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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人新论

周恩来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之功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张健副教授在《周恩来与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4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研究周恩来对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的贡献，不仅要看到他的教育思想对新中国高

等教育政策的影响，以及他在争取和改造高级知识分

子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要看到开国总理周恩来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新旧政

权更迭、新旧社会交替、新旧教育转换的巨大变革中，

周恩来作为《共同纲领》起草者，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

教育的发展方向，强调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要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先后衔接，共同为提高

人民大众科学文化水平服务，从而明确了高等教育在

新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定位。作为中共中央和政务

院领导人，周恩来按照党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

育”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稳步改造旧有高等学校的政

策措施，特别是抓住反制美国政府反华政策的有利时

机，彻底将外国势力从新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清除出去，

维护了国家教育主权。在此基础上，周恩来领导政务

院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起集中统一的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规程，从制度上

保障和巩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成果。

所有这些，可谓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之功。

准确把握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

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政策方向

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关信平教授发表的《中国

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国家行政学

院学报》2014年第 5期）一文中提出，要解决我国当前

的流动人口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群体

和流动人口问题的特征与实质。目前流动人口群体已

经是具有较大异质性的群体。流动人口问题的本质特

征是我国依托户籍制度的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制度的

不合理，因而导致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劳动力市场和

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体系中难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和获

得平等的地位。当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问题

主要是由政府建构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责任主要

在政府方面。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最终出路在

于彻底消除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和排斥，并且

在现阶段要通过各个方面的具体行动推进这一进程。

一是要进一步强调所有公民在公共服务方面具有的平

等权利；二是要加快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

使全国城乡和各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趋于一致；三

是要坚持目前的改革方向，逐步弱化户籍制度对公共

服务的限制；四是进一步推动市场体制改革，保障所有

人在获得市场资源方面都有同等的机会；五是通过社

会体制的改革来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

参与和融入；六是通过教育和传媒等方式进一步缩小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文化差异。

以法治和政策推动增强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关信平教授发表的《当前

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

（《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 3期）一文认为，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经济组织的活力，但没有很好

地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的问题严

重影响着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的活力是指社会组

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发展，对满足人的需要

和维系社会功能做出贡献的能力，包含了提供服务的

能力、运行效率与竞争能力、自主性和创新能力以及对

全社会的价值引领和贡献等要素。目前我国社会组织

数量少，规模小，经济实力、服务能力、自主性和创新能

力都不足，对社会的贡献还很微小，难以满足创新社会

治理的要求。要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力，首先应该确立

社会组织的宪法地位，并尽快制定社会组织的基本法

律及社会组织运行、管理等环节上的具体规范。其次

应该建构社会组织公益性和非营利基础上的资源保障

制度，包括确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长期

性基础制度，将其纳入发展规划和常规财政预算，加强

基础能力建设和制度规范化建设，促进社会服务组织

不断提高主动性，并防止形成对政府机构新的依附关

系等。再有应该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包括组织

内部制度建设、行业自律制度建设和社会监管制度建

设等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