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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组 织 的“国 际 学 生 评 价 项 目”（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ＩＳＡ），是全球范围进行的一项大型学生 学 习 质 量 比 较 研 究 项 目。ＰＩＳＡ以 纸 笔 测 验 衡 量１５岁 青 少 年 的 阅 读 能

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以图了解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各国初中学生，是否具备了未来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并为终生学习奠定良好基础。ＰＩＳＡ测评的重点在于应用阅读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或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阅

读技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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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 力，是 社 会 成 员 获 取 社 会 地 位 和 尊 重 的 主 要 渠 道

之一，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 家 的 进 步 与 民 族 复 兴，也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人 类 的 文 明 进 程。研

究发现，中国教育一直在进行着 结 构 上 的 调 整，普 通 高 校 机 构 数、中 等 职 业 教 育 机 构 数、学 前

教育机构数占比均有较大幅度 提 高，中 国 教 育 正 不 断 向 职 业 化、高 端 化 方 向 发 展。改 革 开 放

４０年，中国教育资源、教育活动、教育成就 与 经 济 发 展 存 在 明 显 的 非 均 衡 性，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这种非均衡程度不同。未来，中国 要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化 经 济 体 系，促 进 教 育 与 经 济 可 持 续 地 协

调发展；要加快缩小 地 域 经 济 差 距，推 进 教 育 公 平、包 容、均 衡 发 展；要 全 面 提 高 人 才 培 养 质

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先进的教育 质 量 标 准 体 系，推 进 中 国 向 教 育 强 国 和 经 济

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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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经

济方面的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总量为３６７８．７亿元，２０１７年增长至８２７１２１．７亿

元，增长了近２２４倍，ＧＤＰ总量从全球第９位跃升至第２位。教育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普通本专科毕业

生数１９７８年为１６．５万人，２０１７年增长至７３５．８万人；学前教育机构数１９７８年为１６．４０万所，２０１７年增

长至２５．５０万所；普通高等教 育 学 校１９７８年 为５９８所，２０１７年 增 长 至２６３１所；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在 校 学 生

１９７８年为８５．６万人，２０１７年增长至２７５３．６万人；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招生数１９７８年为４０．２万人，２０１７
年增长至７６１．５万人。国际统计机构的数据表明，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高中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则已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２０１８年７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２０１８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联

合发布了其最新研究成果《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排行榜》，这是全球创新指数第１１版，报告显示：在全球最

具创新性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居第１７位，跻身前２０个经济体行列。中国中小学教育得分６３．９分，
全球排名第１３位，其中阅读、数学和科学ＰＩＳＡ量表①得分５１４．３分，全球排名第８位。现在，中国占世界

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重已达２０％，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

国，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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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成员谋求地位、获取尊严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社会实现公平发

展，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设置。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的进步与民族复兴，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

的文明程度。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教育状况做过研究。

祁占勇、杨宁宁（２０１８）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状况，认为中国４０年的教育发展可分为四

个阶段，即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的初步发展阶段、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的以重点建设为关键的义务教育政策非均衡发

展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过渡阶段，２０１０年以后的以内涵发展为核心的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阶段。中国的义务教育未来走向应以结构优化为主要动力机制，以公平优先为首要价值取向，以
提升教育质量为全面过程保障，使义务教育朝着均衡而优质的方向发展。傅为忠、赵坤（２０１８）采用协调度

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法，研究了“双一流”背景下中国大陆３１个省份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时

空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不高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但整体呈上

升趋势；人才汇聚、教育治理和国际化等因素对二者协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此主张，要建设科学合理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缩小区域差距实现高校均衡发展。郭建如（２０１８）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

管理研究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学科识别与界定阶段、探索性发展阶段、突破

性发展阶段、深化与规范发展阶段，据此提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潘懋元（２０１８）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７０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７年、从“教育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２２年、改革开放至

今。其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规模大发展，人才培养更加多元化，也

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研究认

为，中国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不能贪大求全丧失院校特色；中国高等教育应依靠教师实行内涵式发展；应
根据中国国情统筹协调教育资源，激发各类学校的办学活力；要强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探索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陆静如（２０１８）研究了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方面的发展现实，认为中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中存在办学理念落后、引进与输出不平衡、内涵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中国

高等教育应树立国际化教 育 理 念，对 接 国 家 战 略，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实 现 高 等 教 育 引 进 与 输 出 的 协 同

发展。

前述的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其着眼点集中在教育本身，如义务教育、高等教

育、高等教育管理等。这些都给本文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前述成果不同的是，本文研究改革开放４０年间

中国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测度其与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状况，并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后文的结构是

中国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测度，以及进一步的思考。

二、教育的规模结构

研究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教育的规模结构，本文选择教育资源、教育活动和教育成就三个维度进行测

度。教育资源具体以教育机构数即学校数、专任教师数等指标来反映；教育活动具体以招生数、在校学生

数等指标来反映；教育成就则具体用毕业生数、留学生数等指标反映。以下研究即按这三个路径展开。
（一）教育资源的规模与结构

一个国家的教育资源主要体现为教育机构和师资力量状况，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和２０１７
年教育机构数、学校师资力量数以及计算的分析指标列示如下（见表１）。

表１的水平指标和分析指标显示：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的教育机构总量是下降的。１９７８年，中国各

类学校的总 数 为１９７．９３万 所，至２０１７年 降 至５０．５９万 所，平 均 增 长 量 为－３．７９万 所，平 均 增 长 率 为

－３．４５％。进一步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４０年中国消失了９１．６万所小学，这其中主要是农村小学。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６年全国小学的数量为１６．７万所，是连续第４２
年下降。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高校数量剧

烈减少，但中小学的数量却在不断激增，形成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的基础教育格局。改革开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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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教育资源的规模与结构分析表 单位：所／万人／％

水平指标 结构比 平均指标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增长量 增长率

学校数

普通高校 ５９８　 ２６３１　 ０．０５　 ０．５２　 ５２．１３　 ３．８７

普通高中 ４９２１５　 １３５５５　 ３．８５　 ２．６９ －９１４．３６ －３．２５

中等职教 ２７６０　 １０７０７　 ０．２２　 ２．１３　 ２０３．７７　 ３．５４

初中 １１３１３０　 ５１８９４　 ８．８４　 １０．３２ －１５７０．１５ －１．９８

普通小学 ９４９３２３　 １６７００９　 ７４．２１　 ３３．２１ －２００５９．３３ －４．３５

特殊教育 ２９２　 ２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２　 ４６．５４　 ５．２０

学前教育 １６３９５２　 ２５４９５０　 １２．８２　 ５０．７０　 ２３３３．２８　 １．１４

合计 １９７９２７０　 ５０２８５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７８５６．８５ －３．４５

专任

教师数

普通高校 ２０．６　 １６３．３　 ２．２９　 １０．０６　 ３．６６　 ５．４５

普通高中 ７４．１　 １７７．４　 ８．２４　 １０．９３　 ２．６５　 ２．２６

中等职教 ９．９　 ８３．７　 １．１０　 ５．１６　 １．８９　 ５．６３

初中 ２４４．１　 ３５４．９　 ２７．１４　 ２１．８７　 ２．８４　 ０．９６

普通小学 ５２２．６　 ５９４．５　 ５８．１０　 ３６．６４　 １．８４　 ０．３３

特殊教育 ０．４　 ５．６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１３　 ７．００

学前教育 ２７．８　 ２４３．２　 ３．０９　 １４．９９　 ５．５２　 ５．７２

合计 ８９９．５　 １６２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５４　 １．５２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作者计算整理。

各类不合格的学校被撤并，小学数量首次出现连续减少。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化和计划生

育政策开始影响到小学数量。从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的１０余年间，中国消失了２０多万个村庄，平均每天有５５
个村庄从地图上消失。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产生效应，中国的适龄儿童数开始持续减少。村庄凋

零、生源萎缩，许多村办小学因为生源缺乏而难以为继。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持续１０年的

“撤点并校”活动，即学校关闭和降为教学点两种措施，这更加速了小学消失的速度。另一方面，随着中央

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出台，地方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由于缩减学校和

教师编制可以明显减少教育财政支出，这也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撤点并校的动力。
中国的教育机构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普通高校、中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机构都有程度不同

的增加，特别是普通高校数和特殊教育机构数增幅较大，年平均增长量分别为５２．１３所和４６．５４所，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３．８７％和５．２０％。与教育机构数量显著下降不同，改革开放４０年间中国各类学校专任教

师数均呈增长之势。《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学校专任教师人数１９７８年为８９９．５
万人，２０１７年则增长至１６２２．６万人，增长率达８０．３９％，专任教师拥有量居全球之冠。专任教师年均增长

量为１８．５４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１．５２％。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学前教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和高校教师，
年均增长量分别为５．５２万人、０．１３万人和３．６６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５．７２％、７％和５．４５％。同时，教师

学历合格率大幅提高，普通小学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７．１％提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９９．９６％，初中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８％提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９９．８％，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由１９７８年的

４５．９％提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９８．２％，分别提高了５２．８６个百分点、９０个百分点和５２．３个百分点。
同样地，４０年来中国教育一直在进行结构上的调整，普通高校机构数、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学前教

育机构数占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在全部学校中的占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０．０５％、０．２２％和１２．８２％，分别提高

至２０１７年的０．５２％、２．１３％和５０．７０％。对应地，普通高校机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中的

７李金华　４０年来中国的教育及其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专任教师数在全部教师中的占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２９％、１．１０％和３．０９％分别提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０６％、

５．１６％和１４．９９％。此外，高 中 教 师 的 占 比 也 有 提 高。这 显 示 中 国 教 育 正 不 断 向 职 业 化、高 端 化 方 向

发展。
（二）教育活动的规模与结构

教育活动状况选择各类学生的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进行测度。运用同上的方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之初

的１９７８年和２０１７年各类学校招生数、在校学生数以及计算的分析指标列示如下（见表２）。
表２　教育活动的规模与结构分析表 单位：万人／％

水平指标 结构比 平均指标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增长量 增长率

招生数

普通本专科 ４０．２　 ７６１．５　 ０．６６　 １０．２９　 １８．４９　 ７．８３

普通高中 ６９２．９　 ８００．１　 １１．３６　 １０．８１　 ２．７５　 ０．３７

中等职教 ４４．７　 ５７８．７　 ０．７３　 ７．８２　 １３．６９　 ６．７９

初中 ２００６　 １５４７．２　 ３２．８９　 ２０．９０ －１１．７６ －０．６７

普通小学 ３３１５．４　 １７６６．６　 ５４．３５　 ２３．８６ －３９．７１ －１．６０

特殊教育 ０．６　 １１．１　 ０．０１　 ２３．８６　 ０．２７　 ７．７７

学前教育 ０　 １９３８．０　 ０　 ０．１５　 ４９．６９ —

合计 ６０９９．８　 ７４０３．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４２　 ０．５０

在校学生数

普通本专科 ８５．６　 ２７５３．６　 ０．３８　 １０．６３　 ６３．７９　 ９．３１

普通高中 １５５３．１　 ２３７４．５　 ６．９８　 ９．１７　 ２１．０６　 １．０９

中等职教 ２１２．８　 １５７７．４　 ０．９６　 ６．０９　 ３４．９９　 ５．２７

初中 ４９９５．２　 ４４４２．１　 ２２．４４　 １７．１５ －１４．１８ －０．３０

普通小学 １４６２４．０　 １００９３．７　 ６５．６９　 ３８．９７ －１１６．１６ －０．９５

特殊教育 ３．１　 ５７．９　 ０．０１　 ０．２２　 １．４１　 ７．７９

学前教育 ７８７．７　 ４６００．１　 ３．５４　 １７．７６　 ９７．７５　 ４．６３

合计 ２２２６１．５　 ２５８９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３．２８　 ０．３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作者计算整理。

表２的分析指标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各类学校的招生数由６０９９．８万人增加至７４０３．２万人，年

均增长量３３．４２万人，年均增长率０．５０％。增长幅度较大的是普通本专科学生数、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

学前教育数，其年均增长量分别为１８．４９万人、１３．６９万人和４９．６９万人；从增长率上看，普通本专科招生

数年均增长率为７．８３％，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６．７９％。此外，特殊教育招生数的年均增长

量为０．２７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７．７７％。而普通小学、初中的招生数则呈下降之势。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数由２２２６１．５万人增加至２５８９９．３万人，年均增长量为９３．２８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０．３９％。增长幅度较大的是普通本专科学生数、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中等职业教育在

校学生数、学前教育学生数，年均增长量分别为６３．７９万人、２１．０６万人、３４．９９万人和９７．７５万人，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９．３１％、１．０９％、５．２７％和４．６３％。而普通小学和初中的在校学生数一直呈下降之势。

与教育机构的结构变动相同，４０年间中国各类学校的招生数与在校生数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

本专科招生数、中等职教招生数、特殊教育招生数、学前教育招生数比重在增大。《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提

供的数据显示：普通本专科１９７８年的招生占比为０．６６％，２０１７年提高至１０．２９％；中等职教１９７８年招生

数占比为０．７３％，２０１７年 提 升 至７．８２％；特 殊 教 育 招 生 数１９７８年 的 占 比 为０．０１％，２０１７年 提 升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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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６％；学前教育招生数１９７８年的占比为０％，２０１７年提升至０．１５％。同样地，各类在校学生数的结构

也在发生变化，普通本专科、普通高中、中等职教、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学生的占比在提高，五类教育机构在

校生的 占 比 由１９７８年 的０．３８％、６．９８％、０．９６％、０．０１％、３．５４％，分 别 提 升 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０．６３％、

９．１７％、６．０９％、０．２２％、１７．７６％。相反，初中在校学生的结构占比则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２．４４％降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７．１５％，小学生的结构占比则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５．６９％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８．９７％。

４０年来，中国的教育一直进行着结构性调整，教育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１０年，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学前教育的性质，强调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活动，是国民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终生学习的开端。此后，各级政府都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了重要的位

置。为了完成政府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国家先后布置实施了八个学前教育重大专项，地方政府则实施了

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以县为单位开展。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始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

底，全国幼儿园总数达到１９．８６万所，在园幼儿３８９５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６７．５％；第二个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后的２０１６年，全国幼儿园数量总数达２３．９８万所，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４４１３．８６万人，幼儿

园园长和教师共２４９．８８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又提高了近１０个百分点，达到７７．４％。中国的幼小教

育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三）教育成就的规模与结构

教育成就的重要表现是毕业的各类学生、研究生以及留学生状况。运用同上的方法可以计算改革开放

之初的１９７８年和２０１７年各类学校毕业生数、研究生数以及留学生数的分析指标，具体列示如下（见表３）。
表３　教育成就的规模与结构分析表 单位：万人／％

水平指标 结构比 平均分析指标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 增长量 增长率

毕业

各类

学生

普通本专科 １６．５　 ７３５．８　 ０．３５　 １１．０９　 １８．４４　 １０．２３
普通高中 ６８２．７　 ７７５．７　 １４．４６　 １１．６９　 ２．３８　 ０．３３
中等职教 ４０．３　 ４９９．５　 ０．８５　 ７．５３　 １１．７７　 ６．６７

初中 １６９２．６　 １３９７．５　 ３５．８６　 ２１．０７ －７．５７ －０．４９
普通小学 ２２８７．９　 １５６５．９　 ４８．４７　 ２３．６０ －１８．５１ －０．９７
特殊教育 ０．３　 ６．９　 ０．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１７　 ８．３７
学前教育 …… １６５２．７ …． ２４．９１　 ４２．３８ ———

合计 ４７２０．３　 ６６３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０７　 ０．８７

研究生
在校人数 １．０９３４　 ２６３．９５ ——— ——— ６．７４　 １５．１１
毕业人数 ０．０００９　 ５７．８０ ——— ——— １．４８　 ３２．８２

留学生
出国人数 ０．０９　 ６０．８４ ——— ——— １．５６　 １８．１９
学成回国 ０．０２　 ４８．０９ ——— ——— １．２３　 ２２．０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作者计算整理。

由表３的分析指标可以看出：４０年间，中国普通本专科、普通高中、中等职教、特殊教育、学前教育毕

业学生数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量分别为１８．４４万人、２．３８万人、１１．７７万人、０．１７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１０．２３％、０．３３％、６．６７％、８．３７％。相反，初中毕业生数、小学毕业生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增长量分别为

－７．５７万人、－１８．５１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４９％和－０．９７％。中国的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且增长

幅度较大，年均增长量４２．３８万人。同时，中国在校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出国留学人数和学成回国人数都

有较大幅度增长。４０年里中国毕业研究生年均增长率达３２．８２％，出国留学人数年均增长率１８．１９％，学

９李金华　４０年来中国的教育及其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成回国人数年均增长率２２．０９％。统计数据显示：截止２０１７年，中国拥有的高等学校数达２９１３所，博士

学位授予点４１８个，已累计授予博士学位７９万个、硕士学位７３８万个。２０１７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

７６１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３７７９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①达到４５．７％。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规

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正开始由精英教育向普及化方向转型。

１９８６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事业。１９９２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关于教育发展的两个战略目标：即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２００４年，中国 又 开 始 实 施“国 家 西 部 地 区‘两 基＇攻 坚 计 划”。经 过 近２０年 的 努 力，中 国 在

２０１１年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９８．７％的小学新生接受过学

前教育，２０１７年中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７９．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７３．７％的平均水平；至２０１７年，中国

拥有义务教育学校２１．９万所，在校学生１．４５亿人。现在，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９９．９１％，全

国初中阶段学生的毛入学率１０３．５％，高中阶段（１５—１７岁）的毛入学率为８８．３％；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９３．８％，基本实现了“两基”目标②。

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国政府又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这是指导全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内容涉及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职业教

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以及省级政府教育统筹

综合改革试点等１０个 方 面。经 过４０年 的 奋 斗，２０１７年 中 国 高 等 学 校（１８—２２岁）的 毛 入 学 率 已 达 到

４５．７０％。而此前的１９９０年高等学校入学率是３．４％，１９９５年高等学校入学率也仅为７．２％。２０１０年以

后，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取得重大进展，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达到９５％
和９０％，职业教育成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撑，由此也奠定了职业教育在中国高中

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截止２０１７年，中国已拥有１２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１４００多

个职教集团、５６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３６４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初步形成了生产教育协同

发展、学校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的教育格局。

此外，中国残疾少年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到９０％以上。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视、听、智三类残疾少

年儿童就读于普通学校和特教学校的学生为５７．９万人，全国拥有特殊教育学校２１０７所，前者是１９７８年

的１９倍，后者是１９７８年的７倍。特教学校和随班就读学生的支出已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人均公

用经费 基 准 定 额 已 达 到６０００元 以 上，是 普 通 学 生 的６～８倍。同 时，中 国 的 留 学 生 事 业 也 发 展 迅 速。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中国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９．６１万人；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各类出国人员共计２１４．９万人，中国

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２０１７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达到６０．８４万人，中国已在１４６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５２５所孔子学院和１１１３个孔子课堂。中国教育已走向世界，成为名符其实的教育大国。

三、教育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的发展资金主要源于国家的投资，而不可能来自学校自身创造的财

富。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促进经济发展为教育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撑。因此，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的

０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总第２７３期）

①

②

入学率，是指某年龄段人口中在校学生数与 该 年 龄 段 人 口 之 比。与 当 地 现 行 学 制 和 规 定 入 学 年 龄 相 对 应 的 那 部

分应入学的人口称为适龄人口，适龄人口中 的 在 校 生 所 占 比 例 为 适 龄 人 口 入 学 率。它 标 志 适 龄 人 口 中 相 对 应 的

教育普及程度。实际统计时，一般以学年初为统计的时间标准。其公式为：适龄人口入学率＝学年初适龄人口中

在校学生数／学年初适 龄 人 口 数，如 不 考 虑 在 校 学 生 的 年 龄，取 在 校 学 生 数 与 相 应 的 适 龄 人 口 之 比，则 为 毛 入

学率。

资料来源：《２０１７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
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１９＿３４３５０８．ｈｔｍｌ



基础性设施条件，而教育的发展也不能超出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水平。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是

与经济的发展相生相伴的，经济成果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反过来教育的成就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４０年

来，中国教育累计投 入３６．２６万 亿 元，其 中 财 政 性 教 育 经 费 累 计 投 入２７．８２万 亿 元，年 均 增 长１６．５％；

２０１７年中国教育投入总量达４．２６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３．４２万亿元，是１９７８年９４亿元的

４５３倍，年均增长１７．１％。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不足９．８元，２０１７年增加到３０００余元，增长３０６倍。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例到２０１７年已连续６年保持在４％以上。但是，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存在

明显的非均衡性，有些时期这种非均衡性还较严重。所以，在研究分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后，

有必要测度改革开放４０年间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
（一）教育资源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比照前文的研究思路，此处我们以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环比发展速度反映经济

发展状况，将其与同期的普通高校数环比发展速度、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环比发展速度、普通高中教师数

环比发展速度进行比较，以此测度经济与教育资源发展非均衡状况。依据《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可以整

理计算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环比发展速度、普通高校数环比发展速度、普通高校专

任教师数环比发展速度、普通高中教师数环比发展速度，据此绘制中国教育资源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

如下（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教育资源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

由图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４０年间中国经济一直有较好的发展速率，教育资源增长速率与经济发展

有较好的匹配度。但在几个阶段也存在发展的不均衡性。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间，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普

通高校专任教师的增长速率较高，个别年份高校教师的发展速率超过了经济发展速率，如１９８２年，高校教

师的增长率为１４．８％，而经济的增长速率为９％。但这段时期，普通高中教师的发展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发

展速度。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间，中国教育发 展 速 率 一 直 低 于 经 济 增 长 速 率，普 通 高 校 数、普 通 高 校 专 任 教 师

数、普通高中教师数的发展速度均低于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的３年间，中国普通高校机

构数均呈零增长，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三年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０．５０％、－０．０１％和－０．００７％，但三年

里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速率却是３．９％、９．３％和１４．２％，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从２００５年以后，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教育资源的发展速度，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不足。２０１２年，中国财政性教

育经费突破２万亿元，占ＧＤＰ比重首次超过４％，处于世界低收入国 家 财 政 教 育 经 费 投 入 的 基 本 标 准。

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突破４％后，短 期 财 政 教 育 经 费 占ＧＤＰ比 重 难 以 有 明 显 提 升，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一直维持在４％的水平，始终未能达到ＧＤＰ的增速，中国在基础

教育领域教育投资依然处于低水平阶段，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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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活动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继续运用同样的方法，以普通本专科招生数环比发展速度、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测度教育活动与经

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仍然依据《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可以整理计算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环比发展速度、普通本专科学生招收数环比发展速度、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环比发展速度，可绘制出

中国教育活动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如下（图２）。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教育活动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

由图２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２０年间，中国教育活动发展速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明显不同步，

本专科招收学生数、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的发展速率一直围绕ＧＤＰ的发展速率上下波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间，本专科招收学生数发展速度、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发展速度一直高于ＧＤＰ发展速度，而２００４年以后，

ＧＤＰ的发展速度则一直高于本专科招收学生数发展速度、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发展速度。改革开放的后２０
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对教育的投入却增速不快。分析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全国ＧＤＰ为８．９４万亿

元，国家 财 政 性 教 育 经 费 占 ＧＤＰ比 重 为２．８７％，处 于 世 界 低 收 入 国 家 财 政 教 育 经 费 投 入 的 基 本 标 准；

２００５年全国ＧＤＰ为１８．３１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２．８２％，未达到世界低收入国

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本标准，虽然国家在教育投入方面的总量在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

重也在增长，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却在下降；２０１０年中国ＧＤＰ为４０．１２万亿元，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为３．６６％，仍低于４％的水平。而且全国有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财政预

算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２０１６年，中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均财政预

算教育事业经费分别为０．９４万元、１．３４万元和１．２３万元，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前２０位国家２０１２年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为１．２９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８万元，美国１．５５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９．５万 元，中 国 与 创 新 国 家 的 差 距 明 显。教 育 活 动 与 经 济 发 展 也 存 在 明 显 的 不 均

衡性。
（三）教育成就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同样地，此处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环比发展速度、研究生招生数环比发展速度、留学生学成回国数

环比发展速度测度教育成就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运用同样的方法，依据《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８》，可

以整理计算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ＧＤＰ的环比发展速度、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环比发展速度、研究生招生

数的环比发展速度，留学生学成回国数环比发展速度，可绘制中国教育成就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如下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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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教育成就与经济非均衡发展测度图

　　由图３可以发现：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间，中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研究生招生、留学生学成回国数量增速

幅率基本上是围绕ＧＤＰ增速幅率上下波动，增速不同步。特别是留学生学成回国数量，起伏波动较大。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间，留学生学 成 回 国 数 出 现 负 增 长，发 展 速 度 分 别 为９９．４４％、６２．１８％、９７．４７％，而 同 期

ＧＤＰ的发展速度则为１１５．２％、１１３．４％、１０８．９％。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间，留学生学成回国数出现缺值。值得

注意的是，留 学 生 学 成 回 国 数 环 比 发 展 速 度 存 在２个 极 端 值，即１９８１年 环 比 发 展 速 度 达 到７０５．５６％，

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７７．９１％。

１９９６年以后，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研究生招生数、留学生学成回国数三个指标的平均发展速度基本

与ＧＤＰ发展速度同步，不过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的８年间，留学生学成回国数的增长率明显高于ＧＤＰ的增

长率。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留学海外的

中国学者回国利用所学为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人出国留学

深造，早先主要是“精英留学”，留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目标主要是攻读研究生。改革开放的后２０年，出国

留学群体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精英留学和大众化留学并存的局面。国家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如落户、购

置免税车、子女入学等，吸引学成人员回国创业。２０１７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经达到６０万人，同比增

长１１．１１％；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率达到８０％，同比增长１１．１９％。学成回国的增长之势显然得益于中国经

济发展状况。

研究生教育发展也是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改革开放时期，全球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所以，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建设

制造强国，必须大力培养高科技人才，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大批学术型人才和大批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４０年间，中国研究生教育整体上规模平缓扩张，增量显著减少。２０１７年，中国招收研究生８０．６１
万人，在校研究生２６３．９６万人，毕业研究生５７．８０万人，与前期相比均有增长。从与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上

看，１９７８至１９９５年间，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速率是不匹配的、非均衡的，而１９９６年以后研究生教育与

经济发展表现出了较好的一致性。

四、进一步的思考

前文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的教育有了重大发展，教育规模增大、教育结构优化，中国成为

全球教育大国。但中国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或不协调性，在不同时期这种非均衡性程度各

异。未来，中国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教育与经济可持续地协调发展；加快缩小地域经济差距，

推进教育公平、包容、均衡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先进的教育质量

３１李金华　４０年来中国的教育及其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标准体系，推进中国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
（一）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教育与经济可持续地协调发展

在现代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经济决定、制约教育，另一方面，经济和生产的

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经济发展表明国民经济规模扩大，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

展的重要目标是大力发展教育，人类要通过教育活动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开发智力来培养人才，提高劳动

者素质，改造劳动力，从而达到缩短社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实

践深刻说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是由社

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一定的教育水平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是发展教育必须遵循的客观规

律。因此，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构成的，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经济体系，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具备更高效益

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长速率，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平衡合理的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更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制，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更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阶段，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等正引领全球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服务、交通运输、通

信、传媒、金融等行业都带来了颠覆性、革命性的影响。但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对全球教育影响远远没有

达到应该达到的境界。因此，中国应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提升经济质

量，以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推动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同时，不同层级学校的结构、学校专业、学校

课程的设置要反映经济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变革，满足加速发展的科技与社会变革。
要利用现代教育推动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应用、推广和不断革新，要通过现代教育提高劳动

者受教育的程度与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扩大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发挥劳动者在生产和改革中的创造

性，促进人和资本的优化；要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实现教

育与经济可持续地协调发展。
（二）加快缩小地域经济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包容、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和向东部倾斜发展

的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差异的迅速扩大，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大领先西部。进入

２１世纪后，国家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自然

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东中西部地区之间、
南北之间、不同的经济板块之间，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异也导致了中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现在，中国东部地区基础教育资源较为充裕，但由于市场

化程度问题，基础教育成本过高；中部地区人口密度大，适龄儿童数量巨大，而基础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基

础教育资源依然存在较大缺口；西部地区由于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建设最为落

后的地区，在教育资源的占有、教育资源的质量上都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高等教育的资源布局

上，中国地域差异也相当大，分布很不均衡①。如“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分布继续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东部

地域集聚的“双一流”资源明显多于中西部，东部１１省市集中了全国高校总数的４３％，拥有“双一流”建设

高校总数占据全国高校总数的６３．５％；而西部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２５．５％和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

总数的２０．４％；中部地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只占全国高校总数的１８．２％。
适度的区域经济差距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如果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则会引发严重的经

济、社会、民族问题。因此，在教育领域要改变传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策

略，实现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整体上的均衡发展。要加大中西部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强中西部地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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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要出台一系列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政

策和举措，缩小教育在地域、城乡、校际和群体之间的差距，保证教育的地区公平、城乡公平。要借鉴“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的行动规划，启动实施若干教育均衡发展重大专项，如中西部地区协作招生专项行动、农村和

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行动、结对办学专项行动等重大专项活动，强力推动中国教育的均衡性发展。保证

每一名学生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保证每一学生决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在保证教育机会公平的

同时，也要保证教育过程公平、规划公平，要制定专门的补偿性的政策措施，缩小群体间的教育差距，保证

学生能充分地学习，获得更好的成长。
（三）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在，中国已建立起结构完整、层次多级的教育体系，特别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也基本形成。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不同的办学方向，不同的学校应有不同的特色。然而，中国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功利轻学术、重效率轻公平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均千篇一律地强调科

研立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体现不出特色和风格。
要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面向中国现代化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培养高质量的人

才。要改革高校发展现状，推动高校进行多元化的办学目标和方向的改革。必须强调大学的本质是教书

育人，教学是大学的第一要务，科研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前提条件，科研应为人才培养服务。人才培养

是服务社会、传承和创新文化的直接表现。要改革教育模式，强调具有特色的办学理念，针对不同层次的

学校确立不同的办学目标。要加大力度进行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探索优化教学模式，营造良好的教学改革

环境。要鼓励高校教师秉持先进的教学理念，支持其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践，实现教学改革有效成果和策

略的共同分享。
要依据新工业革命实践，面向制造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的需要建设教

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建立激励制度，在教师晋级、职称评定、继续深造、出国交流、社会荣誉等多

方面对于教学优秀的教师进行奖励；要提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促使教师明确自身的教学职责，树立正确

的教学观念，并将科学的知识有效传授给学生。要改革教师评价标准，强调教学业绩评价，建立向教学一

线教师倾斜的竞争机制。要支持教师革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模式，探索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科学理论、实
践能力融合发展的培养模式，推动跨专业、跨学科的交叉培养方式的实践。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长和实

际情况，改革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的联合育人，加强校际交流，增强教学

实践环节，增加学生第二校园的经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要建立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过程和

教学环节的质量控制，建立健全教学数据库，利用教育大数据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保证课程实施的质量，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要建立问责制和评估制，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质量进行全方位评估，确保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能充分适应新工业革命深度发展的需求，由此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
（四）加快构建先进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推进中国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

现阶段，中国的教育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们还没有确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社会大

众普遍存在单纯的、片面的、功利的教育质量观。前文所述的《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２０１８》显示，中国虽跻身世

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２０个经济体之列，但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排名并不理想。在这一榜单上，中国的教育得

分６３．９分，全球排名第１３位，其中预期受教育年限１３．５年，全球排名第７１位；学生教师比１３．５∶１，全球

排名第５７位；高等教育得分２０．４分，全球排名第９４位；高等教育入学率４８．４％，全球排名第５５位；高等

教育入境留学生占比０．３％，全球排名第９７位；研究和开发的得分５９．１分，全球排名第１７位；每百万人

口中全职研究人员１２０５．７人，全球排名第４７位；研发总支出在ＧＤＰ中的占比２．１％，全球排名第１４位。
整体上，中国小学净入学率、初中毛入学率，以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只是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的水平，中国教育发展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要建立全面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制定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学段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形成一

个标准健全、目标分层、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并在教育实践中切实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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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要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用科学可靠的标准和监测来保障全面教育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要努力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同时努力扩大社会教育投

入，尽快达到创新型大国的教育投入水平。
要依靠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教育中心和大经济板块的地域经济教育中心，促进学校、家

庭和社会教育体系的相互整合。要以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为基础，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精髓和现代科学技术

成果，以中国现代教育理念为主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先进的教育体系，不断扩大中国教育行为、教
育理念的国际影响力。要积极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参与制定世界教育质量标准，向世界输出优质教育资

源，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全球公共教育服务，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为全球教育

发展和制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推进中国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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