将 原 计 划 新 建 的１７
所高等学校中的１４所改建在内地，并决定“将上海

交通大学内迁至西安，青岛的山东大学内迁至郑州，
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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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１２］。经 过 这 次 调 整 后，内 地 高 等 院 校 数 量 由

１９５１年的８７所 增 至１１５所，在 校 学 生 数 占 全 国 高

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达到４４．１％，比１９５１年提高了

５．５个百 分 点。同 时，系 科 设 置 在 院 校 区 域 调 整 过

程中得到优化。在此期间，高等学校整合、改组的系

科超过３００个，极 大 地 增 强 了 工 科 实 力，削 弱 了 财

经、政法等系科力量。

３．推进教学改革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高校

教学改革拉开帷幕。两年的实践暴露出教学改革存

在不少问题，“我们对学生程度低、师资条件差，教材

缺乏等等条件估计不足，准备工作不够，就全面开展

起来，因而产生了忙乱现象，教学效果受到损失，师

生健康受 了 严 重 影 响”［１３］。高 等 教 育 部 成 立 后，以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

方针，将教学改革的重点放在制订教学计划、精简课

程等方面，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有效推进教学改革，高等教育部采取了如下

工作方法和步骤：确定教学改革方针与任务、检查与

总结实施经验、培养典型与推动一般相结合。首先，
明确综合大学、财经、政法和工业类高校的基本方针

和任务。自１９５３年９月至１９５４年５月，高等教育

部先后召开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全国性大会，明确各

类高校的定位和办学方针，为统一实施教学改革、提
升教学质量奠定基础。其次，建设教学改革的经验

模范单位。高等教育部在全国确立了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六所重点大学先进行教学试点工作，
并逐步向全国推广。最后，制定了全国高校统一实

行的新校历，为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制度支持。
参照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体制，高等教育部领

导的教学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规范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等。自１９５３年 起，高

等教育部全力开展教学计划的统一制定、研究和审

查工作，先后制定了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四年制本科

８１种专业和二 年 制 专 科３１种 专 业 统 一 教 学 计 划。
从１９５５年初，基于高校在制定和使用教学计划中存

在的问题和误区，高等教育部提出，“学习苏联先进

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贯彻政治思想教育与科学

技术知识相结合”“符合统一教学计划”三大原则，制
定各专业统一的教学大纲，其内容包含“本文（讲授

章节）”、“实验、实习题目”、“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及

其他参考资料”等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高等教育

部提出“应注意掌握教材内容，加强教学组织和改进

教学方法”［１４］，加 强 对 学 生 学 习 方 法 的 指 导。在 教

学过程方面，基于培养“在业务上既具有必要的基础

知识和专业知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

作能力的干 部”［１５］的 目 的，高 等 教 育 部 制 定 了 一 系

列规章制度，规范生产实习、课程论文、考试以及毕

业设计（论文）等各环节的具体要求。例如，为严格

培养质量，高等教育部要求毕业班学生可以根据专

业选择“考试指定的课”“答辩毕业设计”或“毕业论

文”等形式进行毕业考核。

４．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部管理职能的一大特点在于将中等专

业教育纳入管辖范畴。１９５２年底，鉴于全国中等技

术人才的匮乏现状，高等教育部自成立之初就设中

等技术管理处，专门负责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管

理，凸显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加
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系，体现了新中国

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重视。
首先，调整学校，规范专业设置。新中国成立初

期对建设人才的需求量增大，使中等技术学校发展

呈现井喷状态，条件不够、专业不明、质量不高的学

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整体质量。对此，
高等教育部采取措施，精减学校数量，裁并不符合办

学条件的中等学校，使学校数量由１９５２年初的７９４
所降至１９５３年底的６５１所。由于中等职业 教 育 涉

及面广，且与各行业主管部门联系紧密，所以中等职

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方面缺乏统一管理，导致有些学

校专业设置较为随意、混乱。高等教育部要求专业

设置必须规范，严格按照新颁布的中等专业学校专

业目录招生。其次，规范办学，提高教育质量。１９５５
年，为了使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的学科委员会以制

度化的形式组织教学工作，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中等

专业学校学科委员会工作规程》，以规范学科委员会

的教学工作、内部管理以及管理人员的职责。再次，
改革招生办法。考虑到地方需求和中等职业学校在

全国各地的布局状况，高等教育部规定，从１９５５年

中等职业学校由统一招生改为在各业务部门领导下

学校自行单独招生。为了保证毕业生的培养规格，
高等教育部加强过程管理，敦促各中等职业学校严

格落实教学计划和专业实习的规定，提高教育质量。
最后，提高师资水平。为提高教师质量，对于中等职

业学校内文化程度不达标的专业教师，高等教育部

从１９５４年起，经过与教育部协商，安排这些教师前

往教师进修学院或师范院校进行职业进修。
此外，高等教育部从引进苏联专家人才、吸引国

外留学生、派遣留学生以及建立与苏联学校之间的

对口联系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

育交流，以开阔国际视野，更新人才知识体系，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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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办学实力。同时，高等教育部对新中国科学研

究体制的建立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指导相

关机构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集中资源与人才进

行专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密切结合高等学校的科

学研究工作，发展研究生教育，为科学研究培养源源

不断的生力军。

四、高等教育部的历史贡献

高等教育部自成立以来，统筹规划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地推进各项改革，高等教育事业也因此取得

了巨大成就。１９５３年，高 等 教 育 部 重 点 推 进 中 南、
西南地区的院校调整，以及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

系科专业调整；扩大高校师资队伍，稳步推进教学改

革。１９５４年，响应全国文教工作“提高质量”的中心

任务，以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为重点，规范教学

制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办学，
调整专业设置。１９５５年，高等教育部先后组织召开

了高校教育工作座谈会、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

会议以及全国文教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指导不同

类型学 校 的 教 育 改 革。１９５６年 至１９５８年，高 等 教

育部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逐渐步入规范的管理正

轨。可惜的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高等教育

部在高潮中瞬间陨落。高等教育部犹如高等教育管

理史上的一束烟花，绚烂耀眼，其突出的贡献引人敬

仰，其稍纵即逝又令人遗憾，不免引人深思。

１．全面领导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一是提高了高等教育事业的社会地位。高等教

育部与教育部的分设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

高等教育 建 设 的 重 视。在 高 等 教 育 部 的 专 门 领 导

下，高等教育取得的诸多成就反过来又提高了高等

教育在全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高等教育的快速发

展为国家建设输送和培养了大批人才，促使高等教

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营造了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氛围。
二是攻克院系调整的难关。在苏联专家的指导

和帮助下，到１９５７年，我国高校已完成两次大的院

系调整，“形成了新中国高等学校的基本布局，基本

落实了新学制对高等教育应包含大学、专门学院、专
科学校三 类 教 育 结 构 的 要 求”［１６］。在 院 系 调 整 中，
为数众多的院校合并、停办、新设，大批人员、图书、
设备的迁移，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的，这
样大规模的调整能够顺利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

高等教育部领导教育改革成功的一个有力证明。高

等教育部通过院系调整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

育资源分布不均、地理分布不平衡的格局，使高等教

育体系在地理分布、专业设置等方面趋向合理，初步

构建起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三是形成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教学模式。高等

教育部领导建立起来的教学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教

学模式的雏形，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根据国家建设

的需要设置专业，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制订教学计

划，编写教学大纲、教材，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活

动，较好地保证了高校培养的人才能满足国家建设

的需要，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在教

学改革中，重视人才培养的计划性，重视基础理论教

学与实践环节，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重视教

学管理，使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能较好地适应国民

经济建设的需要。这种教学制度构成了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所需专业人才的基础。虽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又经历过几次改革，但是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高教改革基础上形成的教学制度，没有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２．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领导体制

一是建立了高效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新

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工作纷繁芜杂，在国家建设

洪流的推动下，如何快速精准地调整全国高等教育

格局和加强规范管理，既要有大刀阔斧的决心，又要

有抽丝剥茧的耐心。高等教育部的专设，首先，在总

体上囊括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三个层次，实现了高等教育各层次的统筹规划，树立

了物尽其才、人尽其用的人才供需观。其次，增设多

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分管高等教育诸领域，事无

巨细、点面兼顾，提高了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

效率。最后，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安排、从行政管理到

人力资源、从组织体系到规划实施等，为高等教育发

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可以说，新中国高等教育制

度初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纵横交错、全面覆盖、重点

突出的管理体系，确立了层级分明的指导和反馈机

制，遇到具体问题由专门的机构去筹划、决策、解决，
做到了有的放矢，辅以专门领导小组巡视督查以及

定期召开全国教育经验交流会和研讨会等形式，基

本编织出一张结构清晰、疏而不漏的管理－反馈链

接网。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为高教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机制保障，是新中国教育管理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二是积累 了 高 等 教 育 的 管 理 经 验。纵 观１９５２

－１９５８年高教部的工作成果，对比我国现行的高教

制度，不难发现二者多有延续性和继承性。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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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领导关系上，确立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体制，设
立高校党组织，确保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正确发

展方向。在教学管理上，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作为教学基本文件，设置教研室和教研组作为高校

基层教学单位，重视高校科学研究作为高校基本职

能，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优秀传统。在

教学方法上，强调课堂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重视学生实习，重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构成了中国

高等教育教学制度的基本经验。此外，从招生、学籍

管理到毕业分配，从教师工作量、考核办法到科学研

究规程等教育制度，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

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高等教育部领导的高

教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框架。

３．培养了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

我们不妨以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９年高校培养的各类专

门人才的状况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２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分类统计

年份

分类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工科 ４７１１　 ４４１６　 １０２１３　 １４５６５　 １５５９６　 １８６１４　 ２２０４７　 １７１６２　 １７４９９　 １４７１４

农科 １４７７　 １５３８　 ２３６１　 ２６３３　 ３５３２　 ２６１４　 ３５４１　 ３１０４　 ３５１３　 ５８７７

林科 ７９　 １１６　 ７９６　 ５６２　 ５８７　 ３７０　 ５６７　 ８２４　 ９４６　 １１０９

医药 １３９１　 ２３６６　 ２６３６　 ２９４８　 ４５２７　 ６８４０　 ５４０３　 ６２００　 ５３９３　 ９４５６

师范 ６２４　 １２０６　 ３０７７　 ９６５０　 １０５５１　 １２１３３　 １７２４３　 １５９４８　 ３１５９５　 ２２３５２

文科 ２３０６　 ２１６９　 １６７６　 ３３０６　 ２６８３　 ４６７９　 ４０２５　 ４２９４　 ４１３１　 ４８７０

理科 １４６８　 １４８８　 ２２１５　 １７５３　 ８０２　 ２０１５　 ３９７８　 ３５２４　 ４６４５　 ３５８８

财经 ３３０５　 ３６３８　 ７６２３　 １０５３０　 ６０３３　 ４６９９　 ４４６０　 ３６５１　 ２３４９　 ４５４８

政法 １６７９　 １３６３　 １４０３　 ９７７　 １８９７　 ９６２　 ４０９　 ３８５　 １５３１　 １８２６

体育 ６６　 ３６　 ７９　 １３４　 １３８　 ７８３　 ８３６　 ５２６　 ４０２　 １００２

艺术 ５０１　 ３７６　 ２８３　 １０３３　 ７２３　 ７５７　 ７０５　 ５６２　 ４２０　 ４９７

合计 １７６０７　 １８７１２　 ３２００２　 ４８０９１　 ４７０６９　 ５４４６６　 ６３２１４　 ５６１８０　 ７２４２４　 ６９８３９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１９４９－１９８３），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第８０－８１页。

　　如表２所示，从专门人才的数量来看：（１）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末的高等院校毕业生数有了大幅度的增

长，１９５９年是１９５０年的４倍。可以说，高等教育部

领导的各项改革，促进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
满足了社会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２）高等教育

部领导的改革是以工科院校为重点的，这一点在数

字上也得到充分反映。工科毕业生数从１９５０年的

不足５０００人上升到１９５９年 的１４７１４人，增 幅 达 到

２１２％。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教改革取得了

预期成效，满足了社会对各类专业人才特别是工业

建设急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为新中国经济

迅速从废墟中恢复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

持。（３）财经、政法的毕业生明显减少。财经类院校

毕业生数１９５３年最多，以后则逐年减少。政法类院

校毕业生１９５７年时仅３８５人，是１９５０年的２２．９％。
总之，高等教育部领导的教育改革，为“一五”计划输

送了建设人才，为“二五”计划储备了高质量人才。

然而，高等教育部在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是过于依赖苏联，存在盲目照搬和机械模仿的现

象。二是为保证工作效率和扫除旧时弊病，采取集

权管理，“船大掉头难”，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少“一

刀切”的问题，政策更易频繁，耗时耗力，影响成效。

五、结 语

从高等教育部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管

理部门的新设与废止、分设与合并，不仅取决于教育

体系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状态，而且还受制于当

时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第一，正确处理好教育

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始终是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最敏感神经。高等教育的稳定发展虽依赖于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但归根结底必须遵循教育规

律。只有遵循规律、依法依章，教育方能取得稳定、
长足的发展。由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作为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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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具有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的社

会组织，有着改革的内在机理；又由于现代高等教育

改革多由政府指导实施，政府制定的改革政策主要

着眼于近期的社会发展，因此会出现高等教育与社

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这两个方面不一致的

状况。但总的来讲，把握好教育与政治、经济在高等

学校中的联动关系才是优化教育管理质量的关键。
第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关系是整个

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两端，控制和影响着教育的输

入与输出质量，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新中国成立

初期，是从基础教育入手扎实地培养一批真正的新

民主主义时代新人，还是力争以最集中最高效的方

式，在短时间内通过改造思想、改变学习内容等方式

快速弥补建设人才的缺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

临的一大难题。高等教育部的分设为基础教育工作

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和人力资源，保证了扫盲工作的

顺利完成。教育部集中精力抓好基础教育，满足社

会大众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为高等教育提供高

质量的生源。由此可见，合理统筹高等教育与基础

教育的关系与资源分配，是促进双方循环性发展的

有效途径。
在资源捉襟见肘的计划经济时代，保守求稳已

是难得，但高等教育部却高瞻远瞩、披荆斩棘、开拓

创新，统筹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在有限的条件下，力

倡节约、合理规划，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

体制，从扩大教育对象，提高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到改革高等教育的专业和人才结构；从大规

模院校调整到建立社会主义教学制度，这些改革都

堪称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

沐雨砥砺行”，可谓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高等教育部的

最真切的写照。

注释：

①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高教６０条”的颁布为标志，我

国高校重 新 走 上 有 计 划、稳 步 发 展 的 轨 道。１９６４年３
月，高等教育 部 再 次 成 立。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中 共 中

央决定将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至此，高

等教育部正式结束了 其 在 新 中 国 历 史 上 作 为 独 立 的 高

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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