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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與政策探析 
范靜媛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時尚設計系副教授 
 

一、前言 

1994 年，中國大陸開始建設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CERNET]），教育部 1998 年 12 月 24 日制定，國務院 1999 年

1 月 13 日批轉之《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實施『現代遠程教育 1工

程』，形成開放式教育網路，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啟動了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從

1999 年開始，先後有 68 所高等學校（以下簡稱高校）和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經

教育部批准成為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學校，展開現代遠程高等教育試點工作（嚴繼

昌、李德芳、侯建軍、陳庚、趙敏，2020）。自 1999 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擴大招

生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普及化階段，提供更多入學機會，培育本

科生與專科生 2之普通高等學校數，從 1999 年之 1,942 所，至 2020 年擴增至 2,738
所。其中，本科院校 1,270 所（含本科層次職業學校 321 所）；高職（專科）4院

校 1,468 所。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總數達 4,183 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54.4%。其中招收接受遠程高等教育之本科與專科學生從 1999 年之約 3.5 萬人，

逐年成長迄 2020 年，招生本科生與專科生約 277.91 萬人，在校生約 846.45 萬人，

已超過高等教育在學總人數之 20%（中國教育在線中國教育網，2021），本文透

過相關文獻與次級資料分析，探討與分析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歷程及

政策沿革，並據以提出建議。 

二、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與政策沿革 

以下分別就「構築並普及現代遠程教育基礎建設與網路平臺」、「啟動與推動

現代遠程高等教育普通高校試點工作」、「管控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之品質」，以及

「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政策法規關係」四大面向，說明中國大

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與政策沿革： 

 

                                                

1「遠距教育（distance education）」中國大陸稱為「遠程教育」，本文作者撰文時採取中國大陸之

用法。 
2中國大陸的本科生，係指臺灣的「大學部」學生。所以，所謂本科畢業，在臺灣就是大學部畢

業，也就是獲得學士學位者。中國大陸專科生相當於臺灣早期的三專生。通常，專科生須透過

「專升本」的學程，修習完畢才能補足學士學位條件，此過程約需要二年，相當於臺灣的二技。 
3中國大陸之本科層次職業學校，係指國家在高等職業教育中辦理大學層次之職業教育學校。 
4中國大陸之「高職」、「高專」，係指高等職業教育階段之「高等教育職業學校」、「高等教育專科

學校」，類似臺灣之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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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構築並普及現代遠程教育基礎建設與網路平臺 

1993 年 2 月 13 日之《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發〔1993〕3 號）之

文件提出，至 20 世紀末應建成全國電視教學網路，覆蓋大多數鄉鎮和邊遠地區。

1994 年，由國家投資建設之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為教育部負責管理，支援

現代遠程教育，是中國大陸教育資訊化的重要基礎設施（清華大學，2014）。 

1998 年 5 月《關於發展我國現代遠程教育的意見》，提議「統籌規劃、需

求推動、擴大開放、提高質量」的發展指導方針，於面向 21 世紀的重要基礎性

建設，應在資金上給予扶持，在為現代遠程教育提供傳輸頻道方面給予支持和優

惠政策。1998 年 12 月 24 日，教育部頒布《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

倡議「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形成開放式教育網路，構建終身學習體系」。 

2001 年 7 月《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畫》，推動「教育資訊化工程」，「重

點支持並加快以中國教育科研網和衛星視頻系統為基礎的現代遠程教育網路建

設」。至 2017 年 01 月 19 日國務院發布之《國務院關於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

三五』規劃的通知》（國發〔2017〕4 號）之「推進『互聯網+教育』發展」指示

「發展現代遠程教育和在線教育，實施『互聯網+教育培訓』行動，支援『互聯

網+教育』教學新模式，發展『互聯網+教育』服務新業態。」 

(二) 啟動與推動現代遠程高等教育普通高校試點工作 

1996 年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先生率先提出發展現代遠程教育；1997 年，湖

南大學首先與湖南電信合作，建成網上大學，清華大學則在 1998 年推出了網上

研究生進修課程（清華大學，2014）。1998 年 5 月教育部黨組討論通過了《關於

發展我國現代遠程教育的意見》指示，負責對部委（行業）、跨省區、涉外辦學

和本科以上學歷現代遠程教育的管理。積極支援有條件的普通高校參與現代遠程

教育，提高遠程教育的辦學層次，擴大辦學規模。 

此外，為落實《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開展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

作，於 1999 年 3 月 25 日，教育部「關於印發《關於啟動現代遠程教育第一批普

通高校試點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通知」（教電〔1999〕1 號）批准清華大學、浙

江大學、北京郵電大學、湖南大學 4 所普通高校首批舉辦現代遠程教育試點，積

極發展高等教育。截至 2008 年 1 月教育部先後批准了 68 所 5普通高校、中央廣

                                                

568 所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等學校名單如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師範大

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音樂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東北農業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大連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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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大學，以及 3 個國家級公共服務體系展開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作，允許這

些試點高等學校（以下簡稱試點高校），在校內展開網路教學的基礎工作上，通

過現代通信網路，開展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2000 年 7 月 17 日，在教育部支

援下由清華大學帶頭的全國現代遠程教育協作組，協助教育部辦理「遠程教育試

點高校網路教育學生部分公共課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建設「高校網路教育陽光

招生服務平臺」（中教全媒體，2021）。 

(三) 管控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之品質 

1. 成立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委員會和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專

家組 

1999 年 9 月 15 日《教育部關於成立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委員會和

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專家組的通知》（教高［1999］6 號）指示成立教

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委員會和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專家組，統籌

管理各級各類教育資源建設，完成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委員會交給的其

他工作。 

2. 規範從事現代遠程教育和通過互聯網進行教育資訊服務的行為 

2000 年 6 月 29 日頒布《教育網站和網校暫行管理辦法》（教育部教技［2000］
5 號），第四條定義「教育網校是指進行各級各類學歷學位教育或者通過培訓頒

發各種證書的教育網站。」。另於第十二條規定「申請開辦教育網校，還應提供

開辦教育網校的辦學條件，包括教學大綱、 教學管理手段、師資力量、招生物

件和資信擔保證明等資料。」。 

3. 明確規定了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主要任務、試點學校的基本條件，以及試點

工作的管理方式 

教育部於 2000 年 7 月 28 日頒布《關於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建設網路教育學

院開展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幾點意見》（教高廳〔2000〕10 號），規定了遠程教

育試點工作的主要任務包括開展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根據此一文件，試點院

校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如可以自己制定招生標準並決定招多少學生，可以開設專

                                                                                                                                       

學、東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中國醫科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

學、中國石油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華東理工大學、

東華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鄭州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理工大學、武漢大

學、湖南大學、中南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重慶大學、西南師範

大學、四川大學、西南交通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科技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四川農業大

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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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6目錄之外的專業，有權發放國家承認的學歷文憑，頒發何種形式的畢業證書，

由學校慎重研究後自行決定；學歷證書由學校自行印刷，並實行電子註冊制度，

註冊辦法另行規定；電子註冊後，國家予以承認。 

4. 設立現代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 

校外學習中心是高校開展繼續教育和現代遠程教育的校外延伸，是直接面向

學生的視窗，必須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各試點高校根據依據教育部 2002 年 1 月

7 日頒布之《關於現代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點）建設和管理的原則意見（試

行）》（教高廳函〔2002〕1 號）、2003 年 3 月 10 日頒布之《現代遠程教育校外學

習中心（點）暫行管理辦法》（教高廳函〔2003〕2 號），設立校外學習中心（點），

以規範現代遠程教育校外學習中心的建設，充分發揮校外學習中心的現代遠程教

育教學支援服務作用，使學院現代遠程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地開展。 

5. 加強高校網路教育學院管理提高教學質量 

首先，於 2002 年 7 月 8 日頒布《教育部關於強高校網路教育學院管理提高

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2〕8 號）提出「提高認識，進一步明確高校

網路教育學院的主要任務」、「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保證網路教育學院的教學品

質」、「加強遠程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促進資源分享，提高校外教學支持服務

水準」、「健全網路教育學院年報年檢制度，加強質量監控」、「推動優秀教育資源

向西部輸送，促進西部教育品質提高」、「加強網路教育學院管理，促進網路教育

健康發展」六項意見。其中「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保證網路教育學院的教學品質」

另提出「規範招生工作管理」、「加強教學過程管理」、「嚴格考試管理」、「加強教

學管理制度建設」四項措施。 

接續，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的《教育部辦公廳關於服務

全民終身學習促進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網路教育高品質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

（教職成廳〔2019〕8 號），對高校網路教育品質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下：「一、

嚴把入口關，加強招生管理工作」，其具體措施為「合理確定招生規模」、「規範

招生行為秩序」、「嚴格規範招生宣傳」；「二、嚴把過程關，規範人才培養環節」，

其具體措施為「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教學全程管理」、「切實加強考試管

理」、「從嚴管理學習中心」；「三、嚴把出口關，做好畢業管理工作」，其具體措

施為「規範畢業論文（設計）管理」、「完善教學全程管理」、「切實加強考試管理」、

「從嚴管理學習中心」、「嚴格畢業資格審查」。 

 

                                                

6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的招生單位，不是系，也不是所，而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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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政策法規關係 

從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相關政策之頒布，使現

代遠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但研究指出由於其制定過程忽略了一些細節，使試點

高校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唐燕兒，2007；唐潔，2008；劉堯、傅寶英，

2009；馬德益，2010），以下僅就常見之問題，如辦學層次、招生與考試，以及

專業設置，歸納分述如下： 

1. 辦學層次 

《關於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建設網路教育學院開展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幾

點意見》（教高廳〔2000〕10 號），指示由學校決定人才培育方案，然並未具體

規定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之比例。大多數試點高校之主要培育層次僅限於學歷

教育中之本科與專科，甚少非學歷教育，如此一來，就不易達成現代遠程高等教

育為終身服務之目標。 

2. 招生與考試 

《關於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建設網路教育學院開展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幾

點意見》（教高廳〔2000〕10 號），訂定「網路教育學院可以通過國家統一的考

試來錄取學生，也可自行組織考試錄取學生，招生形式和入學標準由試點學校自

行規定。」。但卻實施不易，個別試點高校盲目追求招生規模，部分學校甚至出

現招生失控與違規辦學現象。因此 2004 年 5 月 8 日，教育部再頒布《教育部辦

公廳關於做好 2004 年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網路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教高廳

〔2004〕9 號），湖南大學等 5 所高校網路學院被暫停招生，且自 2004 年 7 月開

始，所有試點高校網路教育停止招全日制高等學歷教育學生（丁興富，2005）。 

此外，伴隨網路遠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學生質量問題逐漸引人關注，例如

考試管理不嚴，一些培訓機構和個人冒用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名義，虛假宣傳

「不用考試」、「一年取證」、「考試有答案」、「包過」、「包畢業」等，欺騙廣大考

生與學生，並導致嚴重損毀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名譽。因此，2004 年 1 月 14
日，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對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網路教育學生部分公共課

實行全國統一考試的通知》（教高廳〔2004〕2 號），從 2005 年開始，對 2004 年

3 月 1 日之後入學註冊的所有學生進行統一考試。決定對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

網路教育學生的部分公共課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對提高遠程高等教育之辦學品質

和社會聲譽，是一項重要舉措，將促進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之繼續和完善發展（唐

燕兒，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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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設置 

《關於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建設網路教育學院開展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幾

點意見》（教高廳〔2000〕10 號），提出「網路教育學院可根據社會需求，在本

校已設置專業範圍內選擇開展網路教學的專業。社會急需的現行本科專業目錄之

外的新專業，由學校提交專業論證報告，報教育部備案後，現在本網路教育學院

設置。」。此一理念容易導致學校以開設熱門專業為主導之思潮；相關調查研究

顯示，試點院校開設的專業重複性高，一些基礎的、相對冷門或賺不到錢的專業

則沒人感興趣。這樣，網路學院培育出來之人才可能僅是一時之潮流所需，對國

家的總體建設並不一定就是好的人力資源，未必符合國家長期持續發展之根本利

益與需要（唐燕兒，2007；劉堯、傅寶英，2009）。 

三、結論與建議 

茲就上述文獻與文件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政策之作用 

中國大陸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之發展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歷一系列之發展過

程和政策積累才形成當前比較完善的體系，其政策之作用可歸納為「構築並普及

現代遠程教育基礎建設與網路平臺」、「啟動與推動現代遠程高等教育普通高校試

點工作」與「管控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之品質」三個面向。 

2. 政府重視，政策支持與修正 

從中國大陸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觀之，凡是政府重視並從政策上切實

支持的時候，現代遠程高等教育就能發展得比較好。然而由於其制定過程忽略了

一些細節，使試點高校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如大多數試點高校的主要培

育層次僅限於學歷教育中之本科與專科，甚少非學歷教育；個別試點高校盲目追

求招生規模，部分學校甚至出現招生失控與違規辦學現象；學生質量問題逐漸引

人關注，例如考試管理不嚴；以及出現全國性的「一窩蜂」現象和專業設置的全

國性偏差，試點院校開設的專業重複性高等問題。面對這些問題與挑戰，政府亦

不斷修正與推出相關政策法規。 

(二) 建議 

本文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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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考慮大學教育功能 

現代遠程高等教育以社會需求為目標、以技術應用能力培養為主線設計課程

體系和培育方案。現代遠程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定位上應考慮大學教育功能，職

業教育功能和在終身教育體系中的作用。結合成人教育的特點，以網路為媒介，

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把學生培養成為具有終身學習觀念和

能力、綜合素質高的應用型人才。 

2. 持續嚴格把關現代遠程高等教育學位文憑 

中國大陸之學位獲取有多元管道，但對不同途徑取得之學位文憑給予極懸殊

評價，亦有學者認為開授遠程高等教育學位課程，招收過多的遠程教育學生對學

校之評價影響甚鉅，並提出對於學位頒授亦應針對學業優良者頒予，其餘應頒予

證明文件即可等建議（沈雪明，2002）。且近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

航空航太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網路學院已經停止招生，現代遠程高等教育相關

院校普遍縮減招生規模，源於教育部 2016 年 11 月 18 日頒布之《高等學歷繼續

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教職成〔2016〕7 號）之有關精神和最新要求。各所

院校須結合學院發展規劃，堅持內涵發展的辦學理念，細化招生管理，嚴格調控

招生比例。有鑒於此，本研究建議中國大陸之遠程高等學歷教育仍應持續嚴格把

關學位文憑。 

3. 設立專班遠程教育的大學 

中國大陸目前的遠程高等學歷教育，除了類似臺灣空中大學辦學方式之中央

廣播電視大學（已於 2012 年改為國家開放大學
7
）體系，大多附設於實體大學之

下，以同時設置網路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或成人教育學院之形式辦理（唐燕兒，

2007）。但為因應進修人員終生學習之需求及數位學習專長教師之招聘，因此，

亦可參考臺灣空中大學的辦學方式，設立遠程教育的大學校院，專職辦理遠程高

等學歷教育專班，同時延攬具有兼具數位學習專長的專業師資，藉此提供更良好

辦學制度，及具高品質的數位課程。 

4. 對於臺灣遠程教育之借鏡 

(1) 建立滾動式的評鑑機制，藉此把關遠程教育之教學品質 

遠程教育實施方式，有別於實體教學，如何確認學生在有品質的學習歷程下

                                                

7 依據 2012 年 6 月 21 日頒布之《教育部關於同意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基礎上建立國家開放大學

的批復》（教發函〔2012〕103 號），教育部批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同意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基礎上建立國家開放大學，開展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名稱保留至今。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6），頁 65-73 

 

遠距教學的問題與對策 主題評論 

 

第 72 頁 

習得知識與技能，是成功實施遠程教育一大關鍵，因此首先須把關遠程課程的質

與量，故須建立滾動式的課程評鑑機制，藉此把關遠程課程的教學品質，依照不

同課程的特色，規劃，如課程綱要與課程內容的契合度、授課教師專業與課程的

符應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合理性、學生的出席率、課後輔導機制、學

生對於課程滿意度等評鑑指標。 

(2) 提升遠程教育作為正式教育的實施比例 

因應終生教育的學習需求，遠程教育在近年來成為正式教育重要的管道（葉

建宏，2019），雖然臺灣開辦空中大學已久，近年也開始實施遠程學位專班，然

而目前遠程學位專班實施之比例仍偏低，且多以碩士在職專班為主，截至 109
學年度為止，只有 10 所大學校院，共開設 15 個學位碩士在職專班，因此臺灣在

發展遠程教育課程仍有很大努力的空間，包含遠程學分專班、遠程學士專班、遠

程博士專班等，皆是值得作為未來開展遠程教育之實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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