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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韩 梦 洁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指授予高等教育学位（学历）层次及其对应的机构组成。美国内战前高等教育结构只

是体现为以古典教育为主并授予学士学位的学院特征，内战后才逐渐出现了授予硕士乃至博士学位的现代研究型大学，

世纪之交美国又产生了授予副学士学位的初级学院，至此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基本形成了可以授予副学士、学士、硕士和

博士学位的层次结构特征，为二战后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提供了结构框架与制度保障。在市场、政府与高校

三因素作用下，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是从政府不干涉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发展到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理性市场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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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层次性结构特征，依

据所授予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副学士（或称协士，相当

于我国的两年制专科层次）层次的比重，可以把美国高

等教育机构 分 为 研 究 型 大 学（至 少 授 予２０个 博 士 学

位）、硕士机构（至少授予５０个硕士学位和低于２０个

博士学位）、本科机构（学士学位者比例至少１０％、硕

士低于５０个或博士学位低于２０个）、协士学院（授予

副学士学位或学士学位获得者低于总规模的１０％）等

类型。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自殖民地时期历经数

百年才逐渐形成的。
纵观美国历史，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在内战前后发

生了重大变化。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期间，美国爆发了南北

战争，也即美国内战。这次战争不仅是美国社会发展

历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

分水岭。从政治上来说，美国于１８６５年统一了南北部

３６个州，至１９００年囊括了４５个州；从经济上来说，美

国开始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并经历工业大国的剧

变；从意识形态上，宗教对美国的影响已经被实用主义



价值观所取代；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高等教育开始从

宗教属性转变为世俗特征。进入２０世纪，美国高等教

育层次结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现实需求。通过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历

程，有助于理解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同时对我

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内战前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特征

自哈佛学院创办，美国经历了１４０年的殖民地学

院时期，相继 出 现 了９所 殖 民 地 学 院。１７７６年，美 国

最初的１３个州宣布脱离英联邦而独立，开始酝酿高等

教育变革的 萌 芽。至１８００年，高 等 学 院 数 量 增 至２６
所，但是高等 教 育 发 展 依 然 缓 慢。直 到１９世 纪 上 半

期，美国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宗教复兴的背景

下在各州涌现了数百所私立宗派学院。这些学院主要

沿袭殖民地 学 院 的 制 度 特 征，具 有 浓 厚 的 宗 教 传 统。
总体而言，内战前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仅包括从事古典

教育、授予 学 士 学 位 的 学 院 类 型，结 构 单 一。尽 管 如

此，殖民地学院及后来沿袭这种模式创办的传统学院

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基础。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其历史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当欧洲移民探险者来到美洲大陆，那些遭受排挤的新

教徒追求的目标是宗教信仰自由。１６３６年，哈佛学院

的创办沿袭了英国剑桥大学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学院（英国

两大清教学院之一）模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他

殖民地学院也几乎都在牧师协助下创办的，尤其耶鲁

学院董事会成员全部是信仰纯粹的传教士，Ｂｒｏｗｎ与

Ｒｕｔｇｅｒｓ招生入学还要求宗教考试。独立后的学院大

多沿袭这种 模 式，尤 其１９世 纪 上 半 期 出 现 的 宗 派 学

院。在宗教复 苏 的 影 响 下，不 同 派 系 如 贵 格 派、圣 公

会、浸信派、路德派等教会竞相创办教育机构，成百上

千所教派学院遍布最初的１３个州［１］。传统学院模式

具有明显的“双中心”特点，其课程沿袭希腊与罗马的

古典语言和文学传统，课外活动则严格遵守宗教教义。
他们所倡导的教育哲学是协助学生崇拜上帝，所有实

用知识皆有违于绅士尊严，因而学院的首要任务是提

供精神约束。这种双中心模式主导着内战前美国高等

教育，有些学院甚至持续到２０世纪［２］（Ｐ８８）。

宗派学院运动与达特茅斯学院事件不无关系，美

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成为促进私立宗派学院蓬勃发展的

催化剂。据 历 史 学 家 Ｔｅｗｋｓｂｕｒｙ统 计，１６个 州 政 府

授予特许状的 高 等 机 构 共 有７００多 所，但 其 中 有５１６

所没有创办 或 后 来 消 失，以 至 于 倒 闭 率 高 达８１％［３］。
另一位历史学家Ｂｕｒｋ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以实

际创办的学院 为 标 准，发 现３２个 州 高 等 学 院 在１８００
～１８５０年增至２４１所，其中４０所在后来倒闭，７０％持

续到２０世纪，８０％持续到内战。虽然宗派学院运动促

进了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是这场运动产

生高等教育的混乱状态。Ｔｅｗｋｓｂｕｒｙ认为，这主要是

过度的民主化与宗派的非理性竞争导致的，立法机构

的疏忽使那些财政困难、质量低劣和需求不稳定的机

构获得特 许 状［４］。可 是，他 忽 视 了 自 由 市 场 的 作 用。

１９世 纪 之 交，西 方 世 界 深 受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思 想 的 影

响。独立后美国在毫无传统阻力的情况下采纳了自由

市场模式，政府奉行不干涉主义，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

以创办高等学校。政府对申请者并不作审查就授予其

特许状。同时，学院管理委员会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
本质上是如同私人企业般的运行模式［２］（Ｐ８０）。

总体而言，内战前美国高等教育呈现单一型的层

次结构特征，以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本科生培养的学

院为主体。不过，自美国宣布独立之后，美国高等教育

层次结构变革的力量在不断积累中。早在独立之初，
美国州政 府 就 开 始 积 极 地 规 划 公 立 大 学 的 创 办。其

中，一些州政府尝试以改组传统学院的方式来创办州

立大学，但是他们遭受到传统学院的抵制，如１７８７年

纽约州政府改组哥伦比亚大学、１８１０年马萨诸塞州改

组哈 佛 大 学、１８１６年 新 罕 布 什 尔 州 改 组 达 特 茅 斯 学

院、１８１９年弗吉 尼 亚 州 改 组 威 廉 和 玛 丽 学 院。于 是，
弗吉尼亚州政府创办了新的州立大学，此后田纳西州

在１８２０年、印 第 安 纳 州 在１８２４年、阿 拉 巴 马 州 在

１８３１年也相继 创 办 州 立 大 学。这 些 州 立 大 学 改 变 了

传统的古典课程，引进现代科学与实用知识。同时，传
统学院中也在酝酿着变革因素，如哈佛学院在１８２８年

设立了涵盖现代知识在内的选修课制。

二、内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

随着科技革命对美国影响的逐渐深入，１９世纪美

国经济社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需求远远超过传统的古

典课程，学科知识开始超越原有的课程界限。专业教

育、知识专业化反映科学思想对美国的影响，而神学和

伦理学对知识的限制因理性的增强而趋于衰弱，知识

开始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社会环境的变革促进美国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分化，表现为本科层次的各类增

地学院与研究生层次现代大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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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赠地学院的出现

内战前古典教育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美

国政府只 有 通 过 立 法 扭 转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方 向。１８６２
年，林肯总统接受参议员 Ｍｏｒｒｉｌｌ的提案，以立法形式

签署这项联邦赠地法案，即莫里尔法案。依据法案，每
州根据国会代表人数 分 配 人 均３０　０００英 亩 的 联 邦 政

府赠地，用于资助于创办高等教育机构致力于农业和

机械技艺相关领域，同时不排斥古典学习和军事战略

等，各州政府以此推动工人阶级的自由教育和实用教

育。１８８７年，美国颁布哈奇法案，以首付１５　０００美元

为每州建立 农 业 试 验 站，促 进 增 地 学 院 为 社 区 服 务。

１８９０年，莫里尔 修 订 案 提 出 对 英 语、工 程 专 业 等 普 通

学术课程提供每年一度的联邦拨款。这些法案加大高

等教育的公共投入，联邦政府开始对赠地学院提供规

律性拨款。１９００年，赠地学院增至６５所，本科生规模

高达１９　２６８人。这些传授实用知识的赠地学院，培养

了大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现代农民与工人，加快了美

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

２．研究型大学的出现

１９世纪末，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美国高等教育结

构变革的重要特点。自哈佛创办后的两个多世纪美国

高等教育不是“高等”的，内战前学院只是对英国公立

预备学校的模仿，而没有一所真正的大 学［５］。１８２０～
１９２０年，约９０００名 美 国 人 前 往 德 国 大 学 深 造———主

要在１９世纪下半期，他们引进了德国大学模式包括讲

座制、研讨会、图书馆和实验室等设置，以构建美国现

代大学。当时，普遍认为大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是：致
力于研究和教学双重功能、专业学院、高于学士学位的

研究生课程［６］。美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创办了大学：
（１）与本科生学院分开的研究型大学，如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２）把本科的前两年改为中等学校，大学从初级

学院算起，如芝加哥大学；（３）在现有学院基础上扩张

为综合型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及科研并存，如哈

佛大学。由于大多数学院期望平稳地发展，而本科生

与研究生教育的结合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因此第三

种成为现代大学的设立标准。政府与商业的参与加速

了这场现代大学运动，因为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的社

会价值，而商业集团把教育当作成功的投资。

３．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

１９世纪末，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呈 现 多 层 次 结 构 特 征，

而这种层次结构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首先，研究型

大学是以新机构的创办与传统机构的变革而实现的，
如１８７６年约翰·霍普金斯、１８６９年康奈尔、１８８９年克

拉克、１８９１年斯 坦 福 等 新 大 学，同 时 增 地 学 院 如 加 利

福尼亚、爱荷华、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在新的形势下相

继转变为现代研究型大学。至１９００年，美国基本上完

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其次，美国传统学院沿着

两种发展方向：一部分传统学院转变为现代研究型大

学，另一些传统学院则坚持本科层次的培养任务，也即

今日注重本科生博雅教育的文理学院，而大学领导者

也发现与文理学院的合作更有益处［７］。此外，一些师

范、技术或女子等中等教育学校通过提升层次而转变

为高等教育机构。确切地说，这些理念和制度设计是

从国外引进的，但它们从未建制在美国社会背景之下，
因而这些高 等 教 育 实 践 印 上 了 明 显 的 美 国 环 境 的 痕

迹［２］（Ｐ１１９）。至１９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仅包括

赠地学院等多类型的本科学院，还包括从事研究生教

育和科学研究的现代研究型大学，授予学位在学士之

上增 加 了 硕 士、博 士 层 次，见 表１。从 表１中 可 以 看

出，内战后高等教育学士规模扩张迅速，１９世纪末 硕

士和博士规模开始快速增加。

表１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授予学位层次（１８６９～１９０１年）

年份 学士 硕士 博士 年份 学士 硕士 博士

１８６９　 ９３７１ － １　 １８８５　 １３０９７　 ８５９　 ８４
１８７０　１２３５７ 　－ １３　 １８８６　 １３４０２　 ９２３　 ７７
１８７１　 ７８５２　 ７９４　 １４　 １８８７　 １５２５６　 ９８７　 １４０
１８７２　１０８０７　 ８９０　 ２６　 １８８８　 １５０２０　 １１６１　 １２４
１８７３　１１４９３　 ８６０　 １３　 １８８９　 １５５３９　 １０１５　 １４９
１８７４　１１９３２　 ６６１　 ２３　 １８９０　 １６８４０　 ７７６　 １８７
１８７５　１２００５　 ８３５　 ３１　 １８９１　 １６８０２　 ７３０　 １９０
１８７６　１０１４５　 ７３１　 ３９　 １８９２　 １８６６７　 １１０４　 ２１８
１８７７　１１５３３　 ８１６　 ３２　 １８９３　 ２１８５０　 １２２３　 ２７９
１８７８　１２０８１　 ９１９　 ３６　 １８９４　 ２４１０６　 １３３４　 ２７２
１８７９　１２８９６　 ８７９　 ５４　 １８９５　 ２４５９３　 １４７８　 ２７１
１８８０　１４８７１　 ９２２　 ３７　 １８９６　 ２５２３１　 １４１３　 ３１９
１８８１　１４９９８　 ８８４　 ４６　 １８９７　 ２５０５２　 １４４０　 ３２４
１８８２　１５１１６　 ８６３　 ５０　 １８９８　 ２５９８０　 １５４２　 ３４５
１８８３　１２７６５　 ９０１　 ６６　 １８９９　 ２７４１０　 １５８３　 ３８２
１８８４　１４７３２　 １０７１　 ７７　 １９００　 ２８６８１　 １７４４　 ３６５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中 学 后 教 育 综 合 数 据 系 统（ＩＰＥＤＳ）整

理而得（网址：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ｉｐｅｄｓ／）。

三、２０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

进入２０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工业大

国和经济大国。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世界一战与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年的世界二战，不仅没有对美国造成太多破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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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反而使其极大提高了科学研究能力并获得巨大

的经济利益。美国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

进程甚至二次世界战争等，为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调整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成为２０世纪

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的动力。

１．社区学院的出现

社区学院可以说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副产品，是

美国学术界与工业界妥协的产物。在芝加哥大学重建

时期，美国商人Ｒｏｃｋｆｅｌｌｅｒ承诺捐赠８０万美元，同 时

Ｈａｒｐｅｒ教授募集了４０万美元，然而他们在办学方向

上产生 分 歧。Ｒｏｋｃｅｆｅｌｌｅｒ董 事 会 想 要 重 建 服 务 于 工

业帝国的专 业 学 院，而 Ｈａｒｐｅｒ想 要 创 建 单 纯 致 力 于

研究生而非本科生教育的“大研究型大学”。他们协商

的结果是：构 建 一 个 学 院 和 大 学 结 合 的“大 学 联 盟”。

１８９２年，Ｈａｒｐｅｒ把四年制教学从中间分开，前两年称

为“学术学 院”，后 两 年 称 为“大 学 学 院”。１８９６年，这

些机构改称为“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因此，Ｈａｒ－
ｐｅｒ被推崇为“初级学院之父”，不过 Ｈａｒｐｅｒ的观点是

将大学教育的前两年是属于中等教育［５］。直到２０世

纪，初级学院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两年制高等教育机

构，可以授予低于学士的副学士或协士学位，从而成为

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０７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以立法形式批准初级

学院的创办，改进初级学院理念并拓宽了课程领域，不
仅包括与大学课程相关的前两年学术课程，还包括农

业、手工、家政、教师等培训项目。他们把初级学院界

定为“合理的完全的博雅或职业教育”，不仅为学生进

入大学做准备，而且服务于那些不愿或不应进入大学

的高中毕业生［８］。这种趋势很快影响其他州，大学开

始从官方上认可初级学院。１９１５年，芝加哥大学Ａｎ－
ｇｅｌｌ在学术 会 议 中 提 出“初 级 学 院 运 动”口 号。１９２０
年，美国教育部专员Ｃｌａｘｔｏｎ在初级学院会议中，鼓励

初级学院成为高等教育入学增长的主渠道。１９４７年，
杜鲁门报告《民主的美国高等教育》改称初级学院为社

区学院，号召通过１４年级创造更多教育机会，服务于

社区的任何教育需要。

２．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革

社区学院的出现引起教育机构的层次变革。Ｍｃ－
Ｄｏｗｅｌｌ总结了四种初级学院形式：大学低一级分支机

构；师范学校提供的两年制中学后教育；公立中等学校

向上延 伸 至１２年 级；私 立 学 院 提 供 到１４年 级 的 教

学［９］。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曾为芝大附属中等教育机

构的Ｂｒａｄｌｅｙ技 术 学 院、Ｌｅｗｉｓ学 院 和Ｊｏｌｉｅｔ高 级 学

校，它们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

不同改制方式：Ｂｒａｄｌｅｙ学院于１９２０年往上 延 伸 两 年

而成为四年制本科学院，１９４６年改名为大学；在１９０２
～１９１８年Ｌｅｗｉｓ机 构 逐 渐 发 展 为 四 年 制 本 科 学 院，

１９４０年并入 Ａｒｍｏｕｒ理 工 学 院 而 组 成 伊 利 诺 理 工 学

院；Ｊｏｌｉｅｔ高中保持六年制高级学校，后两年被设计为

Ｊｏｌｉｅｔ初级学院，成 为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第 一 所 公 立 初

级学院。
在高等教育结构变革中，美国现代大学作为学术

组织变得更加制度化，其科研能力在世界战争中得到

快速提升。１９１６年 成 立 的 美 国 研 究 委 员 会 对 大 学 研

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曾在战争期间服务于国家

对研究的需要，休战协议签署后开始协助大学提高研

究功能。创办于１８９１年的加州理工学院，因大量私人

资金、战后国家资助以及杰出科学家的汇集使其在２０
世纪迅速跃居在美国大学前列，它的崛起标志着美国

研究生教育 及 研 究 功 能 提 升 到 新 的 阶 段。１９２０年 美

国大学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大学在学术、研究生教

育及研究等 功 能 得 到 很 大 程 度 增 加［１０］。战 争 刚 结 束

时，美国大学的研究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资本，这是私

立大学的研究功能快速提升的阶段。随后的经济萧条

导致私人资金的减少，而拥有公共财政基础的公立大

学获得了发展机会，如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密歇根

等州立大学的研究功能越来越突出。
始于１９世纪的高等教育结构变革一直持续到２０

世纪，包括新机构的不断出现与旧式机构的快速转型。
一战后，强烈的教育需求和扩宽学科知识的压力，大多

数学生选择就近的理工、师范或职业技术学院等接受

教育，而这些中学后教育机构基本上是从中等学校升

格而来的。１９１０年，爱 荷 华、密 歇 根 和 纽 约 等８个 州

率先批准中等师范学校升格为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有

的转型为四 年 制 学 院，有 的 加 入 初 级 学 院 运 动 行 列。
随着中学教师需求的增加，师范学院还扩充了文理课

程，形成区别于师范学校的制度特征。此后２０余年，
中等教育机构形成了这种升格热的发展模式。同时，
承继于殖民地学院模式并坚持本科生博雅教育的文理

学院，遭遇到来自上方研究型大学的压力和来自下方

师范学院和初级学院的挑战。至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已

经形成包括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层次，为

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提供了结构框架和制度基

础。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在２０
世纪上半期不断完善并趋于稳定的增加状态，而且呈

快速扩张的趋势。

·４１１·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５卷 　



表２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授予各层次学位人数（１９００～１９５０年）

年份 副学士 学士 硕士 博士 年份 副学士 学士 硕士 博士

１９００ － ２８６８１　 １７４４　 ３６５　 １９１９ － ４８６２２　 ４２７９　 ６１５
１９０１ － ２８９６６　 １８５８　 ２９３　 １９２１ － ６１６６８　 ５９８４　 ８３６
１９０２ － ２９９０７　 １７１８　 ３３７　 １９２３ － ８２７８３　 ８２１６　 １０９８
１９０３ － ３０５０１　 １６７９　 ３３４　 １９２５ － ９７２６３　 ９７３５　 １４０９
１９０４ － ３１５１９　 １９２５　 ３６９　 １９２７ － １１１１６１　 １２３８７　 １４４７
１９０５ － ３２０１９　 １７８７　 ３８３　 １９２９ － １２２４８４　 １４９６９　 ２２９９
１９０６ － ３２２３４　 １６１９　 ３４９　 １９３１　 ８５　 １３８０６３　 １９３６７　 ２６５４
１９０７ － ３３８００　 １９７１　 ３９１　 １９３３　 ７８　 １３６１５６　 １８２９３　 ２８３０
１９０８ － ３７８９２　 ２１８８　 ４５１　 １９３５　 １０２　 １４３１２５　 １８３０２　 ２７７０
１９０９ － ３７１９９　 ２１１３　 ４４３　 １９３７　 １２２　 １６４９４３　 ２１６２８　 ２９３２
１９１０ － ３７４８１　 ２４５６　 ４９７　 １９３９　 １５０　 １８６５００　 ２６７３１　 ３２９０
１９１１ － ３９４０８　 ３０３５　 ５００　 １９４１　 １４１　 １８５３４６　 ２４６４８　 ３４９７
１９１２ － ４２３９６　 ３０２５　 ５３８　 １９４３　 ８９　 １２５８６３　 １３４１４　 ２３０５
１９１３ － ４４２６８　 ３２７０　 ５５９　 １９４５　 １５６　 １３６１７４　 １９２０９　 １９６６
１９１４ － ４３９１２　 ３５７７　 ６１１　 １９４７　 ２１１　 ２７１１８６　 ４２４３２　 ３９８９
１９１５ － ４５２５０　 ３９０６　 ６６７　 １９４８　 ２２９　 ３６５４９２　 ５０７４１　 ５０４９
１９１７ － ３８５８５　 ２９００　 ５５６　 １９４９　 ２１７　 ４３２０５８　 ５８１８３　 ６４２０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ＩＰＥＤＳ）整理而得（网址：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ｉｐｅｄｓ／）。

四、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的

动力因素

　　高等教育结构变迁是政府、市场和大学三种力量

影响的结果。内战前，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主要包括从

事本科生培养的古典教育机构，因为大多数中产阶层

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博通古典语言与文学的绅士

或牧师，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然而，由于追求这种

“现实”的需求，学院忽视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

现代知识的“潜在”市场需求。从授予学院特许状的倒

闭率来看，政府在学院创办的审核程序中几乎无所作

为，学院发展也是非理性的。从改组传统学院的失败

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并没有绝

对的影响。可以说，内战前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

迁是政府不干涉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然而，内战后

这种模式发生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府对高等教

育结构进行宏观政策调控，以及高等教育自我协调能

力的增强，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高校相互制衡的高

等教育结构变迁机制。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府通过颁布法案、增加资金和设置机构等

方式加大对 高 等 教 育 层 次 变 革 的 影 响。１９世 纪 下 半

期，州政府颁布赠地法案及其修订案、哈奇法案等加大

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快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增加

了公立学院与大学。在世界战争期间，联邦政府设立

全国研究委员会负责大学拨款，极大地提高大学研究

能力。进入２０世纪，政府又积极倡导和支持社区创办

初级学院。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增加，州级教育

行政机构开始协调高等教育的层次，以避免资源浪费

和不良竞争造成的损失。协调中心机构的意义在于以

非偏颇的理念研究教育问题，使其确定符合国家和州

的利益目标［１１］。纽 约 州 是 较 早 实 践 州 级 协 调 形 式 的

例证，１９２０年前 有 些 州 就 创 办 了 协 调 机 构，如 福 罗 里

达州、爱荷华州和密西西比州。这些州协调组织或管

理委员会主要规划本州教育系统的层次结构，包括大

学、增地学院和师范类学校等。
其次，市场力量深入影响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

不仅表现为高校关注市场的多样需求，而且工商业组

织或代表、私人基金委员会和校友对高校的影响。内

战后，社会对现代知识的需求甚于古典知识，促进了传

统学院的变革以及新机构的创办，高等教育与经济社

会发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高校董事会成员

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内战前董事会成员大多来

自于宗教组织和市政阶层，到内战后越来越多成员来

自社会各行业的成功校友，他们的参与对于沟通高校

与市场的联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美国经济实力

的提高，越来越多私人资金资助已有的私立学院，或直

接创建新的机构或组织，如卡耐基基金还成立了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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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员会与政策研究理事会。同时，高等教育逐渐

提高社会服务功能。在经济社会需求的直接推动下，

１９世纪美国高 等 教 育 开 始 从 单 一 结 构 逐 渐 转 变 为 多

层次的复杂结构。
最后，当全国性组织和州协调机构成立的同时，高

等教育系统内部出现了自我调节的学术组织。与社会

中介组织不同的是，这种学术组织是以高等教育系统

的内部机构所组成的，往往基于学术原则进行自我调

节。高等教育系统可以主要由学术权威来担任协调，
无论协调得好与坏，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官僚命令或市

场模式的 相 互 作 用 来 调 节［１２］。１９００年，为 了 回 应 柏

林大学的要求，美国创办 了 美 国 大 学 学 会（ＡＡＵ），成

为评估高 校 博 士 学 位 质 量 的 组 织。在 高 等 教 育 系 统

中，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各自的学术组织，
如１８９５年的美国州立大学协会、与ＡＡＵ同年成立的

赠地学院协会、１９１５年 成 立 的 美 国 学 院 协 会 等，这 对

不同高等教育类型的行业自律、权益维护、避免资源浪

费与无序竞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协调组织有助

于保证高等教育的结构变革遵循学术原则，与政府、市
场共同发挥调整作用。

美国高等教育多层次结构的形成为二战后美国高

等教育的卓越与普及化提供了结构框架与制度保障，
满足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历经３００余年的

发展历程，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对欧洲大学制度的移植，
到独立后受法国模式影响的州立大学系统、以及学习

德国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再到２０世纪独创性地发展初

级学院，最终形成了顺应与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等教育结构，这与其快速发展的经济、激烈的市场竞

争、政府的财政支持与协调，自治的学术组织及灵活的

运行机制等不无关系。从内战前的自由市场模式，到

内战后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竞争模式，促进了美国高等

教育层次结构的不断优化与调整。

五、结　语

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是基于欧洲高等教

育制度传统基础上的变革，是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以及

经济和社会力量不断推动的结果，从而形成了满足于

多样化需求的多层次机构类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换，由规模和速度主导的外

延式发展模式向质量和结构主导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

变［１３］。尽管高等教育学位层次存在高低层次差别，但

不应该存在等级上的高低贵贱。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应

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同时政府在市场失

灵条件下进行适当的调控，此外应发挥不同社会组织

机构的中介功能，从而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

整满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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