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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硕果累累
“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 12日在京举

行，本报记者采访了报告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问：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十二

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总体情况怎样？

答：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不
断加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动
了创新驱动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教育普及程
度大幅提高，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
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15.83%，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加快推进。

二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高。职业院校每
年输送近 1000 万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培训达上亿人次。
普通本科高校累计输送近 2000 万专业人才，牵头承担了
一大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工程项目，产出了一大
批重大科研和科技转化成果。近五年，高校专利申请数年
均增长 20%左右，提交政策咨询报告 4万多份。

三是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在经合组织（OECD）开展
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中，上海学生成绩连续两次
均获第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2013 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
盛顿协议》的签约成员，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
认可。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首届世界语言大会、首
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等重要
国际会议在我国成功举办，表明中国教育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国际影响。

问：加快教育普及是扩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的前提

和基础。“十二五”以来，我国教育普及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努
力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受教育
的权利。学前教育入园率大幅提高，2014年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 70.5%，比 2009 年提高 19.6 个百分点，提
前 6年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 2020年 70%目标，“入园
难”得到缓解。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有效巩固，小学净入学
率达到 99.8%、初中毛入学率达到 103.5%，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 92.6%，比 2009 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高中阶
段教育入学机会进一步扩大，毛入学率达到 86.5%，比
2009 年提高 7.3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逐步提
升，毛入学率达到 37.5%，比 2009 年提高 13.3 个百分点。
继续教育参与人次快速增长，上千万老年人通过老年大
学、远程教育等形式继续学习，各类人员参与社区教育等
各类学习活动达上亿人次。

问：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国家把促进教

育公平作为一项基本教育政策。“十二五”时期，在教育公

平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针对教育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加大政策、
资金、项目等倾斜扶持力度，努力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
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一是切实办好农村教育，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施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等工程，改善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和教学点办学条件。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惠及 3200 多万
学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人数，自 2012 年起实
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等专项计划，2015 年共招
收 7.5万名学生，比上年增长了 10.5%。

二是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能力，进一步缩小区域差
距。提高中西部省份高考录取率，扩大“支援中西部地区
招生协作计划”规模，“十二五”期间累计安排招生计划 90
万。据初步统计，2015 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距从 2010 年的 15.3 个百分点缩小至 5 个百分点
以内。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央财政投入 160
亿元，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中西部高校综
合实力。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水平，2014年
少 数 民 族 在 校 学 生 达 到 2501 万 人 ，比 2009 年 增 长
11.5%。

三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缩小校际
差距。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法律规定，推行学
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合理划定招生范围，实行阳光
招生，将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2014
年，19 个重点大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公办小学
就近入学比例达到 97.9%，公办初中达到 95.4%。目前，全
国已有 918个县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认定。

四是加大对特殊群体扶持力度，进一步缩小群体差
距。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面覆盖从学前教
育到研究生教育。2014 年，全国共资助各级各类学生
8500 多万人次，比 2009 年增长 31%；资助总额超过 1400
亿元，是 2009 年的两倍。五年来，全国各类资助资金累计
达 6300 亿元。扩大残疾人受教育机会，基本实现 30 万人
口以上且残疾儿童较多的县都有 1 所独立设置的特殊教
育学校。着力解决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义务
教育学校共接纳随迁子女 1294.7 万人，80%在公办学校
就读，10%由政府购买学位在民办学校就读。2015 年，29
个省（区、市）近 8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
了高考。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初步建立。

问：教育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十二五”

以来，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努力提供更加
丰富的优质教育。

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2015 年高校学生思想
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显示，高校学生衷心拥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认同党中央治国理政大政方针，
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

加强实践育人，实施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
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建设 150 个示范性中小学
综合实践基地和 833 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在全
国高校学生中深入开展“三下乡”、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
活动，每年有超过 200 万名大学生参加。深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00 多所部
属高校和 700 多所地方高校参与，资助 8 万多个项目，参
与学生近 22 万人。2015 年，大学生创业及参与创业达
42.3万人，比上年增长 6.8%。

重视劳动教育，切实改进学校美育，进一步加强学校

体育。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滑趋
势得到遏制，学生的速度、柔韧、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指
标稳中向好。

问：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教育结

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十二五”时期，教育结构调整重点

做了哪些事？

答：坚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民办教育和
公办教育共同发展、高校分类发展，努力完善更加合理的
教育结构。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出系统设计。中职就业率
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高职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达
90%，对口率达 76%。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更多孩子
圆了大学梦，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获得改变个人和家
庭命运的机会。

二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2014年，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5.5 万所，比 2009 年增加近 5 万所；在校生 4301.9 万人，
比 2009 年增加 1236.5 万人。民办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拓
宽了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增加了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更
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三是积极推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加快建设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效显著，我国高校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明显提升。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培养应用
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类型增加到 40 个，
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专业学位招
生占研究生招生总数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14.1%提高到
2014年的 43.5%。

问：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期

间，教育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针对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顶层设
计与基层探索有机互动，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努力激发教
育发展活力。

一是全面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14 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促进公
平、科学选才”为导向，全面启动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
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上海、浙江启动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减少和规范高
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地
方性加分项目减少 63%，13 个省份取消所有地方性加分
项目，大部分省份普遍降低分值。推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填
报志愿，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学生选择机会。自
主招生选拔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不得采用联考
方式。

二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迈出关键步伐。坚持和完善
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党委与行政议
事决策制度和协调运行机制。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充分发
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方面的作用。推进校内民主管
理，切实保障教职工民主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加强高校理
事会建设，完善多方参与学校治理平台。加强中小学家长
委员会建设，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已建立家长委员会。

三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力有序推进。先后取消下
放了 21 项教育行政审批事项，评审评估评价事项减少三
分之一。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推动省级政府落实城乡
教育协调发展、保障教育投入等方面的职责。强化国家教
育督导，国务院出台教育督导条例，成立教育督导委员
会。建立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目前超过 99%的中小学
校实现了挂牌督导。实行日常督导和专项督导相结合，开
展学校安全、重大突发事件等专项督导。发挥信息公开监
督功能，建立覆盖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中小学的信息公
开制度。

四是积极稳妥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出国留学与
学 成 归 国 同 步 扩 大 ，2014 年 我 国 当 年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45.98 万人，比 2009 年增加了 100.54%；各类留学回国人
员 36.48 万人，比 2009 年增加了 236.84%。来华留学与攻
读学位同步增长，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我国正成为新兴留
学目的地国。2014 年共有来自 20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7.7
万名学生在华学习，比 2009 年增加了 58.3%。来华留学中
的学历生比例稳步提高，2014 年达到 43.6%。“引进来”与

“走出去”同步提高，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资源持续增多，
五年新设 4 所中外合作大学，新增 643 个本科及以上层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海外办学迈出实质性步伐，已
有 4 所机构、98 个项目在境外落地，在 132 个国家设立了
478所孔子学院和 884个孔子课堂。

五是依法治教迈出重要步伐。全国所有高校全面启

动章程制定工作，112 所“985”和“211”高校已全部完成。
中小学章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地方已率先实现“一
校一章程”。研究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完善中小学
法治知识课程设计。

问：教育是民生之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提高教育

保障水平，5年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教育投入、推进教育
信息化为重点，努力构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保障
体系。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改革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5 年来，切实加强师德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涌现
了张丽莉、叶志平、侯伯宇等一大批优秀教师典型，展现
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5 年来，共招聘农村特岗
教师 31.7 万名，为中西部 3 万多所农村学校补充新生力
量，3 年期满留任比例超过 90%。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国家级培训，培训教师 700 多万人次，全面覆盖中西部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今年 9 月，在全国全面推开中
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行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在中小学设置正高级岗位。启动实施“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从 2013 年
起，对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
师给予生活补助，惠及近 95万名教师。

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物质基础。2012年，我国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2.2 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例达到 4.28%，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很大的一件事。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突破 3 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 2.4万亿元，比 2009年翻了一番。

教育信息化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
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学校互联网覆盖率达
95.7%、农村学校达 79%。数字教育设备和资源覆盖全国
全部 6.4 万个教学点，偏远农村地区的 400 多万孩子由此
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加大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力度，全
国 31%的中小学建有校本资源，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覆盖 19 个高职专业大类，高等教育上线 931 门视频公开
课、2695 门精品资源共享课。加快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
全国 51.4 万所学校实现“一校一码”，中小学生基本实现

“一人一号”。全国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开
通运行，为学生资助、转学、经费核拨等提供了便利，提高
了教育管理服务水平。 文/本报记者 佘 颖

近年来，四川泸州市纳溪区探索农村“天人共育·四育合一”教育改革模式，以“四育合一”特色素质教育为抓手，整合

家庭、学校、社会和自然等方面的资源，通过非传统课堂教学让学生走进自然、释放天性、培养兴趣，让每个学生找到成长

的自信。图为 10月 9日，学生在纳溪区合面镇综合教育实践基地学习泥塑。 杨 涛摄（新华社发）

10 月 12 日，料器民间艺术大师刘星（右二）在潘家园旧

货市场文化展厅教小学生制作料器。当日，北京市课外活

动“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活

动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把俱乐部教学

模式引入素质教育实践中，以提升教育质量。图为 10 月 12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绘画俱乐部的学

生展示他们创作的脸谱。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