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报告
上海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国际研究院课题组

摇 摇 [编者按] 摇 教育部批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广东五所省市电大更名为开放大学迄

今已两年。 如何推进开放大学的建设与电大升级转型,实现国家提出的办好开放大学的战略要求,一直备受社

会关注。 2013 年 12 月,受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委托,上海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国际研究院设立专项课题“中国特色

开放大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冶进行专题研究。 课题组聘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会长郝克明先生为顾问,
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及远程教育专家王一兵教授为总召集人,联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广东五省市开放大学、天津、重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方力量组成研

究团队。 经过近一年的共同努力,征求多方意见包括教育部相关司局意见,形成本报告,并于今年 9 月中旬正式

送交教育部领导。 报告针对定位、电大转型、质量、平台、体制体系五大瓶颈难题直陈洞见,材料翔实,观点鲜明,
现实针对性强,很值得开放大学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读。 报告送交教育部不久,袁贵仁部长就做了批

示,要求相关部领导和司局参照本报告进一步修改即将出台的相关文件,提出开大电大发展的长远的、全面的意

见。 囿于篇幅,本刊撷取了总报告的精髓,以飨读者。 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加入开放大学发展的战略思考之中,
为开放大学的改革发展建言,为开放大学的未来绘制美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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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大学的定位

摇 摇 (一)社会转型催生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

大量数据表明,人类社会正在快速向信息社会、
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全球化社会过渡,并催生了学

习型社会,催生了社会成员多样化、个性化、泛在化、
终身化的学习需求,催生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

式。 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僵化的教育制度、层次结构

及设定的各种教育板块、壁垒已无法因应和满足这

些学习需求和教育需求,围绕专业知识开展的、以机

械灌输+标准化考试为基本特征的工业化流水线人

才培育模式很难继续成为应对今天信息社会、知识

社会、网络社会、全球化社会、学习型社会中学习和

教育需求的标准模式和实现教育转型的路径选择。
人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学校推行双模式、多模式

办学、混合式学习,面授、远程、网上、正规、非正规学

习的灵活交替、逐步融合;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成人

非成人、学历非学历、正规非正规教育之间的壁垒逐

步模糊、消失,开放、灵活、全纳、终身等教育理念和

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当代世界教育包括

高等教育演变与发展的一大趋势,成为引领教育包

括高等教育面向未来革新、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理念分别、多次出现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教育部长包括我国教育部长参

加的会议通过的文件中。 MOOCs 的出现带来的最

重要的启示在于,即使全球顶尖的传统精英大学也

在考虑如何面对网络社会、知识社会中教育公平与

社会公正的新挑战,因应新的学习需求和教育需求,
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改革他们

沿用了上百年的传统的、单一的校园面授教学,探索

双模式、多模式办学和混合式学习。
2013 年,在 MOOCs 浪潮的带动下,曾主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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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院的清华大学又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再建

“清华学堂冶,并提出“在线教育正在触发大学传统

学习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知识传授模式、学生学习

方式和教学组织方式的变化必将引发教育理念和教

育体系的全面更新和调整冶 (陈吉宁,清华大学校

长,2014 年版“大学的革命冶代序),无疑也是对上述

启示的一种印证。
中国经历的社会转型具有深重的中国特色,即

一个十三亿人口、经历了几千年农耕社会,地域广

袤、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要在短短的

百年内快速走完西方四百多年的双重社会转型:完
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同时,向信息

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全球化社会、学习型社会

急剧转型。 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启动的、仍在进行的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特色社会转型

呈现明显的多元、多重、长期、复杂、交织、并发等特

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催生

了大量特殊的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泛在化、终身

化的学习需求和教育需求。 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

式、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满足这些需求是

保证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 开放大学的理念、模式与历史使命

中国的社会转型催生新的教育需求,呼唤新型

大学的诞生。
开放大学是以开放、灵活、全纳、终身、优质为核

心理念,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

撑、实行多种模式办学和混合式学习、服务终身学习

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型高等学校。
开放大学是新型大学,新就新在她的理念,新在

她明确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以大量失去了接

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大众和各种弱势群体为主要教育

对象和其不可替代的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新在她

依托和挖掘各种技术包括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

技术的巨大潜力,搭建开放、灵活、方便、无时间地域

界限、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广阔学习和求知的平台;
新在她能主动、积极地捕捉和因应社会转型进程中

催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和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新在

她天生地具备完成上述使命的理念、平台、机制、潜
力和能力。 开放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颗

新星。 开放大学的建立、改革、创新、发展、试验的意

义远远超出自身。

开放大学的核心是大学、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新

型大学。 她的新还在于,它又不仅仅是大学。 人们

如果考察一下我国开放大学及其前身电大所从事的

大量的学历非学历、正规非正规、服务于不同地域、
不同人群的教育活动,就不难发现,开放大学还是一

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跨越人为设置的不同教育层

次和教育板块壁垒、因应社会转型、服务于终身学习

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型教育综合实体。 她们在长

期的质疑声中,有意或无意地完成了许多不为人知

的历史使命。 她们所从事的大量活动证明,她们是

我国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践行者,是各地紧缺

人才和人才紧缺素质的培训者和提供者,是社会和

谐和文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器,是教育均衡发展

和教育公平的促进者,是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是当代高等教育新理念、新模

式、新机制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这是她们对于中国

教育和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贡献,也是她们已经

践行并应当继续履行的历史使命。
上海开放大学及其前身上海电视大学过去二十

多年办学的一大特色是,在努力办好学历教育的同

时,十分重视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与学习需求,通过

改革和创新,认真履行上述功能。 例如,他们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上百万上海市民的计算机技能培

训和发证、和英国会计公司合作培训通晓国际会计

规则的财会人员,不仅满足了干部和市民的不断增

长的学习需求、提高了他们的素质,也有效地帮助上

海市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计算机人才和技能紧缺和

后来浦东开发初期合资独资企业缺少合格财会人员

的问题。 他们的办学定位得到了业内业外、上海市

政府甚至国际上的普遍认可,成为我国少有的一所

连续获得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人力资源开发银奖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技术应用一等奖

(2007)和世界远程教育理事会办学成就奖(2009)
的高等学校。 直到蒋红校长两年前就任上海开放大

学校长,上海市领导仍然明确叮嘱:上海不缺一所普

通高等学校,上海需要的是一所奉行终身教育理念,
为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发挥支撑作用的大学。 我们

认为,开放大学和电大的这种使命和功能应当得到

充分肯定、支持和激励,应当成为开大建设、电大转

型升级和定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传统高等教育观

念出发为开放大学划定不得逾越的边界,或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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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参照现存体系和现有模式中寻找开放大学的

边界和定位是不可取的。
(三)“1+5冶试点的进展、活力与启示

“1+5冶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中国高等学校序列中

出现和增加了六所开放大学,而在于:这是国务院下

达的一项综合教育改革试验,是国家推动高等教育

改革、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

大战略举措。 这项改革虽然启动仅两年左右,但已

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1)试点学校获得了一定的本科办学权,办学自

主权有所扩大,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更加规范,更
加贴近社会需求与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更加注重与

普通高校包括国外名校、行业、企业合作,建立联盟

关系,以提升办学质量、加强质量建设。
2)试点建设普遍得到了各省市政府、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不仅因此解决了不少过去长期得不到

解决的问题,而且,大幅度提升了开放大学在建设当

地学习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3)多数试点学校的地县级分校和学习中心松

散的状况因此得到根本扭转,增强了省市总校与基

层分校或学习中心的合作,加强了本省市系统办学

的凝聚力。
4)随着学校部分办学自主权的取得,调动了试

点学校创新办学理念、模式,试行双模式办学、混合

式学习和中职、高职和本科衔接试验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5)一个新气象是五所省市开大之间和他们与

国家开大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催生了改革

原有体系和探索建立新体系的现实需求,也使国家

开大面临新的压力,是其两年多来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办学、管理和服务功能和能力的

一个重要原因。
6)学分银行在制度建设、实体建设、学分考核、

认可、储存试点试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5冶试点的启示是:电大转型不是简单翻牌,

而是符合条件、经过审核和批准的转型升级,是一次

质的提升,是一项重大的教育创新与改革,是电大发

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开放大学及

其体系体制的战略步骤和良好开端。

二、电大的转型升级

摇 摇 “1+5冶试点以后,还有 39 所电大能否和如何

转型升级,不仅是这 39 所电大关注的问题,而且是

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决策部门需要做出

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一)电大转型升级的合理性

电大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
也是具备了三十多年实施远程和开放教育经验的电

大的合理期盼。 国际上还找不到一所没有起码的本

科办学权和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开放大学。 根据亚

洲开放大学协会 2004 年对亚洲十四所开放大学和

英国开放大学的调查,除中国中央电大系统仅具有

高等专科的独立办学权外,其余十四所国外的开放

大学都具有本科办学权和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8
所还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我国电大已经在独立举办

专科的教育层次上运行了 35 年,积累了丰富经验,
奠定了转型升级的基础。 早在 1995 年,中央电大就

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建立中国开放大学的要求。 电大

转型升级,扩大和提升其办学功能和能力,是中国电

大人的正当发展要求,也是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中

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完成“纲要冶提出的 2020 年

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目标、促进我国社会转型平稳

前行的战略举措。
(二)电大转型升级的条件

电大转型升级是电大的一次质的提升、是进一

步发挥和激活电大办学潜力和活力的战略举措,是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一次重要试验。 总结

“1+5冶试点的经验,电大转型升级拟设立并要求必

须达到如下目标:
淤 厘清理念;
于 明确定位;
盂 取得省市政府支持;
榆 提升师资力量;
虞 提高科研水平;
愚 激活和完善体系建设;
舆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余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三)电大转型升级的前景

电大已经具备了 35 年从事开放远程教育的经

验。 相当一批省市电大在硬件、软件方面已经具备

了转型升级的一定的基础。 因此,这些电大转型升

级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建立新的大学,我们建议从

实际情况出发,不必重新设置标准,亦不必等待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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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的出台。 我们也不主张 39 所电大作为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成员,随着后者的转型升级先

统统翻牌为开放大学,以后再逐一审核是否能成为

独立举办的省市开放大学,因为这难以达到电大通

过转型升级应当达到的目标和要求。 我们在调查问

询中首先阐明了开放大学的理念和特色,并得到了

基本认可后,就是否希望成为独立设置的开放大学

和本校(电大)是否具备升级转型为独立设置的具

有一定本科办学权的开放大学条件,向 39 所电大校

长书记进行了问卷调查。 得到的结果是,70% 以上

的受调查者希望成为独立设置的开放大学,但问及

他们如何自我评价本校转型升级的条件时,得到的

结果见表一。

表一摇 电大领导自我评价本校转型升级的条件

选项 已经具备
1-3 年可
以具备

三年以上 很难预期 未答数

人数(人) 43 37 10 10 1

占总选项
数比例(% ) 42. 57 36. 63 9. 9 9. 9 0. 99

按照符合条件、逐一审批的原则和上述数据,可
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省市电大存在一两年内转型升

级的希望。 其余电大可能选择待条件成熟时申请转

型升级,或者选择留在系统中,发扬原系统的优势,
通过改革和创新,克服存在的问题,继续探索和发展

新形势下系统办学的模式,开创新的局面。
(四)电大转型升级的路径

建议国家教育决策部门总结和参照“1+5冶试点

工程转型升级的经验,在即将出台的办好开放大学

意见中明确电大转型升级要达到的条件、要求和程

序,然后考虑对已达到条件和目标的电大,由省市政

府提出,经专家评估,教育部批准,逐一转型为独立

设置、省市管理的开放大学。

三、开放大学的质量、质量观与质量保障

摇 摇 毋庸讳言,电大、开大办学存在众多挑战。 长期

挥之不去的一大挑战是其质量受到业内外的普遍质

疑和关注。 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电大自身的原

因,更多的是长期存在而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理念、
定位、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 改变这种状况,树立

开大、电大的质量信誉,是电大转型和开大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是开大电大、政府和社会必须

正视和面临的长期的共同任务。 我们主张从以下方

面从根本上回应这一挑战:
(一)明确开放大学的质量观

明确开放大学的质量观,必须从“究竟什么是

质量冶开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远程教

育理事会和国际教育界公认的“质量就是达到了设

定的目标冶 的定义( fitness to purposes淤),质量取决

于设定的目标、目的和达到目标、目的的程度。 据此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质量是相对的;质量是多元的;
质量是可以分层次的;质量高低最终要看效果。 开

放大学设定的培养目标、目的达到了,就是有质量,
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毕业生的比例很高,同样是高

质量。 反之,如果笼统地主张用普通高等学校的质

量观、质量标准和指标、质量评估程序和模式、质量

评估专家队伍来看待、评估和引导办学面向、培养目

标有不同定位和明显差异的开放大学 /电大的质量,
使开大、电大不断向普通高校靠拢、看齐,就必然使

开大、电大慢慢失去其本身的理念、特色、活力和生

机,路子只会越走越窄,甚至发生生存问题。 我国电

大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经历。
要回应社会对开放大学的质量质疑,必须首先

明确和鼓励树立科学、合理的开放大学质量观,并制

定相应的质量标准。 80%以上接受问询的开大电大

书记、校长、院长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开放大学 /电大

的办学理念与传统高校不同,教育对象和培养目标

不同,办学模式和学习环境、方式不同,专业方向和

侧重,开放大学办学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发生和

表现的形式不同,不应当套用衡量和评估普通高等

教育学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质量理念、标准、专家队

伍、工作方式来看待和评估开放大学的质量。 一位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从事二十多年普通高校包括重

点高校质量管理工作、现在国家开大担任领导工作

的同志还认为,普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学生是

经过高考选拔择优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同时,国家对

整个开大电大系统 46 所学校及其 360 万学生一年

的总投入还不及一所重点高校,如坚持同样的质量

标准不太合理。 原苏州吴县是全国百强县中的佼佼

者,有两千多家合独资企业,年产值达 1300 亿元。
1990-1995 年间,全县七个常委中,先后有五人是电

大毕业生,29 个乡镇领导中,21 个取得了电大培训

合格证书。 用实践检验和最终社会效果的视角来观

察,人们很难分辨他们与成千上万在吴县工作、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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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众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质量

谁高谁低,对吴县发展的贡献谁大谁小,只能说他们

接受的教育面向和培养目标不一样,贡献社会、体现

质量、检验效果的方式不同,且难以相互取代。 吴县

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并非个案。
只有树立了正确、科学的开放大学质量观,并建

立符合开放大学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办学模式和特

色的质量标准,才能为开放大学 /电大质量的提升建

立科学、宽松、适切、公平、公正的环境,使之从向普

通高校看齐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真正遵循开放教育

的规律,按自身的理念和特色办学。 实际上,笼统地

提出开放大学质量标准应与普通高校一样几乎没有

可操作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各个大洲学位互

认公约时也曾有过理想主义的动议,即试图制定各

国共同认可的高等教育各专业的质量标准,从而使

各国间的学分、学历、文凭、学位互认问题迎刃而解。
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不仅各国之间不可能,一
个国家内部也是不可行的。 以我国为例,中国两千

多所高校,至少分四个层次:高专高职、普通高校、
211、985,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吗? 即使 985 之间,甚
至一墙之隔的北大与清华之间,有一个共同标准吗?
实施上述主张的一个具体建议是开大专业与普通高

校相同专业遵循国家制定的学历教育的统一学分标

准。 且不论开大电大专业的课程结构和具体课程的

要求是否应与普通高校的相同专业完全一样,即使

如此,学分只是对学习者学习时间管理的数量单元,
一般难以以此作为衡量质量的量化手段。 如果提出

“与普通高校一样冶就要回答:同哪个层次的普通高

校一样,与哪个学校的一样? 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

回答得了的问题。 实际可行的应当是,结合自身办

学理念、办学面向、培养目标、办学特色,设定特定专

业和设计相关课程时,参照而不是照搬相同层次和

相关普通高校相同专业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包括国

家制定的学历教育的学分标准,按照开大电大自身

的办学面向、培养目标和要求制定标准,并严格监督

执行,把好“严出冶关,追求高质量。 这就是或应当

是开放大学的质量观。
质量观的明确和质量标准的设定体现办学理

念,决定办学方向、办学面向和培养目标。 如前所

述,质量是多元和可以分层的。 不同省市可以根据

省情市情选择不同的办学定位和相应的质量观、质

量标准。 事实上,这种差异性在“1+5冶试点的办学

试验和实践中,在五所省市开放大学的办学定位中

已有明显的体现。 建议教育决策部门允许和鼓励这

一方面的不同探索,并及时加以总结。
(二)开放大学质量提升的内功

如果说建立一个适切的科学的外部环境对开放

大学的质量提升至关重要,那么开放大学自身质量

提升要练的内功就是立校之本、质量提升之本。 何

谓内功? 内功就是学校和政府两个方面都要认真、
准确理解和全面落实开放大学包括广播电视大学中

“大学冶二字的真正含义,就是制定具体规划、真正

按照大学的要求定位、投入和建设开放大学,就是根

据开放大学的办学面向、特色和培养目标,按照大学

的要求提升和加强开放大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和教

师队伍建设,特别是自身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

学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招聘、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配备领导成员。 一句话,就是把开放大学办成一所

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自身有一千多名合格的专职教

师,包括一些知名教授,学校科研成果 13% 达世界

一流、50%以上国内一流,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署专

家按照每个学科评估相加的成绩,教学质量曾连续

三年列全英第五,甚至高出牛津大学一位,社会对她

必然刮目相看。 虽然我们不主张照搬英国开放大学

的办学理念和质量观,但英国开放大学按照大学定

位建设自身、树立质量信誉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全员、服

务全社会终身教育的、特殊的、庞大的教育综合实

体,只有其核心是一个社会和教育同行认可的、合格

的、具备了大学水平的大学,社会对开放大学的质量

质疑,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逐步消除,开放大学的质量

信誉才能逐步建立。 釜底抽薪,任重道远,但不可

不为。
(三)开放大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战略

开大电大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和一大特色是

可以依靠业内外的顶级专家、可以充分利用和传播

业内外的优质资源。 要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要认

真研究网络化社会知识和学习生成的特点,认真研

究和探索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数字化平台优势和丰

富的网络资源,包括国际上和我国精英高校提供的

网上课程课件,提升开大电大的资源、课程和教学、
办学质量。 要较快地提升开大电大的质量,除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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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内功,需认真考虑实施以下两大战略:
———与国内外尤其是本国本省市重点高校名校

合作,开展课程建设、师资培训、课程上网、教改试

验、直到联合开办专业、实行师资和领导干部交流互

动。 开大电大应当弘扬和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

争取这种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做到互利共赢。 重点

高校名校应当充分看到发展开放大学、提升开放大

学质量是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改革试验

和历史使命,与此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传统高校逐

步变得开放、灵活、终身、全纳是全世界高等学校顺

应社会转型的一大趋势,开放大学在这一趋势中已

经走在了前列,在技术应用、课程上网、支持服务、平
台建设、系统办学等方面具备相当的优势,两者之间

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并非零和游戏。 前

英国开放大学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

干事约翰·丹尼尔爵士和国际教育技术权威托尼·
拜茨去年 11 月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一次研讨会

上,当着 Edx 校长面指出,网上教育、大规模的开放

教育已经存在了至少二十多年,并积累了什么可行

什么不可行的丰富经验,精英大学以为MOOCs 是自

己发明的新车轮,企图一切从头做起,没有必要。 这

种心态和状况在我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当我国的“985冶大学谈论应对 MOOCs 浪潮的战略

时,一个已经在我国存在了三十六年、从事网络教育

已二十多年、技术应用水平之广、之深、之高冠于全

国普通高校、支持服务系统最完整、已经覆盖 960 万

平方公里的开放大学和电大平台和系统,始终没有

进入他们的视野。 建议中央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制定明确的政策,要求、支持和鼓励普通高校尤其

是名校与开大电大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共同探索中

国特色 MOOCs 发展、适应我国社会转型、建设中国

特色学习型社会的途径;
———网络海量资源的利用。 网络海量资源尤其

是MOOCs 的出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各国包括我国

顶尖精英大学在内的名师课程和海量优质资源。 如

何根据国情、办学需要,选用其中有用和相关的资

源,为较快地提升我国开大电大的教学教育质量服

务,是每一所开大电大重塑质量信誉需要考虑的重

大战略举措,也是对每一所开大电大教师和学生能

否接受和有无自主利用甚至二次开发的能力、学校

办学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的一个检验。 优质资源的

存在甚至海量供给是一回事,能否利用和能利用多

少则取决于我国国情、政策、学校的课程设置、要求、
教师、学生的能力、素质等众多因素。 建议教育部出

台相关激励政策,国家开大发挥自身优势,引领此项

研究和试验。
(四)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树立开放大学的质量观、练好开放大学质量的

内功,必须落实到开放大学自身的建设规划中,建立

一个科学、严谨的质量保障体系。 这个质量保障体

系不应仅仅只是一套制度,而且应当充分体现开放

大学的核心理念和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特点,更重要

的是必须有一套校内外的组织架构和人马,保证质

量保证体系的切实、有效的运行。
根据实施远程开放大学质量保障主体的不同,

可将远程开放大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分为外部质量保

障体系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

中央和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等开放大学以外的机

构为保证开放大学质量而建立的质量保障相关的法

规、制度和监督和评估程序、办法,以及其委托执行

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广义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包括

社会各界、政府非政府机构和舆论监督;内部保障体

系是由开放大学自身和开放大学体系建立的质量提

升、质量管理体系,它应该是包括教育质量标准的制

定、执行、教育过程质量监控,以及对质量保障体系

本身进行评估和完善的一系列活动的综合。 所有开

放大学都应结合相应业务建立完善的、具有专业水

准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并依据学习者的实际体验

做出绩效评估。

四、开放大学的平台建设及其体制创新

摇 摇 (一)开放大学的办学平台是开放大学先进理

念与先进模式的物化,是开放大学核心竞争力的

载体

开放大学的特色与强项之一是她与技术的深度

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推动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办学

模式创新。 因此,开放大学系统建设一个覆盖全国、
互联互通的平台不仅仅是技术选择和使用的问题,
也是开放大学先进理念与先进模式的物化,是开放

大学进行教育创新、改革的园地、是开放大学和开放

大学体系核心竞争力的载体,是这个体系作为一个

整体存在的物理和技术的纽带,也是考验体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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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接受并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共管、共赢原则、
考验体系有多大凝聚力的试金石。

(二)目前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同样,开放大学包括电大体系的平台建设并非

从零开始。 目前覆盖全国、已经运行了十多年的电

大三级教学平台为推进电大在开放教育和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方面的实践探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未

来开放大学体系平台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积累

和暴露了不少制约开放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的

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平台的多级分立,低水平

重复,跟踪困难;教学(前台)与管理(后台)相互脱

节,支持与服务不及时;平台智能化程度低;资源缺

乏交互性;缺乏平台运行绩效评价机制;界面复杂且

针对性、开放性、有效性不高,运维成本高等。
更重要的是,开放大学新体系、新机制的建立,

先进理念和质量观的树立和贯彻,加上我们对远程

开放教育规律的持续探索,都要求在电大系统平台

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集约化、智能化、成本低、效益高、
覆盖全国,体现开放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云平台。 这

是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建设的迫切而具体的战略

工程。
(三)开放大学体系平台建设的指导原则

开放大学体系平台建设是一项涉及从理念、定
位、性能、架构、成本、管理到一个个技术细节的庞大

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另行研究。 本研究仅提出一

些基本原则:
———覆盖全国,互联互通,能满足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的多元化、个性化、泛在化、终身化的学习

需求。
———体现远程开放教育优势,满足开放、远程和

在线学习、教学、服务与管理需要,并与普通高校合

作,为建立中国特色 MOOCs 体系作出贡献。
———体现开放大学的质量观,支持大规模、开放

和在线课程及其学习支持服务,支持教学活动和过

程的监控,支持网上教学质量常态评估,保证质量保

障体系的有效运行。
———研究和密切跟踪技术发展,实行先进技术

与实用技术的适时、动态、有机结合,实现信息技术

与远程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教育

理念和模式创新,不断增强开放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实践共商、共建、共享、共管、共赢原则,创

新平台建设和管理体制,支持开放大学新体系、新体

制和联盟组织的运行。
———练好办“大学冶的内功,支持学科、专业和

课程建设,支持学科和远程开放教育研究,支持大数

据学习分析;支持学术、技术和管理服务队伍建设。
根据其提交的挂牌以来的工作进展报告, 国家

开放大学两年来在技术开发、应用、资源建设、整合、
平台功能和水平提升等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为建

立一个能到达上述要求的平台打下了良好基础。 现

在需要的是按照上述原则,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

见,开始共建行动。 建议在教育部的领导和支持下,
由国家开放大学牵头,开大、电大、相关高校、行业、
企业、机构自愿参加,吸收部分办学、管理、技术、资
源方面专家参与,成立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平台建设

小组,研究并提出可行方案,作为国家推行开放大学

试点的一项重点工程,报教育部审批后实施。

五、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的建立:
挑战、机遇与对策

摇 摇 (一)电大体系的历史贡献和面临的转型挑战

1. 电大体系的历史贡献

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建设不是平地而起,一
定意义上是已运行三十多年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

转型升级。 这个系统已经形成一个覆盖全国城乡的

办学网络,远程教学基础设施、远程学习支持服务和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已有相当水平,且分工协作,运
行有序,相互依存,富有一定特色。 通过这个体系,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将高等教育和众多培训项目

传送到广大城乡、特别是农村和民族边远地区,是电

大办学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这个系统与技术融合之

广度和深度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2. 传统电大体系存在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运行,这个系统暴露出如下弊端:
1)办学权过于集中,系统管理体制较僵化。 目

前电大体系的办学权过于集中,专业和课程设置、教
材选择、考核发证都集中在中央电大和现在的国家

开大。 这不仅导致地方电大缺少办学自主权和积极

性,过分依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指导和统一

管理,缺乏学科专业以及课程建设的自主意识与创

新意识。 自身的学科专业建设能力、课程的建设水

平、教材建设能力以及科研水平,总之,独立办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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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长期得不到提高。 更重要的是,限制了地方电大

为千差万别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学习者群体

服务的适切性、灵活性和主动性,导致电大事业长期

以来没有被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处于边缘化

地位。
2)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与电大体系之间的事

权和职责划分不清。 中央电大包括现在的国家开放

大学,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还是教育部直属大

学,至今无合理、明确的正式定位和划分。 办学权和

教学管理权过度集中于中央电大,政策制定和执行

集中于教育部,造成省市政府对电大的管理职能虚

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省级电大在事业发展的规

划方面缺少支持,影响了电大的发展。
3)办学系统比较松散。 地方电大教学管理上

是全国电大系统的子系统,又是地方政府所属的独

立设置高校,基层电大需要接受多头指令,形成业务

上集成、实际系统结构比较松散的格局。 目前,基层

分校正在陆续更名,但往往不涉及职能及运行机制

的变化。 条块割裂,难以提高办学效益,不利于创

新,不利于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
4)成本利益分担不太合理。 中央电大向地方

电大收取的管理费,没有公之于众的相应的预算决

算机制,管理使用缺乏透明度。 电大系统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电大的统

一政策造成成本利益分担机制欠公平,影响了系统

结构优化,造成管理体制上的矛盾。 相当数量的基

层电大发展受到影响。
(二)新形势呼吁新体系新体制的建立

“1+5冶六所电大正式挂牌为开放大学并取得了

数量不等的本科专业独立办学权和学士学位授予

权。 五所省市开放大学为独立法人和独立办学实

体,明确由省市政府管理。 他们与国家开放大学的

关系,与以前作为省市电大与中央电大的关系相比,
已发生了一定的实质性变化。 继续实行办学权和教

学管理权过度集中的体制已不可能,同我国各地区

面对的双重、多元和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催生的越

来越多样化、个性化、泛在化、终身化的学习需求、与
开放大学奉行的核心理念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皆不相

适应。
根据本报告在电大转型升级前景中的分析,现

存 39 所电大中的一部分省市级电大也可能在近一

两年内实现转型升级,取得与上述五所开放大学相

同地位,他们与国家开放大学的关系也将发生实质

性变化。 其余电大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在一定期限内

难以达到转型升级的要求,或创造条件继续争取,或
选择留在系统,作为国家开大的分院,与国家开大长

期共存,势必形成一群开放大学独立办学和国家开

大与电大转成的分院继续实行系统办学同时存在的

局面。 这种局面可能是过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
面对这种局面,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家开放大学势必

面临两项任务:在改革、创新、提升原有电大系统办

学的运行体制、制度,开创国家开大与其分院系统办

学新局面的同时,建立适应一群开放大学独立办学

新形势的新体系、新体制。
在我们向一百多名开大、电大书记、校长和部分

相关院处干部的调查中,55. 45%的人主张传承并改

革中央电大现行体系和机制,下放管理权限和职责,
扩大省市电大办学自主权,建立既相互支持又相互

制约的新体系新机制;41. 58%的人主张改革现行体

制,建立合作、竞争、共赢的新体系新体制;只有 2.
97% ,即三个人主张维持现状。

(三)国家开放大学的定位和功能面临的战略

选择

新局面新形势的出现使得原来处于“大一统冶
体系顶端的中央电大和现在的国家开大面临从未有

过的挑战和如何调整自身定位、功能迎接新局面新

挑战。 立足我国国情,参照国际上开放大学办学体

系或办学系统的普遍模式,我们认为我国国家开放

大学的未来发展无非有如下三种战略选择:
1. 彻底的“大一统冶模式。 从英国开放大学到

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巴基斯坦、斯里兰

卡、印尼、泰国等国家的国立开放大学,不管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号称国立的开放大学,办
学体系一般实行“一杆子到底冶,一元化领导,即从

总部到分院、到最基层的学习中心,人、财、物都由总

部统一收支、分配和管控,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皆

由总校负责。 这种体制的好处是,目前我国电大体

系面临的不少弊端基本可以避免。 但我国电大系统

的状况是,除了专业设置、课程、教学管理由中央电

大负责、省市以下各级电大实施外,从中央、省市到

地市、县级电大不同层次的人、财、物皆互不隶属,相
互无干预权利。 国家开放大学如果要学习英国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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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立开放大学的彻底的大一统模式,这就要回答

至少三个问题:一是中央电大、国家开大是否愿意和

有能力把整个系统八万五千名职工接收下来,统一

发放工资和负责他们的一切福利和养老? 二是 44
个省市和计划单列市、八百多个地州和近两千个县

是否愿意把近二百亿的固定资产和大批他们直接管

理的干部、教师统统交给国家开放大学、放弃多少他

们仍然控制在手的让电大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权力? 三是这样做是否符合简政放权、多给地

方和学校自主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在我国国情下,在实行了教学

分层管理、人、财、物互不隶属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
实行这种大一统模式没有可行性。

2. 独立办学自负盈亏模式。 上述提及的国家中

凡是号称国立的开放大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本身

都是有几十万到几百万学生的办学实体,并配备了

相应设施、支持服务体系和相应数量的教学、研究和

管理人员。 如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本
身有 22 个直属学院、直接施教和管理三百五十万学

生,遍布印度和几十个国家,远远超过已经建立的十

三个州立开放大学学生数的总和。 除接受国家补贴

外,自负盈亏,在与本国十三个州立开放大学若即若

离的关系中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 我国的中央电大

直到今天的国家开放大学,同这些国家的国立开放

大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不是一个直面学生的

办学实体而是一个全国电大办学专业、课程规划、策
划、管理、支持和发证机构,实际办学主要由省市电

大和地县分校依据中央电大规定的专业、课程要求

和下达的招生指标承担。 中央电大和现在的国家开

大所号称的 360 万学生是各省市电大开大学生数的

总和,生存和经营主要依靠各省市电大开大每年上

缴的各种管理费用。 我国国家开放大学现在可否选

择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完全的独立办

学、自负盈亏模式以确保在系统图中处龙头位置?
这就需要回答:国家开大是否具有足够的软硬件实

力? 在打破现存系统通过招生名额分配和招生的地

域限制从而避免了省市电大之间的竞争状况以后,
如何避免国家开大实行独立办学与省市开大之间可

能形成的恶性竞争及其对建立新体系带来的负面影

响? 印度三十四个州和领地中,仅有 13 个建立了开

放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在国内拥有足

够的市场空间,又由于其语言优势,还拓展了国外市

场,目前国外学生已达六万。 我国国家开大无论从

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尚未具备这种相应的条件、优势

和竞争力,现在再选择走完全独立的办学实体、自负

盈亏的发展道路将十分艰难,前景难以预料,也基本

上不可取。
3. 直面挑战、抓住机遇,调整自身功能、责职、定

位和与省市开大电大的关系,开创多元发展的新局

面。 这个建立和运行了三十多年的体系是一个相互

依存的体系。 我们认为,对于国家开大来说,重要的

是要调整自身功能、责职、定位,直面和主动、积极适

应这一新的现实,努力把挑战变成机遇,开创多元发

展的新局面。 我们也认为,如此选择是现实的,在教

育部和省市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有力支持下,国家开

大顺利转身、开创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也是完全可能

的。 为此,建议调整后的国家开大承担如下四大责

职和功能:
1)遵循“志愿参加、平等协商、促进合作、协调

战略、共同管理、资源共享、各具特色冶原则,促进和

领衔建立中国开放大学联盟、承担其秘书处职责和

通过联盟促进建立和发展开放大学之间的新型合

作、共建共赢,包括新型合作办学关系;
2)与没有转型升级或选择留在体系的省市电

大合作,改革现行体系和机制,下放管理权限和职

责,扩大省市分院(电大)办学自主权,建立责、权、
利明确,相关分部、学院各具特色、各展所长、各得其

所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新体系、新机制,继
续实行和提升系统办学,提升系统办学水平、效果和

效益。 考虑到这些仍然留在开大体系内的电大多数

可能最终是中西部尤其是边远、欠发达和少数民族

地区学校,建议教育部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申请专

项经费,由国家开放大学组织实施,建设和加强这些

学校,作为国家实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扶贫

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和国家开放大学自身能力建设

的重点工程。 从其进展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开放大

学两年多来已经把加强这些学校的建设作为能力建

设的重要方向,如新建的 63 个云教室全部分布在新

疆、西藏、云南、内蒙古、甘肃、贵州、广西等西部

地区;
3)坚持特色办学、较高层次试验办学、逐步扩

大直接办学规模。 为此,建议国家给予国家开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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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办学自主权和相应支持,使国家开大在办学水

平、质量提升、改革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在全

国起引领作用;
4)提升服务、咨询和指导功能和水平。 提供更

高水平的咨询、更优质、更有针对性的平台建设、资
源开发、学习支持、干部和师资培训、研究试验、提供

信息资料等服务。
(四)中国特色开放大学新体系新体制的建立

和发展

1. 建立新体系的现实需求与紧迫性

如前所述,国家开大继承的原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的体系是一个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的办学体系。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会因为五所省市电大包括再

有一些省市电大升级转型为独立举办少量本科专业

的开放大学而停止、而不复存在。 恰恰相反,“1+5冶
需要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主体和身份、建立新的合作

模式、机制和规则,形成新的体系。 事实和理由

有三:
1)五所省市开大与国开继续合作或者仍然依

靠国开办的专科、本科专业数如下:北京开大:专科,
26;本科,16。 上海开大:专科,无,本科,11。 江苏开

大:专科,15;本科,25。 云南开大:专科,32;本科:
12。 广东开大:专科,29;本科,19。 他们升级后获得

的独立举办的本科专业数依次为 8、3、4、4、4 个,目
前还刚刚开始招生,在他们总的办学份额中和学生

数中比例很小。 贸然切断和停止这种合作,不仅断

了国家开大、也断了这五所省市开大的生存基础。
这是双方都不会也不可能做出的选择。 以后转型升

级的省市开放大学也仍将面临同样情况和要求。
2)过去的体制决定了省市电大包括五所现在

升级的省市开放大学独立举办本科专业的经验和能

力尚有不足,这种经验和能力即使在获得一定的独

立办学权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积累和提升,包括继

续从与国家开大的合作中学习,并通过合作,继续办

好这些合办专业。
3)共建、共享包括共同利用业内外的优质资

源,共建、共用覆盖全国的网络平台,共同探讨开放

教育的创新和如何成为我国国情条件下不同地域、
地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先行者等,无论从提升质量、
降低办学成本、发挥开放大学的独特功能,还是继承

好的传统、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发,都

是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本质要求,都需要按照新形

势建立新体系新机制才能实现。 由于教育部迟迟未

能出台指导意见,“1+5冶普遍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
上海开放大学前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德明教授认

为,即使部分电大转型升级为独立举办少量本科专

业的开放大学以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如专业

布点、平台使用、支持服务网络、资源共享、降低成本

考量,包括省市开大的独立办学的能力、经验等原

因,省市开大与国家开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仍然

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同时,按照“五共冶原则建

立新型合作共赢关系仍然是对各方有利的明智选择

和重要战略。 现任校长蒋红教授认为,建立新的合

作机制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他建议五所省市开放大

学与国家开大的合作体制、规则正式明确前,应尽快

成立一种临时的机制,如六所开大的联席会议,以商

讨如何建立上述体制机制和相互之间的合作等

事宜。
2. 新体系建立的原则

1)继承和发扬原来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合作共

济的原则,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开放大学新体系;
2)新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遵循“平等协商、促进

合作、协调战略、共同管理、资源共享、相对独立、各
具特色冶原则;

3)有利于各省市开放大学按照开放大学的核

心理念改革创新,办出特色,发挥多重功能,实现开

放大学在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战略作用。
3. 新体系的名称、架构与运行机制

1)新体系的名称

实行“平等协商、促进合作、协调战略、共同管

理、资源共享、相对独立、各具特色冶原则和实现共

商、共建、共享、共管、共赢目的是基本原则,最终名

称可由六所开放大学协商提议并报教育部批准。 目

前暂按国开杨志坚校长提议的中国开放大学联盟一

名提出新体系的架构和运行机制。
2)新体系的架构

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由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和已成

立的省市开放大学共同协商、报教育部批准后创立。
联盟应当是一个有组织、有目标、有章程、成员

自愿参加、合作共赢,既相互激励又相互制约的非政

府组织机构。
中国开放大学联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只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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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奉行本联盟章程,有兴趣参与、从事和推动开放

远程教育发展的高校、机构、行业、企业和个人,经联

盟理事会批准,都可以参加。
3)新体系的运行机制

淤由国家开放大学牵头与省市开放大学协商共

同起草、通过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章程,并征求省市教

育行政部门意见,报教育部批准;
于建立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理事会,由教育部代

表、成员学校主要行政负责人、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代

表、行业企业代表、社会知名人士、知名专家、干部和

教授代表组成,作为联盟最高决策机构;
盂设立联盟学术委员会,就开放大学的社会职

能、办学与教学制度、质量标准、平台建设、能力建设

与发展机制等联盟范围内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提
出决策和咨询意见;

榆联盟秘书处设在国家开放大学,理事长由国

家开放大学校长或校长指定的副校长担任,秘书处

履行组织、管理、联络和提交年度报告的基本职责;
虞联盟理事会设主席,由选举产生;
愚联盟成员按年度缴纳相应会费。 联盟可以接

受成员和社会捐赠;
舆联盟正式建立前,建议由国家开放大学校长

不定期地召开省市开放大学校长联席会议,讨论联

盟成立筹备工作、“1+5冶之间的合作和共同感兴趣

的问题。
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的主要职责:
淤修定和执行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章程,在“平

等协商、促进合作、协调战略、共同管理、资源共享、
各具特色冶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开放大学合作办

学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包括资源建设、技术应

用、平台建设、师资、干部队伍建设和培训、科学研究

与创新实验、质量监控和国际合作交流;
于制定联盟经费使用的预算和决算;
盂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提升开放大学的质

量和信誉的规划、行动 计划和规则;
榆承担信息交流、经验共享和重大国际交流活

动的策划;
虞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向教育部、省市政府提

出政策诉求与建议;
愚 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成员之间的矛

盾纠纷的解决和协调等。

(五)中国特色开放大学宏观管理体制的相应

调整与新体制的建立

中国特色开放大学新体系的建立必然要求开放

大学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作相应调整,建立新的宏观

管理体制,即对组成这一体制的教育部、国家开放大

学、省市人民政府、省市开放大学进行科学定位,明
晰各方事权,划清各方职责,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相
互激励又相互制约,以保障我国开放大学事业顺利

健康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

建议新宏观管理体制中四大成员定位如下:
———教育部

通过立法、规划、管理和质量监控对全国开放大

学实行宏观指导和管控,负责争取和分配国家资助

开放大学发展的资金,指导中国开放大学联盟章程

的制定和运行,领导和管理作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

校的国家开放大学。
一个需要通过教育部管理体制创新的实际问题

是开放大学究竟应当由部内哪一个职能司局管理,
或者是否需要通过本身体制创新更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 电大从教育部高教司划归职成司管理的经历和

“1+5冶试点开始以后两年多的实践都表明,开放大

学的办学理念、多重功能和体制、教学创新,常常超

出现行主管司局高教司或职成司的管理边界,影响

决策和办事效率。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国

家接受了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

的基本理念,在教育部成立终身教育司,统筹和管理

终身教育事业发展和机构,指导面向未来的相关改

革和创新。 建议教育部考虑在制定终身教育法的同

时,成立终身教育司,管理开放教育、继续教育、成人

教育、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相关业务,并可考虑承

接指导相关教育改革和革新的功能。
———国家开放大学

除上述第三点明确的 1、2、3 条功能与责职外,
其服务功能拟进一步补充、明确如下:

淤学习资源建设:建设能够满足开放大学开展

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需要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 承

担国家终身学习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任务;建设国家

开放大学数字图书馆,满足开放大学教学、科研及社

会服务需要。 建立开放大学资源建设、认证标准体

系和管理规范,探索市场化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创
新服务模式,为其他高校、社会办学机构和公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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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有偿或无偿的学习资源服务。
于体系网络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建设国内一流的网络平台,实现国家开放

大学和各省市开放大学、学院、学习中心之间网络高

速连接,具有一站式、开放性、可扩展的软件系统,形
成覆盖全国、四通八达、自成体系的国家开放大学网

上校园。
盂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根据实际需要,为地方

开放大学提供包括教学、科研、管理、远程学习支持

和技术队伍的支持和定期不定期的培训服务。 凝聚

多方人才资源,创新教师共享与协作机制,形成以课

程团队运作为特征、学习支持服务为特色的教师队

伍、教学管理队伍、技术支持与服务队伍,为学习者

提供全方位和个性化的远程学习支持服务。
榆系统院处以上干部培训:从实际出发,就开放

大学的理念、模式、特色、创新、成功案例和面临挑

战、国内外开放远程教育动向与趋势、我国开放远程

教育发展的相关法规、政策、历程、经验和教训等,对
系统内新提拔的院处以上干部,从不同单位调入包

括从普通高校调入的领导干部进行一定期限的专业

化培训。
虞科研创新实验:建成国家级远程教育重点实

验室,成为我国远程教育资源中心、远程教学研究中

心和实践基地;建设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和科研平台,
开拓创新科研成果转换机制,增强开放大学科研服

务社会、服务教学的职能,提升整体科研水平,培育

开大科研文化和创新思维。
愚质量监控:坚持和弘扬开放大学质量观,根据

开放大学办学理念、功能定位、教育模式、学习模式,
研究、提出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质量标准,开展质量

过程监控,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将属地开放大学作为省属高等学校进行投入、
建设、领导和管理。 考虑开放大学的理念和特点,按
照建设一所大学的要求,提升开放大学核心能力和

资质。 分配地方政府资助开放大学的经费。 审批省

市开放大学的专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申请。 参照教育

部 2012 年关于省属普通高校本科设置由省政府批

准、报教育部备案的新政策,审批开放大学本科专业

设置,报教育部备案。
———省市开放大学

按省属高等学校进行建设,是独立的办学实体,
在本省范围内行使如下职能:重视自身建设,按照一

所大学的要求提升自身的水平和质量;结合本地实

际,改革创新,完成办学任务;适应本地社会转型和

经济发展需要,按规定提出专科和本科专业设置和

调整计划;建设省内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和网络;完善

省市开放大学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开放大学联盟的

活动,促进开放大学联盟的建设和新型合作关系的

建立;共享共建国家开放大学资源的同时建设面向

地方的资源;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要保障我国双重、多元、长期、复杂的社会转型

的平稳和顺利,要使中国梦落地生根,不仅要有成千

上万的工程师、发明家、管理者和各个层次、各行各

业的精英人才,还必须大幅度提升已经与我国快速

前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很不适应的十三亿人口

的文化、道德、知识、技术、技能等方面的素质。 终身

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改革和创新现行的教育体

系、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是唯一的答案。 中国特色

开放大学和中国特色开放大学新体系新体制的建立

和有效、有序运行将被证明是向这一正确方向前行

的重大战略举措。 时不我待。 建议教育部将此作为

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研究,制定必要实施规划,出台相

应政策措施,精心部署并精心指导,实现世界上最庞

大的开放远程教育体系的整体转型升级、开创新的

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淤fitness to purposes,Christopher Ball, 1985, 引自 Harman,G.

(1996) . Quality assur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M] . UNESCO Bang鄄

kok: 4; Clark,P. M. &Haaland,S. O. (2008) . ICDE report on the

quality audit of the Shanghai TV University final report October 7th[R]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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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Research Group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Open Education of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two years si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pproved that six radio and televi鄄
sion universities be renamed Open Universit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 University and its success has al鄄
ways been the purpose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December,2013, authorized by the MOE爷 s office of Comprehensive Re鄄
form, Ope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carried out a research on " The establish鄄
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research team consisted of Hao
Keming fro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as adviser, Wang Yibin as convener, who is an ex鄄
per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and distant education in UNESO, and experts from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鄄
search Center,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Ope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Yunnan, Guangdo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ies in Tianjin, Chongqing, Guangzhou, and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rough
one year爷 s efforts, and advice from various related departments including MOE, the team finished the research report
and submitted it to MOE. The report elaborates on five big bottleneck problems: positioning, transform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ies, quality, platform, and system based on comprehensive data sets, and it is worth reading by
policy makers,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 Open University. Soon after the report submitted to MOE, Yuan Gui鄄
ren, the minister of MOE, requested that leaders in relevant organizations use this report as a reference and modify the
upcoming policies and propose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plan based on this report. Due to space limit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only introduce the essence of the general report for readers.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pen university; open university system; re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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