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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教授应邀来我院作专题报告 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厦门大学召开
　　2015 年 10 月 14 日上午，我国著名考试研究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

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应邀到福建省教育考试院作专题报告。报告会由省教育考试院陈明庆

院长主持。刘海峰教授报告会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举办的“专家论坛”的一期重要内容。开

设“专家论坛”是我院主动适应深化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需要，加快推进学习型、服务型、

专业化考试院建设，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论坛分专题不定期

举办。

　　刘海峰教授的报告以《考

试机构的转型与发展》为主

题。首先介绍了考试机构的

由来，详细介绍了我国考试

机构从隋唐以来至今的演变

历史以及在历史发展中所具

有的地位与作用。其次，分

析了我国考试机构的现状与

转型方向。深入分析了现有

教育考试机构的组织属性、

人员结构、业务种类、研究水平等问题，比较研究了日本、韩国、香港等地考试管理机构的

职能属性，提出考试机构主要职能要从考试管理、招生选拔为主向评价测量、考试服务为主

转型。最后，提出考试机构专业化发展的对策。刘教授指出，建设专业化考试机构的核心与

根本问题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同时要加强考试机构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态文化建设

和考试评价、考试研究工作，质量与水平，提升服务教育、服务教学、服务考生的质量和水平。

　　刘海峰教授的报告系统全面、务实生动，既有历史演变梳理，又有国际比较研究，还有

现实对策分析，勾勒了一条清晰的关于考试机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主线，对正处于转

型期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意义。

　　2015 年正值科举废止 110 周年，11 月 23-25 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

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厦门大学召开。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

校、纽约市立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日本福冈教

育大学、日本中央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延

世大学，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浙

江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

大学，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正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等数十家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科举

博物馆、学术刊物的 120 余名科举研究学者齐聚

一堂，就科举研究和科举学、科举制度、科举教育、

科举文化等问题进行深入而广泛地研讨。福建省

教育考试院长陈明庆在开幕式中作精彩致辞。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赖虹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

中心主任刘海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世愉，日本东北大

学文学研究科教授三浦秀一，厦门大学教

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长陈明庆，天津教育考

试研究所所长岳伟，分别在大会中作了精

彩致辞。境内外知名学者如美国和台湾的

李弘祺教授、美国戴沙迪教授、日本的三

浦秀一教授、鹤成久章教授、水上雅晴教授、

香港的李中清教授、台湾的徐泓教授、耿

慧玲教授、中国社科院李世愉研究员、浙

江大学龚延明教授等作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本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多为国内外于科举研究方面

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论与现实、制度与文化、活动与思想等不同层面和视角全面

考察和深入探讨了科举制，在彼此的交流中分享了一场关于科举制与科举学的学术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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