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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中论述远程教育系统和院校间的竞争和合作 , 尤其是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与同时开

展传统校园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双重模式大学相互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同时还探讨与此相关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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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ing on competi tion and collaborat 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system s, especially on the rela-

t ionships betw een single-mode distance teaching universit ies and dual-mode universit ies w hich offer both on-campus and dis-

t ance education.In addit ion , It w ill also examines the other relevan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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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10 年来 , 独立设置的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

(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开展远程教育(双重模式大

学)的相互关系 、各自的优势和弱点 、以及未来前景

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自 90 年代初以来 , 众多

专家学者如鲁姆勃尔(Rumble)、基更(Keegan)、丹尼

尔(Daniel)、贝茨(Bates)、堪培奥(Campion)、秦达德

(T rindade)、丁兴富(Ding)等均卷入了这场论战。各

种远程教育系统 、院校和模式之间的竞争也经常成

为远程教育国际论坛的热点之一。这场论战是国际

远程教育界实践发展中各种远程教育主体多元化及

其日趋激烈的竞争在思想理论界的反映。在这场论

战中 ,鲁姆勃尔和贝茨着重指出传统校园大学发展

远程教育的广阔前景以及远程教学大学面对的严峻

挑战;而丹尼尔和基更则坚持远程教学大学 、尤其是

巨型大学在竞争中的战略优势 , 以及远程教育和开

放学习对于整个教育体系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实

现革新的巨大意义;堪培奥和秦达德等则强调趋同

(不仅是各种远程教育模式的趋同 , 也包括远程教育

与传统面授教育的趋同)已经代替单一模式的自治

的远程教学大学成为国际远程教育界跨世纪发展的

主流。

一 、远程教学大学 、传统校园大学和双重

模式大学
1.鲁姆勃尔发起挑战:远程教学大学的战略弱

势

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鲁姆勃尔 1992 年在《开放

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极富挑战性的论文《远程教学大

学在竞争中的相对弱势》 。鲁姆勃尔在论文中指出

当时世界上的大约 26 所远程教学大学(DTUs:Dis-

tance Teaching Universities), 正面临来自越来越多的

传统校园大学(CBUs:Campus-Based Universities)创

办远程教育 、以及已有相当悠久实践历史和经验的

双重模式大学(DM Us:Dual Model Universities)的严

峻挑战;并且质疑:这些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在

未来是否有发展前途? 鲁姆勃尔指出 , 英国 、美国和

澳大利亚成人业余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形势已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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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远程教学大学的战略弱势” :

　　长期以来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至少在原则

上 ,校园大学可以提供成本效益高的远程教学

计划并因此将自身转变成双重模式大学 , 从而

可以拥有双重模式的成本特点优势 、可以提供

非常广泛的远程教学专业学科课程 、可以挑战

远程教学大学。这类远程教学还可以同其它几

种日益增长的革新的教学模式结合起来:较传

统的业余学习模式(日校和夜校计划)、校园内

基于资源的教学 , 从而使双重模式大学可取得

的整个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由于社会的和人口的原因 , 业余学习教育

市场的明显增长导致的变化将对远程教学大学

产生巨大的影响 , 这些院校至今几乎享有垄断

的地位。对校园大学而言 , 已经存在一个明确

的市场 ,而它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进入这一市场。

因为已经知道:在世界许多地区具有相对优势

的双重模式大学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了。 尽管存

在着教育过热的危险 , 但整个危险对双重模式

大学相对较低 , 这使双重模式大学比校园大学

在竞争上占有优势。其理由下面还要讨论。

许多远程教学大学利用或依赖校园大学设

施和人员的事实(为了教学场地和辅导教师)使

远程教学大学处于弱势地位。校园大学为什么

不能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系统 , 并决定不再允

许其设施用于支持远程教学大学? 这里 , 远程

教学大学又一次处于弱势地位。

更进一步说 ,校园大学没有理由单打独干。

一种特定的模式就是让许多校园大学联合起

来 ,将校园内课程开发转化成远程教学的课程 ,

并建立一个小型的 、中央集中的组织来统一规

划并发送这些课程。在英国 , 开放工业大学“将

自己看作一个院校的联合 , 提供远程学习包 , 将

它与合作院校的其它教学方法一起使用 , 通过

学分积累和转移的统一的系统从而成为一个全

国性的完整的教育体” 。它事实上将成为一个

出版公司 ,其使命是规划并出版校园内课程的

远程教学改造版。将上述远程教学的新模式同

较强的教学辅导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结合起

来 ,由当地工业大学或为此目的选取的高等教

育学院组织实施 , 这可能被证明是在英国替代

开放大学的富有吸引力的新选择……这类模式

拥有双重模式大学具有的各种优势 , 它为校园

大学提供来自中央集中协调机构的支持和专业

服务 , 同时 ,已经存在的协作联合体可以允许学

生在各个成员院校间灵活转换。这使得任何一

所校园大学可以大大超越局限在校园内的日校

和夜校的业余学习计划的限制 , 可以从开展远

程教学的选择中取得收益 , 同时又免去为了支

持远程教学计划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和课程

制作系统承担的风险。合作体制同时被看作可

以帮助防止一味建立更多的院校而必然产生的

过分分散和简单重复的弊病。许多澳大利亚评

论家将过分分散和简单重复看作一种危险 , 而

将防止这一倾向看作是实现规模经济。

这些发展一旦广泛传播开来 , 就会将远程

教学大学置于弱势的地位。 ……虽然 , 大多数

远程教学大学看上去处于垄断地位 , 但它们仍

然没有强大到足以抗衡联合起来的校园大学的

力量 , 只要校园大学 、或者仅仅是相当一部分校

园大学决定进军远程教育市场。而且 , 远程教

学大学与校园大学竞争时感到困难的另一个事

实是:远程教学大学是与那些现有的院校在它

们的非主营业务(校园内教学)上进行竞争 , 校

园大学将开展远程教学看作是第二等的工作 、

或者看作是为了使教学模式多元化。因此 , 在

远程教学大学似乎主导市场时 , 双重模式大学

可以使用边际成本作为价格策略来夺取市场份

额 , 同时利用向潜在的学生提供多种多样广泛

的课程和多种多样教学方法的能力来分享市

场。

鲁姆勃尔在结论中指出了远程教学大学的出路

和前景:

　　当然 , 远程教学大学可以采用许多竞争的

战略 , 但是一旦校园大学开展远程教学 , 这些战

略也可为它们所采用。于是 , 对远程教学大学

而言 , 最有效的对策也许是将自己也变成一所

双重模式大学 , 或者建立自己的校园教学计划 ,

或者同校园大学协作或合并。

2.怀特的应答: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

各自的优势和弱势

鲁姆勃尔的挑战在当年(1992)就获得了来自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远程教育著名学者的反应。澳大

利亚的怀特(White)争辩说: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校

园大学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弱势。他强调指出远程教

学大学具有以下优势:(1)设计开发的多种媒体课程

材料的质量;(2)应用教育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

步;(3)教育学上的先进性;(4)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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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积累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5)课程制作和

发送的基础设施建设;(6)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结构。

怀特指出 ,所有这些是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实践探索

和理论创造建立起来的 ,是不可能被轻易地打倒的。

怀特进一步认为 , 传统校园大学要转变成为双重模

式大学并不是轻而易举和没有代价的:(1)为了认真

地介入远程教育 , 需要对院校的资源和结构进行重

组和重新配置;(2)必须克服开发高质量的多种媒体

课程材料存在的障碍;(3)必须改变教学人员对待远

程教学的态度;(4)将传统课堂讲授转变成高质量的

远程教学材料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怀特认为 , 远程

教学大学(或在澳大利亚的双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

园大学并不感到相互威胁。如果传统校园大学真的

决策要开展高质量的远程教学或采用混合的教学模

式 ,从而使自己转变成双重模式大学 , 远程教学大学

只会表示欢迎 , 因为“最终的赢家是全体学生” 。他

认为 , 将“远程教学同面授教学”整合起来 , “实现两

者的最佳结合”是“未来的方式” , 对澳大利亚双重模

式大学尤其如此。加拿大学者慕格里奇(Mugridge)

也在同一年作出了反应。他认为 , 远程教学大学 、双

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在开展远程教育时需要

的是更多的合作 ,而不是竞争。

3.基更的应战:远程教学大学的竞争优势

事隔两年后 , 基更提交了他对鲁姆勃尔的应战

文章:“远程教学大学的竞争优势” 。 基更论文着重

阐述了以下论点:

远程教学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世界远程教

育和开放学习的崭新地位的历史性贡献;远程教学

大学具有的优势 、尤其是其经济优势(即规模经济)

及与此相反的双重模式大学(如在澳大利亚)的经济

弱势;远程教学大学在未来 、在世界各地将继续发

展 ,同时 , 其它模式 、尤其是多体联合的多层次的网

络系统将得到发展;远程教学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

应该合作而不是竞争 , 从而使远程教学赢得进一步

的声誉。

二 、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
巨型大学(mega -universities)还是虚拟大学

(virtual university)? 这构成了信息时代远程教育发

展战略的又一个重大课题。可以将巨型大学和虚拟

大学想象成相互对称的镜面映象。巨型大学从开放

教育对象这一目标开始 ,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了

开放教学时空和开放教学方法这些进一步的目标。

虚拟大学则从新的教学方法-知识媒体(know ledge

media)的开放出发 , 并希望能因此而实现进一步开

放教育对象和开放教学时空的目标。历史已经证

明 , 巨型大学是 20 世纪高等教育的最重大的进步之

一。如前所说 , 使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成为当今许

多国家感兴趣的热点的原因之一 , 是国际互联网和

世界万维网等相互作用的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的

飞速发展。虚拟大学的名称已经开始出现在建立以

此类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大学的各类建议中。许多原

来只进行校园教学的大学如今也纷纷声称它们也正

通过万维网提供远程学习课程。巨型大学和虚拟大

学的“对立” , 是信息时代老问题的再现:是发展单一

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如各国开放大学)还是提倡 、

鼓励和发展双重院校模式的远程开放教育? 这是摆

在各国政府和高层教育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英

国开放大学副校长丹尼尔近年来专注于研究巨型大

学 , 即那些规模较大办学效益较好的开放大学的研

究(丹尼尔 1996)。他高擎起巨型大学的旗帜 , 活跃

在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舞台上。而美国和澳大利亚

则主要发展双重模式的远程教育 , 即鼓励所有高等

院校发展开放灵活的远程教育。澳大利亚开放学习

联合体(Open Learning Austr alia)就是由澳大利亚双

重模式的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开放远程教育。美国则

更是虚拟大学迅猛发展的策源地。在高等院校原来

举办的各种卫星电视教育网的同时 , 普遍开发各种

计算机教育网络和各种电子通信教育网络。亚洲开

放大学协会第 11 届年会的承办国马来西亚作出了

自己发展远程教育的战略抉择。在马来西亚 , 各种

新兴的信息技术将被综合为一项名为“多媒体超级

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 rridor:MSC)的国家计

划。这项庞大的 MSC 计划不仅将尝试开发多媒体 、

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其它新兴技术 , 实现沟通世界范

围的制造业和商贸活动的各种跨国合作 , 而且将开

创一个电子化的政府和一系列信息媒体产业 , 开办

一流的学校教育和发展最有效的远程学习和远程医

疗(telemedicine)的系统。作为 MSC 计划的一部分 ,

马来西亚所有地区高等院校将与设立在 MSC 中的

一个多媒体主持大学(a host university)建立联系。

主持大学将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中心为其它加盟的高

等院校提供服务。对政府而言这是投资较少而同时

又能有效地创办一所开放大学(an open univ ersity)来

很快提供广泛的远程学习计划的一种方案。采用这

种开放大学概念 , 学生可以同时在若干所高等院校

注册。开放大学将可能为学生提供当地的直至海外

的讲师和顾问。所有高等院校应实行远程学习课程

之间的学分转换(credit transfer)。 如果远程学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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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按标准模式进行课程设置(modular curriculum de-

sign)而在成员院校(members institutions)间发展广

泛的合作关系(par tnership),整个系统会变得更有效

率 ,可以提供各种证书 、文凭 、学士学位直至硕士学

位的课程。更重要的是 , 可以自下而上地组织远程

学习模式化的课程来适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这种

方式用来实现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特别

有用。马来西亚推出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课程就是这

方面很好的一个例证。

三 、争论在继续:远程教育系统 、院校和
模式的竞争和合作

丁兴富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评述了这场论战。

他指出 ,在 20 世纪下半叶 , 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代

表了国际远程教育的主流模式 , 但它从来就没有成

为国际远程教育多元化主体中的多数。在世界各

国 ,远程教学大学 、双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

(还有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有各自的教育使命和服

务对象 , 有各自的优势和弱点。 应该倡导在合理而

有序的竞争中实现更多的合作。丁兴富的主要观点

可参见 “论三种模式和三大学派”一文。

事实上 , 自 90 年代起 , 远程教育系统和院校在

竞争中走向合作 , 远程教育三种模式的趋同和远程

教育主体的多元化都已经成为发展的主流。 在像英

国这样原来典型的单一院校模式的国家 , 传统校园

大学也在纷纷创办远程教育 , 而像美国这样原来典

型的双重院校模式的国家 , 也已创办了美国开放大

学(1999 年)。至于象中国这样原来就是多重院校模

式的国家 , 自 90 年代以来远程教育主体更趋多元

化 ,竞争日趋激烈 , 合作日趋加强。这主要表现在自

1996 年起 ,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名牌普通高校

倡导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 其发展势头咄咄逼人。在

清华大学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报告书(1997 年)上 ,

将单向传输的广播电视教育视为落后的技术和落伍

的远程教育。1998 年 , 湖北函授大学游清泉校长撰

文提出:不要把函授教育带入 21 世纪。从 1999 年

起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和支持下 , 中国广播电

视大学与普通高等学校开始探索联合举办远程高等

教育的创新。同时 , 从国际到国内 , 从实践到理论 ,

竞争和论战仍在继续。在 1998 年上海电视大学主

办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国际研讨会上 , 在 1999 年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 13

届年会上 , 以及在 2000 年上海电视大学建校 40 周

年举办的中外专家专题报告会上 , 关于远程教育系

统 、院校 、模式的竞争和合作 , 关于开放大学 、巨型大

学和虚拟大学的前途和命运 , 关于远程教育与传统

教育的趋同和远程教育主体的多元化 , 关于信息技

术和远程教育不断发展的代的理论等论题的争论仍

在继续。鲁姆勃尔 、基更 、丹尼尔 、贝茨 、堪培奥 、秦

达德这些国际远程教育界的著名学者以及中国的学

者王一兵 、黄清云和丁兴富等都参与了热烈的讨论。

在有关远程教学大学 、传统校园大学和双重模式大

学的论战中 , 巨型大学的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 1996年起 ,丹尼尔的一系列研究对巨型大学概念

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指出 , 这些巨型大学代

表了高等教育进化中的重大变革。不但是它们的办

学规模 , 而且是它们的开放和灵活的入学政策 、教学

方法 、教育技术和后勤保障极大地增加了大学的容

量 , 实现了规模经济。丹尼尔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

第 11 届年会上作了题为《巨型大学 、虚拟大学和知

识媒体:我们能否同时拥有数量和质量》的主报告。

他在报告中引证了英国政府对英国大学的评估结

论 , 来支持他对巨型大学拥有战略优势的论述。 在

1998年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 , 丹尼尔作了

《加快新技术在英国开放大学中的应用》的主题报

告。他再次重申了开放大学的竞争优势及对巨型大

学未来的信心。 贝茨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 13 届

年会(北京 , 1999年)上作了取名为《开放大学会消亡

吗?》的主题报告。他的结论是:“亚洲开放大学具有

广阔的前景 , 传统大学的革新充满艰难 , 新兴技术势

在必行;对亚洲开放大学最大的挑战:需要适应变化

和构建开发能力 , 同时继续为远程教育传统的核心

学生提供良好服务” 。鲁姆勃尔在亚洲开放大学协

会第 13 届年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中指出 , 远程教育

方法及其对独立学习的重视将引起传统高等教育的

革命。他表示相信:采用开放灵活学习方式和双重

模式的传统大学有可能达到比许多远程教学大学更

低的单位成本。 因此 , 鲁姆勃尔声称:“如果我是一

位政府部长 , 我会推进传统高等教育的这场革命。

我决不再建巨型大学” 。而基更在他的论文中则针

锋相对地指出:英国政府公布的该国 150 所大学学

术成就的统计结果给传统大学一个沉重打击。英国

开放大学排位第 10 名 ,这就意味着:有 140 所传统

大学———以其专职教授在校园中教全日制学生———

其教育质量比不上一所远程教学大学。由此引出推

理:怎么能期待传统大学开展的远程教学会更出色

呢? 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 13 届年会的论文中 , 鲁

姆勃尔和拉彻姆都引证了丹尼尔的研究结果:世界

上有 11 所巨型大学共注册 280 万学生 ,其每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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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成本约为同一个国家中传统大学成本的 10%

到 50%。堪培奥在其提交给年会的论文中指出 , 丁

兴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了作为巨型大学之一的

英国开放大学如何产生了全球影响 , 亚洲开放大学

协会的名称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印度的普拉

赛特(Prasad)在年会论文中指出 , 近年来远程高等教

育在印度发展迅速 ,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全国系统 , 包

括 10 所开放大学(国家级 1 所 , 邦级 9 所)。 拉彻姆

在年会提交的论文《开放与远程教育———为社会增

添价值?》 , 以及他与马来西亚的萨丽娜和中国的丁

兴富合著的论文《东亚和南亚的开放大学和双重模

式大学》中 , 肯定了巨型大学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巨

大成功和意义。

四 、趋同 、合作和远程教育主体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的趋同和远程教育主体多元化问题是

近 10 多年来又一个争议的焦点。在北京和上海的

会议上 ,鲁姆勃尔 、堪培奥和秦达德都一再表达了他

们对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趋同并走向发展混合模式

和统一的教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见解。鲁姆勃尔指

出 ,直至 80 年代末 , 远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与传统方式不同的独立并行的教育系统。但进入 90

年代后情况有所变化。传统大学正在有效地应用远

程学习和独立学习的方式来推行其成本革命。远程

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方式。 其结果是 , 传统

高等教育和远程高等教育形态之间的差异正在消

失。堪培奥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综合模式 , 即由分散

在全国的高校聘用同样的教学人员同时提供校园内

外两种模式教育 , 学习同样的课程设置 , 授予同样的

学历证书。而且 ,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混合模式或

复合模式的学习方式。即在澳大利亚 , 远程教育和

传统教育的差别正在变得无关紧要。日本的吉田

(Yoshida)在其论文中论述了“日本远程研究生教育

发展的新趋势” 。她认为 ,将信息技术引入远程教学

中是不可避免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将能建

构一个同步双向交流的远程教学环境。 到那时 , 面

授教学变得可有可无 , 普通大学与远程开放大学不

会有太大的差别。印度的噶革(Garg)和帕达(Pan-

da)在《主流教育与开放远程教育:伙伴 、合作与趋

同》中也指出 , 远程教育在世界许多地区 , 已跨越了

国界;即使在国家或地区内部 , 远程教育也已进入主

流教育体系 , 并深受瞩目。文章批判性地审查了这

两种教育系统之间的伙伴关系 、合作与趋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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