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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新专业知识和提升职业能力

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技能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通过对我国高等学历教育的政策变迁和发展

历程进行分析，总结了我国高等学历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了我国高校在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任务和长期任务，提出了促进高校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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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ing educ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updat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skills-oriented and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policy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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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current and long-term tasks of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relevant 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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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国家和党的一项重要计划。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并强调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出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路上实现民族复兴。他强调要培养新型人才，担负起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进行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的

重要途径，是建设技能型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近 20 年来，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得到了显著快速

的发展，有效地助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我国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办学规模的显著增长，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办学定位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全、人才培养质

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为推动新时期高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转型发展，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

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

与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高校所举办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以推动形成符合

新时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新格局。 

2.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呈现出多种办学方式、办学主体和办学层次的多元化办学

格局，人才培养数量急剧增加，成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主要是指由普通

高校、开放大学以及成人高校面向成人学习者举办的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等形式的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已经历 70 余年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支撑，有效促进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稳步发展[1]。 
(一) 探索发展阶段(1949~1976 年)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 80%以上人口为文盲。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有效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党和国家将发展以夜大学、函授教育为主要形式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1949 年，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 1950 年

开始招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发展，随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

等高校也逐步探索和实践以函授教育为形式的开办模式。随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逐步开展，国家出台

了涉及招生、教学、师资、规范管理和保障质量的系列文件，初步建立了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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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确保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规范化发展。 
(二) 恢复发展阶段(1977~1985 年) 
1978 年以来，我国陆续创办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开始重启广播电视教育和逐

步形成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同时，逐步恢复并发展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普通高校的函授教育和夜

大学。1981 年，国务院颁发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标志着国家自学考试制度的正式创建。

后期，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办学定位和规模、教学组织与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制度，基本确立了我国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制度体系，办学秩序快速恢复。在国家建设急需人才的现实条件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受到

高度重视，并成为国民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和补偿学历的重要途径。 
(三) 完善发展阶段(1986~1997 年) 
1986 年，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陆续

暴露办学不规范、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相关突出问题。因而，当时国家将健全制度体系作为工作重点。

例如，为发挥高等学校的优势，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函授教育的发展，国家教委

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为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完善高等教育体系，

国务院出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相关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健全了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制度体系，确保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四) 创新发展阶段(1998~2009 年)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进入 21 世纪以来，现代远程教育成为当时国际教育发展趋势。1998

年，教育部提出《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

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1]。1999 年，陆续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共 67 所高校开展网络教育试点，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进入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办学模式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五) 改革与转型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 
2010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标志着我国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进入综合改革与转型发展期。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需要，国内一批“985”高校调整继续教

育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特别是在 2018 年以来，十多所高校陆续部分或全部退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

[3]。近两年，随着教育部出台《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在高

校停止网络教育试点，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方向，真正开始了高校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转型改革的攻坚期。 

3.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成就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 2021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

1288.23 万人，在校生超过 3000 万人，毕业生 585.95 万人，占整个高等教育在校总规模的 40%左右[4]。
2022 年，全国举办学历继续教育的高校总数 1740 所，其中开放大学 6 所，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 139 所，

普通高校 1595 所，含普通本科高校 852 所，高职院校 743 所，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 766 个，

专业点 27,816 个[5]。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可见，办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对于我国建设教育强国，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必

要性。 
(一)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高学历人口是社会最大的人才资源，是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高学历人口具有更高的科

技素养和创新能力，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科技创新和发展动力，有助于推动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进而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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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看，我国高学历人口快速增长，占总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底

我国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到 2.17 亿，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 15.41% [6]。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为 57.8%，比 2020 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4]。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 13.8 年，已经进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但是已有存量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是 10.8 年[7]，受教育年

限比较低，尚不能满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了提高劳动者人均

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劳动者就业技能和能力，需切实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好，有效支撑劳动者在学

习和就业过程中通过学历教育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紧密

结合。 
(二)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知识更新日新月异，人们对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的需求加快。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为人们提供开发自身才能的学习机会和途径，实现知识和技能提

升，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式。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其灵活开放的学习形式有力地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三)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支撑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不同发展时期，我国高校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广大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

习机会，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提供重要支撑。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改革已成为国家重要教育决策。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

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内容均就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办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是支撑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4.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亟需通过改革加以解

决。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高校于 2022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专项清理排

查、广告宣传等专项整治工作，对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工作进行了摸排梳理，发现高校在办学定位、

教学组织及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 
(一)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监督缺位，盲目扩张现象严重 
部分高校落实办学主体责任不到位，主要领导未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校外教学点审批、检查

和监管制度不健全，设置条件和程序不完善。有的高校未经集体决策就新增联合办学单位。部分高校下

属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单位未经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校级文件出台等程序研究审定，就以学校

名义出台校外教学点、校外助学点管理办法等重要文件，主办高校对校外教学站(点)管理监督缺失缺位。

一些高校未经省教育厅备案，擅自设立校外学习中心、教学站(点)，并存在违规办学行为。部分主办高校

盲目扩张现象严重，校外教学点数量多，布局不合理，形成恶性竞争，办学行为不规范，教学质量不高。 
(二) 办学定位不准，逐利倾向明显 
部分高校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定位认识不清，方向不明，对学历继续教育功能定位思考不深

刻，办学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现象。部分高校甚至把学历继续教

育作为赚钱的重要途径，每年下达创收任务，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和初心。部分高校没有根据自身定

位和特色优势办学，喜欢办好招生、易考试、投入少、见效快的专业。 
(三) 办学保障缺乏，办学规模与办学能力不匹配 
部分高校没有统筹好普通高等教育和学历继续教育所处不同类型教育的发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与

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比例严重失调。对学历继续教育重视不够，入口把关不严，生源选择门槛条件非常低。

部分高校网络教育招生不设上限，招生数量多，一年招生多达七八万。办学规模起来后，学校没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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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投入机制，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明显不足，师资、教室、教学设备等软硬件条件远不能满足办学

需要，办学规模与办学能力严重不匹配。 
(四) 教学组织实施不规范，招生权转移等问题突出 
部分高校没有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重点内容在学校相关发展规划中进行统筹规划，缺乏长期发

展思维，因而在教学组织、教学过程、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要求不严，标准不高。部分高校教学资源不

丰富，呈现方式单一，内容陈旧；线上模拟试卷和考试试卷多年不变；线下集中考试标准不高。一些高

校将招生权、教学权、管理权转移到校外机构，个别高校甚至将命题、考试、阅卷等工作全权外包给校

外机构，自己当甩手掌柜，严重破坏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严肃性，损害了高校的社会声誉和高等教育

的形象。 
(五) 办学形式落后，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函授、业余等办学形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适应成人学习的

需求。同时，有的高校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的基本要求缺失，培养体系、教学方法、考核评价方式和指标

体系等不适应在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体

系构建、教学组织，以及个性化的教学评价和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从而导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社会认可度低。 

5. 促进高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建议 

为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高校应该认真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所明确的任务，积极探索推出转型发展的措施。 
(一) 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积极调整学校学历继续教育结构 
一是要明确学校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定位。按照特色为主、范围控制、保证质量的原则，需要强化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而不是赚取收入的手段，按照高校的定位来组织。二是要优化办学

形式。统一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非脱产”，禁止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三是提倡分级教

学。高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以自身的定位为导向。高水平高校和行业高校也在“少而精”的原则下

支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以引导模式，促进发展。 
(二) 全面落实教育教学要求，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落实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全过程，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二要规范教学组织实施。高校要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制度，落实好课程教学、实习

实践、毕业论文(设计)、毕业答辩、学位审核等教育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支持服务，确保真教、

真学、真考。三要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高校要依托信息化平台和软件服务教育教学，积极探索和实践适

合此类学习人群规律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开展线上教学为主、面授为辅等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充分适

应学生的学习习惯，提升学习效果。四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严格落实《教育部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

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实施意见》中对高校主讲教师、辅导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配备要求，同时要注重师

德师风建设。 
(三) 加强治理体系建设，规范和完善课程教学组织 
一是要严格遵守办学基本要求。高校要严格落实办学基本要求和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基本要求的各项

指标，明确高校学历继续教育的目标和规格，规范课程教学的组织实施办法。二是要加强对教材编写的

管理。高校应强调自身的特点，注重开发高质量的学历继续教育教材，满足灵活学习、学习目标的深度

和广度相结合、互动学习的要求。要加强现有的教材的管理，强化治理机制，鼓励在教材的编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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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督评估机制。高校需要完善其内部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

量保证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并做好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价和总结。 
(四) 加强管理创新，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怀进鹏部长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它是手段和工具，是路和桥；而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则是教育数字化的目标和宗旨所在。这就要求高校既要在技术赋能上升级，又要在

服务支撑上升级，以教育数字化带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迈出新步伐。”高校利用信息化建设

的优势，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管理，全面推进学习资源、教学过程、考试测评、管理服务数字化，建设数

字化学习综合服务体系，实现办学管理的全过程溯源。 
(五)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组织实施。 
高校要积极制订学历继续教育改革方案，坚持管办分离，明确归口管理部门，细化措施务实推进切

实见效。同时，高校要落实涉及经费、场地等各方面的保障，规范使用管理。 

6. 结语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时代之所向。高校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继续教育的重要指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办好学历继续教育放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大框架中去认识，

坚持“不断进取、标本兼治”的总方针，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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