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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新中国 70 年关于教育本质的探索:
回顾与展望

　 　 　 姚金菊

摘　 要:　 教育本质是教育和教育法研究的基础,对其认识直接影响教育改革、立法和

决策。 文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和党代会报告相关关键文本进行梳理,分析研

究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在过去 70 年的演进和变化。 分析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经历了文化事业面向—经济面向—精

神文明的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面向—社会事业面向的过程;教育具有经济、政治、文化

等多重复合面向,任何对教育本质单一面向的认知都可能导致决策偏颇。 文章认为我

国当前从人民利益出发注重教育的社会面向、民生价值,未来要更加清晰地认识不同阶

段的教育所具有的主要面向不同:学前教育关系社会满意度,基础教育关系国民精神塑

造,职业教育关系科教兴国,高等教育关系科教创新,只有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教育本

质,才能更为精细科学地开展教育改革和立法决策。 要更加全面地认识教育的复合面

向,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面向、政治面向,继续重视教育的经验面向、文化面向和国际面

向,发挥教育对社会公平、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乃至国际交流等作用。
关键词:教育本质;宪法;党代会报告;复合面向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6-0001-10

收稿日期:2019-08-15
作者简介:姚金菊,女,河北唐山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北京教育法

治研究基地-北外基地)主任。 (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项目“中外教育法制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苏渭昌、雷克啸、张炳良主编:《中国教育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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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是教育法研究的起点和前提。 教育本质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 ①,也体现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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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和实践之中。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共同纲领》到 1982 年宪法 2018 年的最新修正案,从中共

八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都体现了对教育本质的探索。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和党代会报告中的文

本规定,梳理其对教育本质所进行的历史求索,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教育战略。
根据《辞海》解释,教育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是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为一切

社会所必需,又随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也对社会整体及其诸

多方面产生影响;教育还受制于个体的身心发展规律。①
 

这充分体现了教育所具有的复杂面向,也表明

理解教育本质,既要认识其个体面向,也要具有宏观视阈,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进行考察。 这恰

与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基本制度相对应,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在宪法制修实施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宪法文本结构、内容以及概念内涵都需要结合党代会报告才能深入了解。② 因

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和党代会报告无疑是研究教育本质最好的文本对象。 本文研究的宪法文本

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文本,包括 1949 年《共同纲领》、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和

1982 年宪法③及五个修正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代会报告是指自 1956 年到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到第十九次以来的共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分别为八大(1956 年)、九大(1969 年)、十大

(1973 年)、十一大(1977 年)、十二大(1982 年)、十三大(1987 年)、十四大(1992 年)、十五大(1997
年)、十六大(2002 年)、十七大(2007 年)、十八大(2012 年)和十九大(2017 年)。④

教育本质的考察不仅限于文本意义上的字面解释,还需要进行结构解释和历史解释。 在宪法文本

中,“从篇幅来看,总纲是最重要的内容。 虽然序言的篇幅居于中等地位,但它享有文本上的优先性。
从宪法所表达的意义看,序言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宣示,享有优先性;总纲所宣示的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国

策,居于中等意义;国家机构以及公民义务权利等的宣示则是党和国家认可的具体制度,文本的意义居

于最后”⑤。 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及位置的变化影响乃至决定了宪法中教育条款的内容及理解,体现了

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党代会报告也不例外。 考查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宪法和党代会报告,分析其中教

育及其关联条款出现的结构位置,能更深刻地理解教育本质。 总体来看,主要体现为四种倾向:一是作

为文化教育的教育,强调教育自身的相对独立;二是作为生产力的教育,强调教育作为生产力的性质及

其经济面向;三是作为精神文明的教育,强调教育的上层建筑性质及其政治面向;四是作为社会事业的

教育,强调教育的民生性质及其社会面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个阶段的划分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以及宪法和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关教育本质相关规定的变化,可
以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这 70 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业初创时期(1949-1953)。 代表性文本为《共同纲领》。 这一阶段教育作为文化教育政

策专章内容列入《共同纲领》,但并不存在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 其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具

体规定,探索成果体现在其后的五四宪法之中。
第二阶段探索前进时期(1954-1978)。 代表性文本为五四宪法、七八宪法和八大报告。 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召开体现了教育政策的连续性。 七五宪法在党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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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20 页。
 

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 年第 3 期。
 

下文中将分别简称为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
 

范晓春:《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限的演变历程》,《党史博览》2013 年第 08 期
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大、十大之后制定通过,教育政策变化明显;十一大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制定通过的七八宪法已经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埋下伏笔。 八大和十一大报告为解读宪法文本中的教育规定提供了基本遵循,回应

了教育与科技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这一阶段三部宪法都确定了受教育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包括科技现

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已经提出并在党代会报告和宪法中体现出来且持续至今,奠定了教育与科技

关系的基调。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 代表性文本为八二宪法、十二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 这一

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①,奏响改革开放序

曲;完成了现行八二宪法的制定及四次修正,召开了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的六次党代会,整个教育事业的

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关教育地位的表述也在不断变化。 十二大②提出中国共产党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
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在论述成就时继续将教育与科学

文化并列,并与知识分子一起表述。③ 十四大、十五大报告④提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

领,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⑤,目标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这一阶段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教育本质的面向开始有所转变。
第四阶段新时代阶段(2012-2019)。 代表性文本为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和十九大报告。 十八大以

来我国进入新时代,教育事业在内的各项改革不断推进,教育的新时代特征明显。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阶段首次将教育现代化作为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表现之一,⑥将教育提升为“党之大计、国之大计”。

二、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教育:教育、文化与政治

新中国教育的文化事业性质定位始自《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在总纲和政治军事经济等四章之

后、民族外交之前的第五章专门规定了文化教育政策,由此开启了文化教育二者并列、同步规定的先河,
教育的文化性质定位由此奠定,其后的党代会报告和四部宪法基本遵循了这一模式。

(一)宪法中教育的文化事业属性

《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⑦首先提出了“教育”本质的问题。 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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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http: / / www. people. com. cn / GB / shizheng / 252 / 5089 / 5103 / 5275 /
20010428 / 455035. 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1 日。

 

胡耀邦 1982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

 

十二大报告原文为: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正在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 党同
知识分子的关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社会力量相互间的团结状况,现在也比较
良好。

江泽民 1997 年 9 月 12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五大报告第四部分: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参见十八大报告第三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报告原文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
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
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因为“当时要制定一
部宪法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只能制定一部具有纲领性的比较原则概括的临时宪法”。 参见萧蔚云、魏定仁、宝音胡日雅克
琪编著:《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92 页。

 



41 至 49 条)共 9 条,在政治军事经济之后、民族外交政策之前,条文数量仅少于经济政策和总纲,彰显

了该领域的重要性。 该章依次规定了文化教育方针、国民公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方

法、教育任务、体育卫生和新闻出版等内容。 第 47 条规定了政府的教育任务①,涉及教育的不同阶

段———普及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涉及教育的不同内容———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涉
及“革命的政治教育”正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前身,政府的这些教育任务散见于其后宪法的总纲及基本权

利章节,部分内容并未能在五四宪法中延续,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则在总纲之中规定了部分内容。
五四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中专条规定受教育权,在科学文化创作权利中单独列举了教育,充分体现

了教育的重要性。 尽管《共同纲领》规定的政府的教育任务未在五四宪法中延续,但五四宪法开启了受

教育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并延续至今。 第 94 条第 1 款在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之后,接
着规定“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的国家义务是“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

关”;第 2 款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第 95 条规定也为教育的文化事业性质提

供了更好的证明,“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

励和帮助”,在逻辑上明确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属于文化事业。
七五宪法仅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②。 七八宪法在受教育权③之后,规定国家义务为“国家逐

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第 2 款改为“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 此外,教育方面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在总纲中增加了有关教育事项的专条表述④,明确了国家的

教育职能,并在总纲中将科技、教育和文化三者专列三条,这也是“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有一个文

化建设的高潮”⑤的明确体现。 其中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内容及位置调整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两个面

向———公民个体面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面向的基本制度。
八二宪法继承了五四宪法和七八宪法关于教育规定的模式,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规定受教育权、文

化活动权利,并在总纲中依次规定了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等内容,教育的文化事业性质明显。 在

受教育权利规定的同一款内仅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受教育权作为义务的面

向,同时删除了有关国家设立学校义务的表述,而将有关国家义务内容调整至总纲第 19 条,以专条规定

国家教育制度的内容;受教育权规定第 2 款则修改为“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

方面全面发展”。 总纲第 19 条则将国家教育职能扩展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履行教育职能,“国家发展

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二是国家直接履行教育职能的途径,包括“国家

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

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

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三是国家间接履行教育职能的途径,“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

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四是国家的语言职能也属于教育范畴,“国家

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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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共同纲领》第 47 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
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
要。

 

七五宪法第 27 条第 2 款。
 

七八宪法第 51 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
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七八宪法第 13 条。
 

叶剑英 1978 年 3 月 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
告》。

 



　 　 (二)党代会报告中教育的文化事业属性

我国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其具体任务中将文化教育并列,①“普通学校教育” “干部和

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等属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的内容,②体现了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面

向。 其后自八大到十九大报告,有关教育在文本中的位置也进一步体现了教育的文化性质。 八大提出

扫盲和扩大小学教育是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的途径;十二大专门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精神文明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包括教育事业,明确了教育的文化事

业属性;③十三大、十四大报告继续将教育归属于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范畴;④十五大报告“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六大报告中的“大力发展教

育和科学事业”⑤放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论述,突出教育的文化建设属性;十七大报告首

次提出教育属于社会建设范畴,⑥不再在文化事业中论述教育;新时代以来,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在改

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仍然首先讨论教育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目标,教育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部分的首要关切。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新时代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将教育提升到民生社会事业的高度并不意

味着教育脱离了文化事业的属性,而是更为关注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关系人的成长和社会发展,在
文化建设部分则强调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文艺和文化事业产业等内容。

三、作为物质基础的教育:教育、科技与经济

关于教育作为物质基础或者生产力的看法曾经存在过,这种看法虽然有其意义,但并不准确:与其

说教育是物质基础或生产力,毋宁说,教育对生产力或者经济基础具有促进作用。 教育具有促进生产力

的功能,但本身并非生产力。 教育是基础,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

科技创新发展,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但不能将教育等同于生产力、物质或者经

济基础本身,不能以教育的功能代替教育的本质。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与科技的关联体

现的。
(一)宪法文本中的教育、科技与经济

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简称。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共同纲领》第 43 条和 44 条将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分开论述并予以专条规定。 第 43 条提出了自然科学对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意义,“努

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可以说是后来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观念的雏形;
第 44 条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且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属于国家奖励的范围:“奖励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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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任务之一:“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
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材。”

 

参见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九章“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十二大报告原文: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
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

 

十三大报告原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 ……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
欣欣向荣。 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

十五大报告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与“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共同
构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①虽然也规定了“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②,但明显更重视自然科学。
五四宪法在明确列举的各项文化事业中,科学排在教育之前,体现了自近代以来国家对科学技术的

重视传统并且延续至今,也与《共同纲领》一脉相承。 七八宪法序言采用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各条战线”的表述,首次在宪法序言中确认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

表述,并未直接提及教育;总纲中首次专条规定科学技术工作,③其后才规定教育职能,体现了对科技的

高度重视。 对此,叶剑英专门指出,“宪法修改草案总纲把科学技术工作单独列为一条,反映了大力加

强科学技术工作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一定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加强科学研

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④。
 

八二宪法沿袭了七八宪法在总纲单独规定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做法,“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

意见,将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各自单列一条。 这比原来草案中合为一条,加重了分量,也充实了内

容”⑤。 但修改调整了教育和科学规定的顺序,⑥在教育条款之后才规定科学条款,⑦因为教育的发展

“不仅是整个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

的前提”⑧,作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础的教育在逻辑上理所当然应该是在科技之前。 第 20
条则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条规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更重视自然科学的嫌疑,也进一步明确了教育

与科技的关系,教育是基础,教育培养人才,有利于科技创新,但教育本身不是科技。 较之于七八宪法,
八二宪法对教育与科技的关系认识更为清晰深刻。

教育与经济的关联难以从宪法字面直接看出,但从宪法结构上可以发现踪迹。 《共同纲领》中文化

教育政策放在经济政策之后,这种模式也为后来的宪法文本所隐蔽地继承。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在
公民基本权利一章,受教育权利作为教育文化权利在社会经济权利之后;在总纲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

也总是在经济条款之后。 这实际上是对教育本质认知的一种体现,教育自身并非生产力,但教育对生产

力具有促进作用。
(二)党代会报告中的教育、科技与经济

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教育的经济面向经历了由弱到强再逐步回归正常的一个过程。 这可以从

教育在党代会报告中的位置变迁中看出。
八大报告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首次提到文化教育事业,指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具体内容来看文化教育事业还包括科学和艺术,但科技明显更受重视,“第

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

就”。 1957 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鉴于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

“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还考虑到文化本来属于意识

形态的范畴,20 世纪 60 年代年周恩来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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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共同纲领》第 43 条。
 

《共同纲领》第 44 条。
 

七八宪法第 12 条。
 

叶剑英 1978 年 3 月 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
告》。

彭真 1982 年 11 月 26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的报告》,参见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 页。

 

对此可以参见八二宪法第 19-22 条。
 

八二宪法第 19 条规定了教育,第 20 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
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彭真 1982 年 11 月 26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的报告》,参见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 页。

 



关键①。 文革时期总体上文化教育都处于停滞状态,但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

引发了有关教育和科技关系的讨论,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科技成就是在之前教育基础上取得的,并不能因

此否认教育与科技的联系,但争议本身再次凸显了教育与科技短期的可能分离。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并未专门对科学教育工作进行具体论述,只是在经济建设部分从实现现代化

的角度提出要大力加强科学和教育工作。② 十二大报告尽管在精神文明建设部分明确了教育的文化事

业属性,但在此前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部分已经多次提到教育和科学问题,指出教育和

科学问题作为基本环节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③,且仍然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

化”,较之于教育更强调科技;十三大报告仍然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强调“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

业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

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 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技进

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从而确定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但科技仍然在教育之前;④十五大仍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部分”强调“深化科技

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但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发

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且教育在科学之前,教育的文化事业属性逐渐突出,同时提出

“积极发展社会科学”。 十六大报告仍然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强调科技对经济的重要意义,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但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强调“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

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且明确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并重”。 十七大报告在经济建设部分和文化建设部分都不再提及教育,淡化了与科技联系密切

的功利主义价值,也未强调教育的精神文明价值,而是新增了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的“加快推进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版块,并将教育作为其首要内容,开始关注教育所具有的民生社会事业性

质,在文化部分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建设内容。
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版块后增加了生态文明版块,继续“在改善民生

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将教育放在首位,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部分继续将教育放在首位,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

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个体关切、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等

不同维度出发,突出为何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这意味着对教育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更

大范围内打破教育的功利主义价值,高度明确地肯定了教育的社会事业性质,承认更多面向的教育,教
育的经济面向逐渐让位于教育的社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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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 1957 年 2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
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见薛培松:《四个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4 年第 4
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
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
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十二大报告第二部分两次提出,“通观全局,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
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 “总之,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
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把这些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较快增
长,带动整个工业和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十四大报告第二部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第四个任务“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
知识分子的作用”,仍然首先强调科技。

 



四、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教育、思想建设与精神文明

教育文化事业一直具有精神文明的属性,但对教育的精神文明属性的认识及其重视程度也经历了

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一)宪法中的精神文明

八二宪法之前,文明概念并未出现在新中国宪法之中,从《共同纲领》到七八宪法,出现的都只是文

化概念①,文化被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七五宪法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其后列举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表明

了当时对教育的认识是将其归之于上层建筑的范畴。② 七八宪法在总纲规定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了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但并未提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随着有关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性质讨论的进行,③八二宪法虽未明确将教育归属于上层建筑,但教育

的思想政治层面及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逐渐显现,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任务,具体

规定了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对公民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的

要求。④ 总纲专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

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

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教育

内容体现的精神文明性质和政治面向清晰。 2018 年八二宪法最新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表述,很多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都需要经由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进行。
(二)党代会报告中的精神文明

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
是根本任务;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存亡兴衰的大事”,如果“不切实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有断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精神文明

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首先论及文化建设,教育属于文化建设范畴,但“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

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在广大人民群众

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等等。 思想建设的途径就

是教育,教育的内容是思想政治,目的旨在塑造国民道德,培育民族精神。 正是党代会报告中的这一内

容,构成了理解八二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十三大报告虽然也在指导方针中提及精神文明,但并未

专门予以论述。 十四大报告则在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教育科技作为任务之一后,提出“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也是任务之一,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

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

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
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

观”。 十五大报告明确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致,提出“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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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有诸多论述,可以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七五宪法第 12 条。
 

对此可以参见陈桂生:《关于教育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问题———唯物主义教育历史观的探求》,《教育发展研究》
2018 年第 8 期。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7-68 页。
 



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十分重视青少

年思想道德建设”。 其后才提及发展教育科学事业。 十六大报告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之

二“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及了培育民族精神进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必

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

程”;之三“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之四才是教育科学

事业问题。 这也是对八二宪法总纲精神文明规定的深入阐释。 十七大报告则将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

并列,将教育列入社会事业,文化建设之后则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教育;在“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部分首次提出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建设、中华文化精神家园建设

等内容。
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十七大报告的模式,但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内容,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丰富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关论述明显更加清晰自信。 十九大报告则首次在党代

会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自信,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包括“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深刻显示了文化自信。 这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宪法文本中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而教育,正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结语:具有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复合面向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教育本质的探索,种种探索都在不同时期的宪法文本及党代会报

告中留下痕迹。 梳理其间教育本质的论述,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任何对教育本质单一面向

的判断都会有失偏颇。 教育本质的不断探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探索的缩影。 教育

首先是教育自身,具有知识文化事业的本质属性,但教育客观上对个体发展和国家经济都具有促进作

用,具有经济面向的功能;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教育的社会事业面向更为突出,不再限于过去教育

对经济发展的功利性价值,教育对社会公平、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乃至国际交流的作用也得到重视,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感更为突出,教育的社会意义更加凸显。
 

1993 年宪法修正案序言部分将八二宪法的建设目标由“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修改为“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富强”作为建设目标。 2004 年宪法

修正案序言部分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目标成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8 年宪法修

正案将序言中建设目标进一步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历次

建设目标的变迁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对经济的促进发展实现国家富强,还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

维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塑造,对人民群众的社会满意度乃至于生态文明的共识形成,教育

都不可或缺。 任何对教育本质单一面向的认识都会妨碍建设目标的实现,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坚持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战略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历程中,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在新时代达到了新高度,未来要更加清晰地认识

不同阶段的教育所具有的主要面向:学前教育关系社会满意度,基础教育关系国民精神塑造,职业教育

关系科教兴国,高等教育关系科教创新。 每一阶段的教育都具有不同的主要面向,但也具有相应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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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面向,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面向,也正因此,才更需明确教育的基

础地位,更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也才需要专门提出教育现代化,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对教育社会事业属性的日益重视,党代会报告中对教育之于科技创新的价值强

调有所削弱,对教育之于个体精神发展、民族精神塑造所具有极大价值尚未充分挖掘,对教育之于国际

交流的人文价值重视不足。 因此,未来在重视教育个体面向、社会事业面向、国内面向的同时,要全面认

识教育的复合面向,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面向、政治面向,继续重视教育的经济面向、文化面向和国际面

向。 要注重发展高等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充分发挥教育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的促进作

用,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发挥教育的思想政治功能,坚定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发挥榜

样示范作用,加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发挥教育的凝聚民族精神和形成国家共识的作用,“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应该也能够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做出特殊贡献,最终充分体现“教育决定着人类未来”①这一多面向的教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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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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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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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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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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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education
 

also
 

directly
 

affects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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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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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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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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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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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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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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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
 

that:
 

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a
 

deepening
 

process,
 

during
 

which
 

education
 

is
 

gradually
 

understood
 

from
 

cultural,
 

economic,
 

cultural-ethical
 

construction,
 

political
 

to
 

social
 

perspective. 2)Education
 

is
 

a
 

multifaceted
 

concept
 

that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combined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etc.
 

Any
 

single-perspective-oriented
 

understanding
 

about
 

nature
 

of
 

education
 

can
 

lead
 

to
 

biased
 

decisions.
 

Currently,
 

China
 

focuses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education
 

and
 

its
 

value
 

to
 

people’s
 

livelihood
 

due
 

to
 

its
 

priority
 

on
 

people’ s
 

interests.
 

However,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educ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
 

and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riginal
 

nature
 

should
 

be
 

shouldn ' t
 

be
 

neglected.
 

It’ 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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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when
 

carrying
 

out
 

education
 

reform,
 

legislating
 

and
 

rul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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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