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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下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内涵、贡献和走向

劳逸媛

（华南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我国高校继续教育从初中 后 教 育 到 中 学 后 教 育，再 到 大 学 后 教 育，不 同 时 期 有 不 同 的 历 史 内 涵

及贡献。在工农干部培养时期，办学形式有工农速成中学、夜大学和函授教育，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培 养 了

大批工农干部；在在职人员教育时期，办 学 形 式 有 广 播 电 视 大 学、夜 大 学 和 函 授 教 育、岗 位 培 训、高 等 教 育 自

学考试社会助学，以学历提升教育为主，弥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空白；在社会成员开放时期，办学 形

式有现代远程教育、开放教育及各类 进 修 班、研 讨 班 等，重 视 非 学 历 教 育 和 终 身 教 育 体 系 的 构 建。未 来 高 校

继续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将会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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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十 九 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

社会，大力 提 高 国 民 素 质”。［１］继 续 教 育 的 重 要 地

位又一次被提及。然而在继续教育蓬勃发展的势

头之下，高 校 继 续 教 育 作 为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继 续 教

育形式，在应对严峻转型冲突的同时，还要面对企

业、在线教育等机构的强力挑战，其主体地位一步

步被削弱。因此，如何在转型时期找准目标定位，

明确自身作 用，成 为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顺 利 发 展 的 关

键。可以通过追寻建国以来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

轨迹，探索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贡献，把握发展规

律，展望未来走向，为高校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提

供思路。

　　二、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历史内涵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

化传承创新 的 重 要 场 所，是 承 担 继 续 教 育 工 作 的

主阵地。高校继续教育是指由各级各类高校承担

的，针对离 开 学 校 教 育 体 制 内 的 人 群 进 行 一 定 内

容的补充、延 伸 的 教 育 活 动。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在 办

学主体上大 致 可 分 为 普 通 本 科 高 校、高 等 职 业 学

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等；在办

学类型上又 分 为 学 历 教 育 与 非 学 历 教 育，学 历 教

育包括普通高校夜大学、函授教育和网络教育等，

非学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和各

类教育培训活动。

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

历史内涵。高 校 继 续 教 育 作 为 一 种 现 象，早 在 工

农干部教 育 的 浪 潮 之 中 就 已 诞 生。“现 代 意 义 上

的继续教育发端于‘二战’前后的英美两国”，［２］是

继续工程教 育 概 念 的 拓 展 和 延 伸。１９７９年，清 华

大学的张宪宏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第一次世界

继续工程教 育 大 会，并 把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继 续 工 程

教育概念引入中国。［３］１９８７年，“继续教育”一词第

一次出现在 正 式 文 件 之 中，即 国 务 院 转 发 国 家 教

委的《关于 改 革 和 发 展 成 人 教 育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决定》）。《决定》指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

行继续 教 育”，这 里 的“继 续 教 育”是 指 高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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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一）针对工农干部的初中后教育

１９５０年，工农速成中学兴起，无论是从兴起时

间还是教育 层 次 上，它 都 可 作 为 我 国 高 校 继 续 教

育事业的起点。工农速成中学以培养工农干部以

及优秀工农青年，准备将来升入高校进一步深造，

成为高级建设人才为目的，由高校附设，作为高校

的预备学校，可得到高校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享有

高校的教育 资 源，学 生 毕 业 后 直 接 升 入 速 成 中 学

依附的高校继续深造，具有高校预科的性质。［３］这

是高校实施 继 续 教 育 活 动 的 开 始，这 一 时 期 的 高

校继续教 育 主 要 指 针 对 工 农 干 部 的 初 中 后 教 育，

延续了革命 时 期 干 部 教 育 的 传 统，以 巩 固 工 农 阶

级政权及 培 养 新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人 才 为 任 务，

一方面使工 农 干 部 能 够 接 受 高 等 教 育，另 一 方 面

逐步改变高校学生的成分，体现了当时“教育为工

农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二）针对在职干部的中学后教育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夜大学，１９５１年，

开始筹备函授教育，并于１９５３年招生。夜大学与

函授教育设 置 财 经、师 范 和 工 科 类 等 当 时 国 家 建

设急需的 专 业，针 对 在 职 干 部 进 行 教 育 培 训。函

授教 育 的 发 展 标 志 我 国 远 距 离 教 育 开 始 起 步。

１９６０年，我国 第 一 所 电 视 大 学———北 京 电 视 大 学

创立，招生 对 象 为 具 有 高 中 或 相 当 于 高 中 文 化 水

平的在职人员，学制为四年或五年，培养目标是使

学员基本掌 握 综 合 大 学 的 基 础 理 论，为 其 专 业 提

高打下坚 实 基 础。电 视 大 学 的 诞 生，使 得 我 国 远

距离教育有了新发展。［４］夜大学、函授教育与电视

大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开始转向中

学后的高等教育阶段。这一时期的高校继续教育

实质上是一 种 职 工 教 育，采 用 半 工 半 读 的 学 习 形

式，使更多 的 在 职 干 部 和 人 员 接 受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知识、挖掘自身的潜力，并充分考虑成人的工学矛

盾，借助社会通讯手段和印刷技术，利用高校师资

与教学设施等，开展远距离教育，以满足经济建设

对于中高等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三）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后非学历教育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３日，国 务 院 转 发 国 家 教 委 的

《决定》，突出强 调 了 高 层 次 岗 位 培 训 和 继 续 教 育

的重要地位。同年１２月１５日，《关于开展大学后

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颁布，对大学后继续教育的

有关问题作了全面规定。大学后继续教育是针对

已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重点进行相关

专业新理论、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培训活动。［３］具备

办学条件的 高 校 接 受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委 托，积 极 开

展岗位培训 与 大 学 后 继 续 教 育 工 作，取 得 了 良 好

的社会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由 此，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开

始发展大学后非学历教育。这一时期的高校继续

教育内涵 发 生 了 深 刻 变 化。受 改 革 开 放 的 影 响，

现代 意 义 上 的“继 续 工 程 教 育”概 念 被 引 入，国 际

继续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得以被知悉。为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高校开

始利用自身优势，围绕科技进步特别是科学研究，

以及知识、理论、技术与方法的补充、更新和扩展，

开展面向专业技术人员以岗位培训为依托的非学

历继续教育 活 动，使 高 校 成 为 联 系 社 会 与 服 务 社

会的重要渠道。

（四）面向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

１９９９年以来，教 育 部 为 落 实《面 向２１世 纪 教

育振兴行 动 计 划》，实 施“现 代 远 程 教 育 工 程”，批

准６８所普通高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２０００年

开展现代远 程 教 育 试 点 工 作。［５］作 为 高 校 试 点 的

二级学院，“网 络 教 育 学 院”正 是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试

点的产物，以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为主，积极开展

岗位培训、职 业 资 格 认 证 教 育 及 其 他 类 型 的 继 续

教育工作。自 此，远 距 离 教 育 开 始 向 现 代 远 程 教

育转化。与此 同 时，广 播 电 视 大 学 进 入 开 放 教 育

试点阶段，即实施免试入学择优录取制度，招收普

通高中、职 业 高 中 及 相 当 学 历 的 在 职 人 员 及 社 会

青年。现代远程教育与广播电视大学初步建立了

远程自 主 学 习 和 终 身 学 习 的 教 学 及 支 持 服 务 体

系，高校继 续 教 育 被 纳 入 终 身 教 育 体 系 之 中。随

着互联网技 术 的 发 展 与 终 身 学 习 理 念 的 推 广，现

在的高校 继 续 教 育 内 涵 已 有 了 较 大 程 度 的 发 展，

不再局限于受教育对象的身份、职务和学历，不再

以高层次的 学 历 教 育 为 重 点，不 再 以 培 养 国 家 经

济建设专门 人 才 为 唯 一 目 标，而 是 开 始 为 满 足 学

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提供教育服务。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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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继续教育的层次从初中后教育到中学后

教育，再到大学后教育；类型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

教育；对象从 针 对 工 农 干 部、在 职 干 部、专 业 技 术

人员到面向社会成员；形式从夜大学、函授教育到

广播电视大学等远距离教育，再到现代远程教育，

历经半个多 世 纪 的 发 展，在 不 同 时 期 有 其 特 定 的

历史内涵，并做出了相应的历史贡献。

　　三、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历史贡献

以发展脉络为依据，以针对主体来命名，可以

将高校继续 教 育 分 为 工 农 干 部 培 养 时 期（建 国 初

期）、在职 人 员 教 育 时 期（改 革 开 放 至１９９８年）以

及社会成 员 开 放 时 期（１９９９年 至 今）三 个 历 史 时

期，以这三 个 时 期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存 在 的 主 要 形 式

为出发点，探 讨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对 自 身 及 社 会 发 展

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工 农 干 部 培 养 时 期（建 国 初 期）：培 养 干

部，探索经验

建国初期 是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的 起 步 时 期，以 工

农干部为培 养 对 象，主 要 办 学 形 式 有 附 设 于 高 校

的工农速 成 中 学、夜 大 学 和 函 授 教 育 等。这 一 时

期的高校继 续 教 育 以 学 历 补 偿 教 育 为 主，培 养 了

大批新中国 建 设 所 急 需 的 各 级 各 类 工 农 干 部，巩

固了工人阶 级 的 政 权 基 础，积 极 探 索 并 总 结 了 继

续教育的规律与经验。

１．工 农 速 成 中 学 提 供 宝 贵 经 验。１９４９年１２
月，教育部 在 第 一 次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上 提 出 借

鉴苏联经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３］１９５０年工农速

成中学开始在北京等地迅速兴起，至１９５５年有在

校生６万人。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２日，教育部和高等教

育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自１９５５年秋季起工农速

成中学停 止 招 生。工 农 速 成 中 学 从１９４９年 提 出

创办，１９５０年迅 速 兴 起 到１９５５年 停 止 招 生，在 这

短暂的５年里，高校向工农打开校门，大批工农出

身的干部受 到 文 化 教 育 的 洗 礼，成 为 共 和 国 建 立

初期可靠的 政 权 基 础。［４］工 农 速 成 中 学 为 高 校 继

续教育的发 展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经 验 借 鉴：高 校 继 续

教育的对象 是 承 担 一 定 社 会 职 责 的 成 年 人，因 此

要符合成人教育的规律，在实施继续教育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 成 人 的 学 习 特 征，还 要 考 虑 他 们 的 工

作现实。

２．夜大学与 函 授 教 育 探 索 发 展 模 式。夜 大 学

与函授教育突破了工农速成中学脱离工作岗位及

学习速成的 局 限 性，为 工 农 干 部 得 以 平 衡 工 作 与

学习提供 了 既 经 济 又 有 效 的 形 式。在１９５３年 正

式开展函授教育活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于１９５１
年建 立 了 比 较 切 实 可 行 的 函 授 教 育 工 作 制 度，

１９５２年该制度进一步完善，直接指导了函授教 育

的开展，同期，在教育部的促动下，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其他综合性大学

也相继办起 函 授 教 育 和 夜 大 学，各 校 自 行 招 收 工

农干部，主要设置师范、农经、工科等专业，有效缓

解了 国 家 经 济 建 设 和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之 急 需。［６］

１９５５年５月４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北京师范大

学办理高等师范函授部的指示》，标志着函授教育

制度的基本 建 立，高 校 继 续 教 育 进 入 制 度 化 发 展

轨道，这为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培 养 人 才 适 应 现 代 工 业

社会“模具化”经济特征 的 要 求 奠 定 重 要 基 础。［３］

在普通高校与一系列国家政策制度的推进与引领

下，北京电视大学、北京农业函授大学等一批独立

设置的成人 高 校 成 立，还 有 一 批 区 域 成 人 高 校 也

相继成立，使 广 大 一 线 工 农 干 部 参 与 继 续 教 育 成

为可能。

（二）在 职 人 员 教 育 时 期（改 革 开 放 至１９９８
年）：培养人才，创新形式

改革开放 以 来，高 校 继 续 教 育 进 入 恢 复 与 发

展时期，培 养 对 象 由 工 农 干 部 扩 大 到 一 般 在 职 人

员和知识 青 年（主 要 作 为 相 关 单 位 部 门 的 储 备 人

才），办 学 形 式 有 广 播 电 视 大 学、夜 大 学、函 授 教

育、岗位培训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等。

这个时期 的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以 学 历 教 育 提 升 为 主，

努力 弥 补“文 化 大 革 命”造 成 的 人 才 空 白，积 极 融

入改革开放 后 国 际 新 科 技 的 革 命 浪 潮，大 力 创 新

教育形式，在 现 代 意 义 的 继 续 教 育 实 践 中 起 到 重

要的引领作用。

１．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和函授教育扩大招生

规模。１９７９年２月，由 教 育 部 和 中 央 广 播 事 业 局

联合创办的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和２８所 省 级 广 播

电视大学同时宣告成立。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大

学主要面向 在 职 人 员 开 展 高 等 学 历 教 育，促 进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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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招生 规 模 的 扩 大，解 决 了 数 以 万 计 青 年 上

大学 及 各 类 人 才 青 黄 不 接 的 问 题。１９７９年 至

１９９８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高等学历教育学生

３３４万人，毕业生２４８万人。［７］１９８０年９月５日，国

务院批转教 育 部《关 于 大 力 发 展 高 校 函 授 教 育 和

夜大学的意 见》，指 出“今 后 高 校 举 办 的 函 授 教 育

和夜大学的 招 生 对 象，应 当 包 括 具 有 高 中 毕 业 程

度的在职人员和知识青年”。［８］这意味着函授教育

和夜大学的 招 生 对 象 不 再 局 限 于 在 职 干 部，开 始

逐步面向应 届 高 中 毕 业 生 和 社 会 青 年。１９８１年，

举办函授教 育 和 夜 大 学 的 普 通 高 校 达２３８所，函

授和夜大学教育网在全国初步形成。到１９９８年，

绝大多数普通高校举办了函授部、夜大学，本专科

在校生人数达２８２．２２万人。［６］

２．岗位培训和大 学 后 继 续 教 育 满 足 社 会 新 需

求。１９８６年３月，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岗

位（职务）培 训”的 概 念，１９８７年，国 务 院 转 发 国 家

教委的《决定》突出强调了高层次岗位培训和继续

教育的重要地位。有条件的高校开始接受企事业

单位的委托，积 极 开 展 岗 位 培 训 与 大 学 后 继 续 教

育工作，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４］该

时期继续教 育 依 托 本 科 院 校，还 拓 宽 了 在 职 人 员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渠道。［６］

３．自 学 考 试 社 会 助 学 活 动 面 向 社 会 成 员。

１９８０年国务院批 转 教 育 部《关 于 高 等 教 育 自 学 考

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制度。高等教 育 自 学 考 试 采 用 个 人 自 学、社 会 助

学和国家考 试 相 结 合 的 教 育 形 式，参 加 考 试 的 人

员不受职业、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只要完成专业考

试计划规定 的 全 部 课 程 并 取 得 合 格 成 绩，即 可 获

得相应的毕业证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象的全

面放开，使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面 向 全 体 社 会 成 员 成 为

可能。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３日，国家教委颁发《关 于 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各种 类 型 的 高 等 院 校 是 社 会 助 学 活 动 的 主 体。

１９９８年针对全国助学情况的全面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参与助学活动的普通高校有６０７所，占社会力

量助学 组 织 的１９．１％，是 自 学 考 试 社 会 助 学 活 动

的中坚力量。［９］高 校 在 进 行 自 学 考 试 社 会 助 学 活

动中充分发 挥 自 身 独 特 的 优 势，在 保 证 助 学 活 动

质量、提升考生综合素质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因为各类学 员 的 涌 入，高 校 自 身 也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增强了办学活力，提高了服务社会的能力。

（三）社会 成 员 开 放 时 期（１９９９年 至 今）：服 务

社会，推进终身教育

２０世纪末，国内经济高速发展，高校继续教育

也进入全面 发 展 的 开 放 时 期，培 养 对 象 面 向 社 会

所有成员，主要办学形式有现代远程教育、广播电

视大学开 放 教 育 以 及 各 类 进 修 班、研 讨 班 等。这

个时期的高 校 继 续 教 育 开 始 重 视 非 学 历 教 育，贯

彻终身教育的理念，推动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一

方面积极探索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西部、

社区等地输送的途径，主动服务社会；另一方面努

力向高层次 继 续 教 育 的 目 标 行 进，满 足 社 会 对 高

端人才的需求。

１．现代远程教育与开放教育为社会输送资源。

２０００年开展的首批远程教育试点工作，采取“宽进

严出”的政 策，实 行 学 分 制 和 弹 性 学 制，既 扩 大 了

受教育 人 群 的 数 量，又 保 证 了 教 育 质 量。“截 止

２０１１年，试点高 校 共 开 发 网 络 课 程２７，４１２门，资

源库２２５个，网络教育特色教材８５７本。其中，‘新

世纪网络建 设 工 程’建 设 了３２０门 优 秀 网 络 课 程

及资源库；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已评审出２０９门国

家级网络精品课程。参加校内共享课程８，２００门，参

加校际共享 课 程５，９２８门，参 与 校 内 学 分 互 认 课

程２，９４２门，参与校际学分互认课程１，８６０门，推

进了优质教育资源校内与校际的共享”。［５］与此同

时，广播电视大学进入开放教育试点阶段，学生根

据需要选择 各 种 多 媒 体 进 行 自 学，教 师 给 予 全 程

学习支持服务。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广播电视大学

的开放 教 育 累 计 招 生６４３．８万 人，毕 业３２５．８３万

人。［１０］现代远程 教 育 与 开 放 教 育 的 实 施 使 高 校 得

以借助最新技术力量向社会成员输送优质的教育

资源，积极促 进 农 村、边 疆 少 数 民 族 地 区、部 队 和

社区等地的人才培养，为探索课程的共建共享、远

程开放条件下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及学分互

认的终身教育制度提供思路。

２．非学历教 育 创 办 特 色 品 牌。随 着 高 等 教 育

大众化和知 识 经 济 时 代 的 到 来，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规

模不断扩大，高 校 继 续 教 育 的 学 历 教 育 功 能 不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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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非学历教育功能与社会需求不断彰显，加之

社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与人们对高层次继续教育

的追求日益 强 烈，有 条 件 的 高 校 开 始 创 办 符 合 自

身特色的教 育 品 牌 培 训 项 目。２００２年，清 华 大 学

率先停招夜 大 学 与 专 升 本 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大

力发展非学历教育。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清华大学

共开办各级各类培训班１．３万 个，培 训 学 员４７万

名，为各类 高 级 专 门 人 才 的 知 识 更 新 和 技 能 提 升

提供了有效 支 撑，为 我 国 重 点 行 业 领 域 的 建 设 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浙江大学近年来创办起一批

以企业高端人才为主要培训对象的继续教育精品

项目，培训内容涉及工商管理、房地产、资本运营、

餐饮和旅游等诸多领域。［５］

　　四、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走向

回顾高校 继 续 教 育 的 发 展，不 难 发 现 其 在 不

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可以紧密结合最先进的教育理

念，利用最有 效 的 技 术 手 段，积 极 实 践、实 验 各 种

教育形式，充分考虑不同时期的社情与民情，以满

足最急迫的社会需求。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

指导下，依据历史发展脉络，进一步使整合丰富的

教育资源 和 利 用 新 兴 技 术 创 新 教 育 形 式 的 传 统，

成为高校继续教育向社会成员开放的基础。２０１６
年３月２２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在未来５年，“大

力发展继续 教 育，构 建 惠 及 全 民 的 终 身 教 育 培 训

体系”。［１１］惠及 全 民，即 意 味 着 高 校 继 续 教 育 的 形

式将具备多 样 性 的 特 征，满 足 社 会 成 员 不 同 层 面

的个性化需求。

（一）创新服务模式

高校继续教育将会积极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技

术开发数字 化 学 习 资 源，充 分 利 用 平 台 的 共 建 共

享机制创新线上线下多种教学模式和学习支持服

务体系，为 在 线 继 续 教 育 注 入 新 鲜 血 液。如 建 立

共享课程“学 习 超 市”、学 分 银 行 等 已 成 为 高 校 继

续教育创新服务模式的趋势。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

《安徽省推进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工 作 实 施 意 见》正 式 下 发，依 托 继 续 教 育 网 络 园

区，“计划到２０２０年 全 省 高 校 基 本 建 立 继 续 教 育

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建成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建

立健全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机 制，

实现优质资 源 的 共 建 共 享，建 立 完 善 的 继 续 教 育

人才培养质 量 保 障 体 系，启 动 第 三 方 评 价 和 质 量

实时监测”。［１２］除了省内不同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

与不同类型 学 习 成 果 的 学 分 转 换 机 制，高 校 继 续

教育将会进一步探索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省

与地区之间 更 多 线 上 线 下 的 学 习 服 务 模 式，以 有

力的技术支 撑 和 服 务 为 保 障，满 足 学 习 者 多 样 化

的学习需求。

（二）促进协调发展

高校继续教育将大力加强学历教育的规范化

办学，逐步 摆 脱 深 陷“质 量 之 痛”的 困 境。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１８日，教育 部 印 发《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专 业

设置管理 办 法》，指 出“按 照 成 人 学 习 的 特 点 和 教

学规律”、“设 置 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专 业 要 根 据 学

校自身办 学 能 力”、“推 动 建 立 多 方 参 与 的 监 管 制

度和评价 机 制”等 多 项 要 求。这 是 规 范 高 等 学 历

继续教育专 业 设 置 的 首 份 文 件，［１３］加 强 了 对 高 校

学历继续 教 育 专 业 设 置 的 统 筹 规 划 与 宏 观 管 理，

促进高校继续教育的健康、协调发展，为继续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保驾护航。一部分高校将停止各类

学历继续教 育 的 招 生 工 作，加 大 非 学 历 继 续 教 育

与自身优势 学 科 建 设 的 投 入，另 一 部 分 高 校 将 规

范学历继续 教 育 的 专 业 设 置 与 管 理 机 制，这 是 高

校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学历继续教育

作为补充 与 提 升 学 历 的 需 求 早 已 落 下 历 史 帷 幕，

追求学科专业质量、遵循成人学习规律、消除学历

崇拜及引导终身学习意识才是未来的发展之道。

（三）打造个性品牌

高校继续教育将在非学历教育领域向高层次

培训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普通高校，可以依靠自身

成熟的专业 设 置 和 优 质 的 教 育 资 源，打 造 特 色 的

非学历教育 品 牌 项 目，承 担 各 类 高 级 专 门 人 才 的

教育培训工 作，一 方 面 满 足 社 会 对 于 高 端 人 才 的

需求及高学 历 人 群 的 学 习 诉 求，另 一 方 面 借 助 非

学历教育无限的市场潜力可推动高校自身的可持

续性发展。为 落 实《国 家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自２０１１年 起 到２０２０年，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机构将分批分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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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２００家国 家 级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基 地，积

极承担高层 次、急 需 紧 缺 和 骨 干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的

培养培训任务，［１４］其中包括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

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是主要办学力

量。高校将发 挥 自 身 优 势，打 造 特 色 的 培 训 项 目

品牌，如国 家 级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继 续 教 育 基 地 中 国

石油大学（华东）将承担石油石化行业人才知识更

新工程培训项目，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补充、更新

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优质服务。

（四）开放共享平台

高校继续教育将会承担更广泛的社会教育责

任，特别是 独 立 设 置 的 成 人 高 校 在 区 域 内 扮 演 多

重角色，不 仅 是 学 历 教 育 和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的 重 要

平台，也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场所、市民终身学习的

咨询指导中心，并通过向市民开放共享平台，走进

他们的日常 学 习 生 活，助 力 学 习 型 社 会 的 全 面 建

成。２０１６年７月，教育部联合九部门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 进 社 区 教 育 发 展 的 意 见》，指 出“各 省、市

（地）可依托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职 业 院 校 以 及 社 区 科 普 学 校 等 设 立 社 区

教育指导机构”。［１５］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１７个省

（自治区、直 辖 市）在 当 地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挂 牌 设 立

社区教育指导服 务 中 心（社 区 大 学）。［１６］以 广 播 电

视大学为依 托 开 展 社 区 教 育 已 成 为 趋 势，广 播 电

视大学将为社区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与资源共享

机制提供技术支持，承担社区教育的指导、管理等

责任，为 市 民 提 供 贴 近 生 活 的 多 样 化 学 习 服 务。

另外，地区 性 独 立 设 置 的 成 人 高 校 也 同 样 面 临 创

新服务、功能拓展的时代挑战，如北京的八所地区

性独立设置 的 成 人 高 校 自２００６年 起 就 积 极 探 索

与实践“办 好 百 姓 身 边 大 学”的 办 学 模 式，与 企 业

合作开设学历教育新专业，开展各类非学历教育，

开发丰富的 社 区 教 育 课 程，形 成 了 自 身 的 办 学 特

色。［６］如何开 放 共 享 平 台，办 好 百 姓 身 边 的 大 学，

这是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需要面对

的首要 问 题，也 是 服 务 学 习 型 社 会 建 成 的 必 经

之路。［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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