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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动不居、日日以新的终身

学习时代，继续教育与首次学校教育

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所谓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要把经

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

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

这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学校教育和学

校后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特别是培训

具有周期短、针对性强、传播新知识

和新技术较快的特点，对人力资源开

发具有其他类型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提升劳动者的

适应能力、创新能力乃至所有社会成

员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

义。
第一，发展继续教育有助于提

高个人、企业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

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但与

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

的差距。2008 年，我国平均每个就

业者创造的 GDP 为 5,855 美元，仅

相当于美国的 5.9%、日本的 7.7%，

按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效率计，美国

相当于我国的 17 倍。提高劳动生产

率，就必须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的计量研究，在制造业，职工受教

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劳动生产率就

会上升 17%。这种情况在高新技术

产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在发展

农业方面，也亟待加强培训。地处中

东沙漠、属于严重缺水国的以色列能

够创造“农业奇迹”，其经验就是对

农民进行普遍的文化素质教育和农业

实用技术培训。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劳

动者素质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

键因素。
第二，发展继续教育有助于实现

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

展，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时期，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

的一场深刻变革。虽然我国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长期形成的经济

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

到根本性改变，经济结构转型任务十

分艰巨和繁重。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首先表现

在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看，2010 年，我

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10.2%，第

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6.8%，第三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 43.0%，反映出我国

第一产业比较落后、第二产业比重较

高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状态。同

时，从一、二、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

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看，我国第一产业

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

业人数比重则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据有关预测，要实现我国经济发

展的目标，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

比重应从 2009 年的 38.1 %下降到

2020 年的 25%以下，第三产业劳动

力比重应从 34.1 %提高到 2020 年

的 45%以上。随着我国三次产业结

构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将

带来我国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地域之

间较大规模的流动、转移和对大量劳

动力培训的要求。大力加强对劳动者

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将成为促进我国经

从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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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调整最关键最繁重的基础性任

务。
第三，发展继续教育有助于适

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需要。当今世

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方

兴未艾，最近 20 年来人类所创造和

积累的知识总量，也许已经相当甚至

超过过去 20 个世纪知识的总和。同

时，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科

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的周期日益

缩短，从过去的几十年、十几年，到

现在的两年、一年，甚至只有几个

月。在过去 15 年，由于自动化技术

的发展，发达国家有 8,000 多个原有

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 6,000 多

个新的技术工种。战略性新兴产业迅

猛发展，这也是各主要国家抢占新一

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

略。我国提出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我国 GDP 的比重力争

要达到 15%左右。可以说，只有依

靠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才能使各行各

业跟上这种世界性的新变化，实现我

们的战略目标。
第四，发展继续教育有助于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继续教育是产生于现

代工业社会、在终身学习背景下迅速

发展的新的教育领域，是当今世界教

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面向已结

束了初始学校教育的所有社会成员的

继续教育活动，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职业导向的教育和非职业导

向即以丰富精神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

为目的的教育。就非职业导向方面，

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是广大社会成员不

断丰富和更新知识、提高文化修养和

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力倡导全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建立灵活

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积极开展继续

教育”。在刚结束的全国继续教育工

作会议上，刘延东委员也强调指出，

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规范管理，发

挥学校作用，加快发展网络与继续教

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专家指出，

继续教育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值此

继续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继续

教 育 战 线 的 一 分 子 ， 我 认 为 ， 适

用———建立适用学习对象的学习环

境、建设适用学生学习的学习资源、
出台适用继续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和

措施，才是继续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

所在。

第一，对学习对象而言，采用适

用的教育形式或者多种形式相互融合

才能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目前我

国继续教育主要通过自考、网络、函

授或者夜大的方式进行。虽然这些教

育形式各有优势，网络教育又以其灵

活、开放、便捷等不可比拟的优势，

迅速成长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类型，但

是这些教育形式都是针对成人在职学

生这同一个学习群体，这个群体很庞

大、也很复杂，其学习习惯、学习风

格以及学习需求具有多样化特征。所

以，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网络教育，

还是其他教育类型，谁能适应最广泛

群体的学习需求，谁就会具有长远的

生命力。同时，我们不应固守陈规，

将几种教育形式割裂开来，轻言哪种

教育形式就是百分百最好的。应针对

关于继续教育发展关键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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