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人本型经

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

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

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

的制约因素。

要克服“物本位”，必须改变GDP在官员

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

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要克服

“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既要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

好地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近来出现一种把

“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

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予以澄清和纠正。

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负面清单—明确

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

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

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

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

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建立政府

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

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教育体制改革三十年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

之前出台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文

件一起，成为那个时期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在《决定》的指引下，30年来，中国教育面貌发

生了深刻变化，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改革

要求。今天，重温《决定》的重要思想，对于我

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决定》聚焦体制改革，激发教育活力

《决定》作为国家层面的改革文件，通篇

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适应了那个时期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在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思考的是，如何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合格人才。而要解

决人才问题，就必须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所以，

《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强调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

目的是要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这反映了当时领导人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推进

现代化建设的急切心理，也是对过去片面强调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纠偏，是在教

育方针上的重大突破，规定了未来一个时期中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当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

□ 单大圣

教 育 刍 议

20

群言2015－10indd.indd   20 2015/12/23   2:44:33 PM

DOI:10.16632/j.cnki.cn11-1005/d.2015.12.008



比，当时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落后的，存在

不少突出问题，包括教育不受重视，政府对教

育包得过多、统得过死，教育观念、教育方法落

后，教育结构不合理等。对此，《决定》作出了

一个重大判断，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

教育体制入手，系统地进行改革。把教育改革

集中到体制改革上，触及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根

本问题，体现了当时决策者对教育领域问题的

深刻洞察和推动教育改革的坚定决心，这一论

断至今看来仍然十分准确，切中要害，也让人

钦佩。

《决定》在部署教育体制改革时，集中

体现了“放”和“活”的思想，就是通过简政

放权，给教育松绑，给学校松绑，给各社会主

体松绑，目的是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

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激发教育活力，为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创造条件，具体举措

包括：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把发展基础教育的

责任交给地方，实行高等教育三级办学体制

和地方、部门联合办学机制；政府向社会放

权，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鼓励单

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加强政策引导，充

分调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行

业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用人单位以及校

长、教师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鼓励一部

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

帮助后进地区，共同提高。客观地讲，“放”

和“活”的改革思路在当时并不特殊，而是

社会经济改革的主导思路。一方面，政府包

得过多、统得过死导致微观主体活力不足，

不仅是教育事业的突出问题，也是计划经济

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共性问题，其主要弊端

是以行政化的形式管理事业，导致社会各个

主体的潜力和活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阻碍

了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穷国搞现代化建设，

光靠政府肯定不行，必须发挥各方面的积

极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当时

的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都体现了这一指

导思想。最值得肯定的是，《决定》将“放”

和“活”的改革进一步聚焦到“转变政府职

能、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上，深刻触及了教

育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探

索，教育理论界普遍认识到，政府职能的转

变对其他方面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牵引

作用，也是一直未能改革到位的问题，《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再次强调，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

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

立现代学校制度。因此不得不说，30年前的

《决定》对教育体制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

说它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一

点不为过。

教育事业面临更艰巨的改革任务

30年来，在《决定》的指引下，中国教育

事业快速发展，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

体系，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其中最了不

起的成就是在2011年全面实现了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的目标，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

快速发展，2014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0.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6.5%，预

计2020年将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正在逐步走向普及。普遍受到高中及以

上教育的新增劳动力正在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提

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多出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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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现。

然而，中国教育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

更高的改革要求。《决定》提出的“教育必须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仍然是一个需要长

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包括对教育数量、质

量和结构的要求，同时也是不断变化、不断

提升的要求。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关

键阶段，经济发展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

速增长，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能

不能避免经济增速停滞，能不能跨过“中等

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的

选择。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

对数连续三年净减少，在此情况下，要保持

一定的经济增速，依靠扩大劳动供给是不现

实的，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是要回

到《决定》提出的“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上。

但是，中国教育在“出好人才”方面做得并不

够好，主要是教育质量整体不高，学生素质

不够全面，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强，不仅

拔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较少，实用型人才

也很紧缺，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此外，中国在经济落后的国情下形成的非均

衡的教育发展模式逐步导致严重的教育不

公，不仅成为社会高度关切的民生问题，也

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利于形成规范的

市场机制，也不利于知识和技能在中低收入

群体中的扩散，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

升。所以，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和教育质量，已

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国

家现代化的紧迫需要。而且，随着教育普及

程度的提升和民生需求的升级，人们的关注

点逐渐从“有学上”转移到“上好学”，公平

的教育和高质量的教育也越来越成为人民群

众的强烈期盼，从而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同时，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人们逐渐认

识到教育从根本上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进而要求教育

改革从规模扩张、资源配置、行政管理等宏观

环节逐步深入到人才培养、课堂教学等微观

环节。最显著的标志是，1999年我国开始倡导

和推进素质教育，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拥护。但是在现实中，片面追求升

学率的应试教育仍然根深蒂固，日常教学还是

那种“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

只针对少数尖子学生教学的状态。至于在教

育教学环节，违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的行为普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

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始终用一把尺

子来衡量学生，进而在教育教学上采取同一

个标准、同一个模式、同一个速度来培养学

生，学生的禀赋差异和兴趣特长被忽略了，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等造成了学生成长

的扭曲，这是中国教育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好

的问题。

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再出发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教育正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与《决定》发布时的国情相

比，今天的中国，发展教育的条件更充分了，

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的任务就轻松了，因为

与30年前相比，教育改革的内涵更加丰富，

改革的系统性更强，也面临着更复杂的利益

关系调整。

在改革的目标上，要从教育数量增长、规

模扩张逐渐转移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

人才培养水平上来。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

人，与“怎么管理教育”、“怎么发展教育事业”

相比，“怎么培养人”是更本质的教育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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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把教育体制改革聚焦到人才培养上，是教

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必然选择。今后，衡量教

育改革成效的标准不再是大和小、多和少、强

和弱，而是看学生发展的状况和培养人才的质

量，紧紧抓住这一条，教育体制改革就不会迷

失方向。

在改革的路径上，要从问题导向的重点

改革转向全面改革、综合改革。从表面上看，

人才培养只是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微观问

题，其实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问题。在现实的教

育实践中，一些教育观念明明是正确的，但在

执行中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口头上讲素质教

育重要，行动上仍然是应试教育，这些知行不

统一的扭曲现象，都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

因此，以人才培养改革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

革，就是要逐步破除不符合人才培养要求、

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

广大学校和教师自觉遵循教育规律、自觉推

进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比方说，首先必须

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以及相关的招生体制，为

人才培养提供正确的导向。在此基础上，要

对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即学校进行改革，推

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让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同时，要深化办

学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激发各类

学校的活力。而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前提

是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必须推进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管理学

校的方式。可以看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从

内到外、层层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涉及教育

每一个环节，是一项全面、综合的改革，也是

紧密关联的系统改革，不管是考试招生、办

学体制还是管理体制改革，核心问题都是要

搞清楚“政府应当管什么”和“学校不许做什

么”，都要制定好政府的权力清单和学校的负

面清单，改革的关键环节仍然是“转变政府

职能、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这与30年前的

《决定》是一致的。当然，按照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要求，我们还要重视社会参与的作用。总

之，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主线应该是转变

政府职能，努力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

新型关系。

在改革的动力上，要将中央顶层推动与

激发学校改革活力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必然触及旧有的利益格局，不打破

本位主义的羁绊，改革就难以真正突破。在

这方面，尤其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推动，要学习

《决定》直面问题的改革精神。近年来，在教

育改革方面，还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就

是认为教育关系学生健康成长，任何教育改

革要十分慎重，不允许失败，这也成为一些地

区和学校不敢、不愿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比

如，一说起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就担心影响

公平公正；一谈到搞课堂教学改革，就担心教

学成绩滑坡。这些观点不仅在教育工作者中

普遍存在，在家长和社会公众那里也很有市

场。诚然，在过去的教育改革中，的确出现过

急功近利、简单粗放的情况，但除了特殊时期

的个别极端情况外，在教育改革方面并没有

出现过颠覆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不然

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事实上，目前教育改

革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方向偏了、节奏快了，而是

真正的改革太少了，教育改革者太少了，太需

要激发基层和学校的改革活力，只有改革成

为基层和学校的自觉，成为中国教育的常态，

教育体制改革才真正有希望。因此，对各类改

革探索，要多一些宽容，即使出现了暂时的困

难和挫折，也要先看一看，错了就纠正，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改革之路才会越走

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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