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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历史变化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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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 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历史变化进行了描述 , 对影响

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 最后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历史变化和发展趋势

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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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高等林业教育规模是制定国家教育和学校发

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前提。通过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

模的历史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 总结我国高等林业教

育规模发展变化的规律 , 对于预测我国高等林业教育

规模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历史变化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变化与不同时期高

等林业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建国以来 , 我国高等林

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的高等林业教育规

模的历史发展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始于 20 世纪初 , 但在建国前的

40余年当中 , 发展缓慢 , 到 1949 年只在 21 所大学农

学院中设有森林系 , 在校学生只有 541 人。新中国成

立后 ,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取

得了巨大发展。1952 年下半年开始 , 全国高等学校开

始院系调整 , 相继成立了北京林学院 、 东北林学院 、

南京林学院 , 并在 13所农学院中保留或增设林学系。

50年代初期 , 我国林业高等学校开始学习苏联林业教

育的经验 , 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这一阶段高等

林业院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 , 高等林业教育事业发展

顺利。到 1957年 , 全国各林业院校和农学院森林系在

校生已达到 6 065 人 , 为 1949年的 11倍。1958年及以

后一段时间 , 由于受 “大跃进” 的影响 , 很多农学院

中的林学系分出独立组建林学院 , 有的中专或大专升

格为大学 , 高等林业院校 (系)由 1957 年的16所骤增

至 1960年的 40多所 , 其中独立的林业院校有 24 所。

所设专业也于 1957年的 6种增到 42 种 , 在校学生人数

达到 14 839人。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 , 超越了客观条

件的可能 , 使高等林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挫折。为了

纠正 1958—1960年教育工作中 “左” 的错误 , 1960 年

底 , 中央提出要贯彻 “调整 、 巩固 、 充实 、 提高” 的

方针 , 全国高等林业院校调整为 9 所 , 所设专业也进

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 , 高等林

业院校同其他学校一样 , 停课闹 “革命” , 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 , 中断了招生。在这场浩劫中 , 使原来基础比

较薄弱的高等林业教育事业 , 蒙受严重创伤 , 损失难

以估量。到 1976 年普通高等林业院校有 6 所 , 全日制

在校生规模仅为 7 229人。

(二)改革开放之后到新世纪的高等林业教育

1.恢复与快速发展 (1978-1985)。从改革开放到

新世纪初 , 我国的高等林业教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

史发展时期。从改革开放到 1985年是我国高等教育恢

复和快速发展阶段。到 1985年 , 全国高等林业院校发

展到 11所 , 并在 18 所农业大学或农学院中设有林学

(园林)系 , 本专科在校学生总数达 20 126人 , 超过了

历史上最高年份 (1961年)的规模 (15 873 人)。

高等林业院校的研究生教育 , 虽然在 50 年代中期

即已开始起步 , 但与其他层次相比 , 属于相对薄弱的

一个环节。以 “文化大革命” 前林科研究生在校人数

最多的年份 1962年为例 , 当年在校研究生只有 68 人。

1977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 , 林科研究生教育取得了

较快的发展。到 1985 年底 , 博土研究生 、 硕士研究

生 、 研究生班三种类型的研究生在校人数已达 7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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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度发展与全面改革 (1985-1992)。1985 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 的颁布 , 标志着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改

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 1992年高等林业院校

(全部)和其他院校 (林科)专业在校学生为 26 397

人 , 比 1986年增加 5 964 人 , 年增长 994人。比 1976

年至 1986年期间的年增加人数少 523人。这段时间比

上个阶段的发展速度明显减缓 , 称为适度发展期。如

果仅考虑林科教育规模 , 1992 年在校生为 22 182 人 ,

比 1986年仅增加 1 749人 , 年增长 292人。在这段时期

内独立林业院校的数量没有变化。

3.快速发展 (波动)与深化改革 (1992-1999)。

1992年 ,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

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 , 对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 1992年至 1999年是我国

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 也是体制改革

为核心等各项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时期。1996年 11

月 28日至 30 日 , 在北京联合召开了 “全国普通高等

农林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此次会议是在全国深入学

习 、 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 、 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 , 主动适应经济建设 “两个根本性转变”

的新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对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

级政府更加重视和支持高等农林教育 , 对高等农林院

校进一步解放思想 、 更新观念 , 振奋精神 、 深化教育

改革 ,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 ,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

1999年高等林业院校 (全部专业)和其他院校 (林科)

专业在校学生 38 338 人 , 比 1992 年增加 7 994 人 , 年

增长 1 706人。分别比前两个时期的年增加人数 189和

712人。虽然这段时间比上个阶段的发展速度有所加

快 , 但是规模发展并不稳定 , 出现了几次波动。如果

仅考虑林科教育规模 , 1999 年在校生为 20 175 人 , 比

1992年减少 2 007人 , 年减少 287 人。这段时间林科教

育总体出现下降 , 但是期间也有波动 , 因此 , 这段时

期称为波动发展期。在这段时期内独立林业院校的数

量为 10所 , 比前一时期减少 1所。

4.大发展和大调整时期 (1999-2003)。在世纪之

交 , 党中央 、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与法规 ,

使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特别是 1999年 6 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 ,

并与 6 月 13 日公布的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 标志着我国教育事

业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 、 积极发展的新阶段。

标志之一 , 进一步调整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

体制 , 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 、 以地方统筹为主的

新格局。原中央部委的所属学校少部分划归教育部直

属管理 , 大部分划归地方或与地方共建 , 只有很少一

部分的特殊行业的学校仍归原行业主管部门管理。

1999年我国高等林业院校也开始逐步实行调整与合并 ,

当时 , 全国有 10所独立设置的林业高校 , 其中 6所直

属原林业部管理 , 即北京林业大学 、 东北林业大学 、

南京林业大学和中南林学院 、 西南林学院 、 西北林学

院;4所为地方所属院校 , 即内蒙古林学院 、 吉林林

学院 、 浙江林学院 、福建林学院 , 另外在全国有 20 所

普通农业高校中设置有林学 、 园林等系或学院。经过

这次院校调整与合并 , 目前 , 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林

业院校有 6 所 , 即北京林业大学 、 东北林业大学 、 南

京林业大学和浙江林学院 、 中南林学院 、 西南林学院。

其它 4所均与当地的农业院校或综合性大学合并。

标志之二 , 1999 年以来 , 国家实行了高等教育扩

大招生的政策 , 我国高等林业院校和林科教育的规模

都有了飞速的发展。2002年高等林业院校 (全部)和

其他院校 (林科)专业在校学生 112963人 , 比 1999 年

增加 24875人 , 年增长 8292 人。如果仅考虑林科教育

规模 , 2002 年为 65055 人 , 比 1999 年增加 44880 人 ,

年增加 14960 人。这一阶段林科教育的规模又有了增

加 , 而且增加速度要高于其它科类专业的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 , 虽然独立承担高等林业教育的院校有

所减少 , 但是承担高等林业教育的机构有了很大的增

加。根据教育部 2003 年统计 , 现在全国设有林科教育

的高等院校有 200 所。其中 , 普通高等院校 98所 (含

独立设置的高等林业院校 6所),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88

所 , 高等专科学校 11所 , 民办高校 3 所。此外 , 中国

林科院和中国农科院都办有林科研究生教育。与 1998

年设有林科教育的 30 所高等院校 (其中独立设置的高

等林业院校 10 所 、 设有林科专业的农业院校 20 所)

相比 , 数量上增加了 6 .6倍。因此 , 与我国高等教育

的整体形势相同 , 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发展

总体可称作大发展 、 大调整的时期。

二 、 影响高等林业教育规模变化的因素分析

与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相同 , 影响高等林业教育

发展的因素包括经济 、国家政策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影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将主要实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高等林业教

育发展的影响。

　　1989-200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 林科教育规模统计如图 1所示。

1989 -200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林科招生数 、在校生数(图1)中 ,以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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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9—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 林科招生数 、 在校生数

图 2　招生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模拟

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以当年的招生数作为林业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在校

生规模为 4 年的累积 , 而不能准确反映当年的发展 ,

所以这里采用了当年的招生数作为林业高等教育发展

的指标。以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作

为自变量 , 当年的招生数作为因变量 , 分别建立一元

线性回归方程 , 目的是检验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林业

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模型通过了检验 ,

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对当年的招

生数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加 , 招生规模也在增加。这一实证结果

表明 , 经济发展水平对林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

的影响。

但是 , 由图 1 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 经济发展水平

并非是影响林业高等教育的唯一因素。国内生产总值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是递增的 , 而林科教育的

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并非是每年递增的 , 或者是与经济

发展水平不是同步增长

的。例 如 , 1993 年 到

1999 年期间 , 招生规模

就不是递增 , 而是出现

了几次的波动。另外 ,

1999 年以来 , 林业高等

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

增长 , 这个增长速度远

比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

要快。这主要是因为国

家开始实行高等教育的

扩招政策所致。因此 ,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 , 国

家教 育政 策影 响也 是很

大的。

由图 1 比较可以发现 ,

我国林科高等教育的发展规

模与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呈现

一样的趋势。特别是自 1999

年以来 ,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

的规模也有了巨大的发展。

说明这段时期影响因素是相

同的。但是 , 与全国普通高

等教育不同的是 , 自 1993 -

1999 年期间 , 我国高等林业

教育的规模并不稳定 , 而是

规模出现了两次增加 、 三次

下降的过程 , 而全国普通

高等教育的规模是逐年上升的。说明这段时期影响我

国高等林业教育发展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

可能受林业政策和林业发展形势的影响。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国家对林业发展的政策逐步调整 , 即从

木材生产为主转向以生态环境为主的转变。继而大批

林业生产企业职工开始下岗 , 林业生产行业对人才的

需求有所减缓。虽然生态环境建设对人才也有了不同

结构的需求 , 但是由于林业行业的艰苦性 , 林业教育

依然存在着 “招不来 、 下不去和留不住” 的问题。特

别是在学生开始自主择业之后 , 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

因此 , 造成了林业教育需求的不确定性。二是十四大

以来 , 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

济的条件下 , 学校为了生存与发展 , 必须面向行业 ,

也面向社会。林业院校面临发展自身的选择 , 既要保

留和发展林科优势学科 , 也要发展市场需求的其它非

林学科。面对这样的发展环境 , 由于各校的具体情况

不同 ,所采取不同的选择行为 ,在林科教育发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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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等林业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重变化

模确定上也有所不同 , 因而可能造成规模的波动。

　　三 、 我国林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预测分析

对历史数据进行数学模拟是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

一种重要方法。运用上面得到的回归方程 , 可以对历

史规模进行模拟和评价预测。图 2 就是根据回归方程

所作的历史招生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模拟图。

由图 2 可以看出 , 只有 1991 年和 1996 年招生规模

与当年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1989 、 1990 、 1994 和

2000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相差不大 , 说明招生规模与

当年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吻合。相差最大的是 2001年

的实际招生规模明显大于模拟值 , 也就是远大于经济

发展的水平;而 1999 年实际招生规模明显低于模拟

值 , 低于当年经济发展的水平。虽然 1999 年国家实行

扩招政策 , 但是扩招都是非林科的规模 , 而实际上

1999年的林科规模比 1998

年还要小。

　　从总体来 , 1991-1996

年 , 我国林科教育的规模

是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 ,

1996-2000 年林科教育的

规模是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的 , 2001 年之后规模又高

于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模

型预测 , 我国未来林科高

等教育的规模将处于

稳定或适度的发展。

另外 , 从高等林业教

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重

历史变化也可预测未来高等林业教育的规模。由图 3

可见 , 我国林科高等教育的规模占高等教育的比例整

体呈下降的趋势。由 1989年的近 1%, 下降到 2002 年

的 0 .7%。而高等林业教育的规模发展也具有一定的

波动性。从 1989年至 1993年 , 高等林业教育的规模发

展速度高于整体高等教育的速度 , 是高等林业教育快

速发展时期之一。1994 年至 1999年高等林业教育的发

展速度低于整体高等教育的速度。1999 年至 2001

年高等林业教育的规模发展速度又高于整体高等教育

的速度 , 但是 , 2001 年以来发展速度又有所回落。由

图 3也可以预测 , 高等林业教育的规模发展速度仍将

处于减缓的趋势 , 林科高等教育规模虽然总量会适度

增加 , 但是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还有下降的

趋势。

　　四 、 主要结论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林科高等

教育的办学主体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 , 目前承担林科

高等教育的机构有 200 所 , 总规模达到 65 000 多人 ,

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10 倍。

影响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 、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另外 , 我国林业产

业及其政策的调整变化也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发展产

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林科教育的绝对规模在增加 , 但在整个高等

教育体系中所占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我国林业

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 , 林科高等教育仍将具

有重要的地位 , 并发挥重大的作用。

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应适应与满足林业和生

态环境建设发展的需要 , 同时高等林业教育规模的发

展也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条件 , 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是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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