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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特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

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切实把教育规划纲要全面

落实好”。这是向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对教育系统进一步贯

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提出的新要求，即在前一

阶段普遍学习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的基础上，着力做好全面

贯彻落实工作，使《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改革和发展目标、
任务、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尤其在教育改革问题上要通

过试点在不同层面上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
《教育规划纲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今后一个时期

教育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在总结我国 30
年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分析我国教育改革阶段性特征的基础

上提出的。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改革任务，

需要认清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把握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的新

特点，这是我们找准深化教育改革着力点的一个基础。
我国教育改革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不断前进和深

化的。首先，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

金融危机正在催生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着科

技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各国都瞄准在这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中可能出现的新兴产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谁能够在战略

性的新兴产业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优

势。而催生这些新兴产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创

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才的创新能力，

人才依赖于教育。所以，各国在制定经济复苏计划和应对金融

危机对策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把人才和教育放在一个战略性

位置上，而培养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人才，必然要

求进行以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其次，从中国

社会转型的环境来看，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产

业结构的调整，正在经历一个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

进的阶段。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能力，它是很难从中等收入

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发展方式根本上要靠自主创新，

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是要靠

教育培养人才。最后，从我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来说，我

国教育已初步形成一个现代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发展到了一定

程度，接下来，教育能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受教育者

的需要，关键问题是要提供有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我

国教育有自己优势的一面，但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

模式与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这

也是现阶段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是在过去 30 年教育改革的

基础上进行的，一些浅层次的矛盾已经解决了，各个领域的单

项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所要解决的是难度更大的深层

次的问题，尤其是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成为新一轮

改革的重点。因此，新一轮改革必然会具有不同于改革初期的

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它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系统性、整

体性、协调性。
所谓系统性，指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改革作为一个

系统来设计。《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六项改革，笔者把它归纳

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人才培养体制创新 （包括考试招生制

度），二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三是政府管理体制。这三个方

面是一个系统，它们相互贯穿和联系，其核心是人才培养体制

改革。教育改革最终是为了培养适应 21 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人才，所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

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必须让学校有活力；要使学校有

活力，就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让学校自主办学、自我约束、
充满活力；而要使学校有活力，政府职能和管理的方式就要改

革。政府更多地要提供公共服务，更多地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政府治理，使学校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和责

任。这种系统改革环环相扣，互为条件，只有这样的系统设

计、系统推进，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所谓整体性，指各级各类教育改革是一个整体。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一个部分的改革

没有另一部分改革作为相互之间的配套和综合，那么这个部分

的改革就很难完成。改革的整体性在三个层面上应该是配套

的。首先是制度设计。改革没有制度设计是盲目的，而且制度

设计在现阶段是改革的重点。如果各项改革没有制度保障，那

么它很可能是临时性的措施。其次是政策选择。制度不能完全

解决问题，因为它是比较稳定的，而政策是可以调整的，所以

要有政策选择。最后是技术保障。有了制度设计需要政策来配

套，然后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技术来保障的。如果没有可操作性

的技术，那么制度和政策是落不到实处的。
所谓协调性，就是要保证理想目标和现实条件之间的协

调。我们的改革要有理想目标，如果没有理想目标，改到哪里

算哪里，那么改革是没有方向的。但是理想目标必须要考虑到

现实条件。协调性就是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的东

西，这个中间的东西就是在现在条件下可以做到的措施，例如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我们需要有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学生全

面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理想目标，但是这种理想目标不是一

步就能实现的，需要有若干过渡环节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这种

协调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改革策略的选择。当然地区之间的

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改革不能齐步走。教育改革要实现

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它需要一些地区、一些学校先行试点，积

累经验，然后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作者谈松华，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