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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与教育改革专题研究】

论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廖 其 发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这场 改 革 分

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酝酿和初步试点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全面实施和 深 入 推 进 阶 段（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平

稳开展与转型阶段（２００１年至今）。４０年来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 绩：人 们 的 农

村教育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农 村 教 育 战 略 地 位 有 所 落 实；农 村“两 基”目 标 基 本 实 现；农 村 教 育 结 构

有所变化，初步实现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成 人 教 育 的 共 同 发 展；提 高 了 农 民 的 科 学 文 化 水 平 与 技 术 素 质；促

进了农科教或经科教一定程度的结合与协调发展；提升 了 农 村 教 育 直 接 服 务“三 农”或“科 教 兴 农”的 能 力 及

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４０年来的农村教育综 合 改 革 也 留 下 了 一 些 经 验 教 训：提 高 人 们 的 思 想 认 识 是

农村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是农村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兼顾各方教

育需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农村教育 必 须 坚 持 的 办 学 方 向；综 合 改 革 与 单 项 改 革 相 统 一、城 乡 教 育 综 合 改

革相统筹应该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常态；三 教 统 筹、共 同 发 展 是 农 村 教 育 与 农 村 社 会 健 康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适

切的“农科教结合”或“经科教结合”是农村教育与社 会 健 康 发 展 的 必 然 选 择；完 善 相 关 体 制 与 机 制 是 农 村 教

育健康发展的保障；扎实实验、稳步推进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农村教育改革 的

基本原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农村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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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进 行 了 一 场 持 续 时 间 较

长、规模较大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这场改革取

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也有一些需

要汲取的教训。

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内涵与特点

要研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相关问题，需要

明确“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内涵与特点。
（一）农村

“农村”一般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

居的地方”［１］（Ｐ１００４），有狭义、中义与广义 之 别。狭 义

的农村是指县城、镇区以下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乡村”。中义的农村是指镇区及

其以下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广义的“农村”是一

个范围更广的区域概念，是指有农业人口和涉农产

业的县（区、市、旗、林区）所辖的包括县城在内的所

有地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所说的“农村”是广义的，但关注的侧重点是狭义的

农村及中义的农村，特别是乡村人群的发展和乡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学术界依视角的不尽相同，对“农村教育综合改

革”内涵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从反映当时有关部

门的主导思想和当时开展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
主要特点这一角度来说，下述界定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所谓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就是在政府统筹领导

下，按照“两个必须”的要求，在教育外部使教育与科

技、农业等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教育内部通过对农

村教育的办学方向、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
教育管理、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改革，
进一步发挥出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作用，使农村教育走上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道路。”［２，３］这一定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接领导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相关领导和相关专家所做的界

定，代表了当时领导层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最权

威的理解或界定。
（三）“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主要特点

根据上述关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权威界定



和中央及有部门所制定的相关文件的规定，这一时

期开展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１．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或为“三农”服务的作用为指导思想或主要目的。

２．重视对农村教育内外部各要素的综合性的配

套改革或整体改革。所谓“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有时

又称为“农村教育整体改革”，是与农村教育“单项改

革”相对应 的 一 个 概 念，是 在 一 定 理 论 观 念 的 指 导

下，对农村教育内外部各相关要素进行比较全面的

改革，并将相关的农村教育单项改革整合为有内在

有机联系的成体系的或系统的、全方位的改革，从而

使各要素的改革形成合力，整体推进农村教育按上

述目的顺利发展。

３．以“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等改革为重点。
根据原国家教委１９９０年７月９日印发的《全国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工作指导纲要（试行）》的相关规

定，当时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以“端正教育思想，改

革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
坚持三教（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实

行农科教结合”和“实施燎原计划”为主要的改革任

务或主要的改革内容［４，５］。其中，“三教统筹”“农科

教结合”又是这一时期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核

心内容，其他改革与此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本文所研究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属于农村教

育改革范畴，但不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全部，主要是指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名义下所进行

的农村教育改革。

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发展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酝酿和初步试点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

开始进行了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相关的改革，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了全国性的“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

１．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决定将社会发展的重心转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农村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经济发展非常需要农村教育为其提供人力

资源或智力资源的支持。但当时农村教育面临结构

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质量偏低、农村学生缺

乏生产技术知识及相关的思想准备等问题，使得农

村教育不能为社会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提

供有效的支持。据统计，１９７８年我国高级中等学校

在校生总数为１　６８０．２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

人数为１　５５３．０８万 人，占 总 数 的９２．４４％，中 等 师

范、中等技术 学 校、技 工 学 校 等 中 职 中 专 在 校 生 共

１２７．１万人，占总数的７．５６％［６］（Ｐ４９）。这说明当时高

中阶段教育的结构十分单一，普通高中的比例过大。
当时９０％以上 的 普 通 高 中 生 出 校 门 后 将 直 接 进 入

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但他们学的几乎都是普通文

化知识，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生产知识与技术。特别

是对农村学生来说，很少有与农村生产和生活相关

的实践经验及相关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难以适

应农村生产生活对于他们的要求。要解决这方面的

问题，必须对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进

行全面的改革。

２．中央领导的相关思想与中央的相关规定促成

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出现

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２日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召开的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

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学校教育

必须改变“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状况，“应该考虑

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
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等［７］（Ｐ６０－６３）。在

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指导下，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决定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与内容，提高教育质量，提
高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农

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迫
切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农村工作

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要极大地提高广大农民首

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要切实地

加强技术推广工作”。同时强调需要对县域内的各级

干部、技术人员、知识青年加强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思

想文化和 技 术 水 平［７］（Ｐ７０５－７０６）。这 些 规 定，促 进 了 当

时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成人文化技术教育的开展。

１９８３年５月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发 布 的《关 于 加

强和改革农村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农村学

校的主要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

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

适应广大农 民 发 展 生 产、劳 动 致 富、渴 求 人 才 的 要

求，一定要引导广大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学好

知识和本领。”［８］（Ｐ９８９）这些规定体现了农村教育要为

农村、农民、农业服务的思想。

１９８５年５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要

·３２·



造就数以亿 计 的 工 业、农 业、商 业 等 各 行 各 业 有 文

化、懂技术、业 务 熟 练 的 劳 动 者。”［８］（Ｐ９９２）与 此 相 应，
这一文件对如何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做了多方面的

规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当时中国

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当时加强农村教育为农

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力度和相关体制的改革起了重

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央的上述思想与相关规定，是当时和

此后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得以发生发展的思想根

源、政策依据与努力的方向。

３．当时开展的各种相关的农村教育改革和科技

推广活动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拉开了序幕

在中央的上述思想与政策的指导下，当时农村

开展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活动及与此相关的

科技推广活动。

１９７８年４月召 开 的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决 定 扩

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
以改革中等教育的结构单一发展、教育事业与国民

经济发展不相适当的状况。会后，一些省市开始采

取将普通中学改办为农业中学或职业高中等措施来

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以改革中等教育的

结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

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进一步全面

推进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对广义

农村教育有重大影响，也是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

重要内容之一。

１９８５年５月，国 家 科 委 向 国 务 院 提 交 了“关 于

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 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

示，提出围绕农副产品加工、农村资源综合利用和农

村特色产业等领域，集成配套并推广一批先进适用

技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其中

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意为

科技的星星之火，必将燃遍中国农村大地，因而将这

一工作誉 名 为“星 火 计 划”。１９８６年 初，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批准实施这项计划。“星火计划”的实施，需

要农村教育的支持并进行相应的改革。

１９８７年３月，农牧渔业部和财政部共同制定和

开始组织实施“丰收计划”。试图把国内外当时所掌

握的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和农机等各业的先

进实用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综合应用到大面积、大

范围的生产中去，以达到稳产、高产、低消耗、高效益

的目的。这一计划的实施，也需要教育领域的配合

和相应的改革。
与此同时，当时部分省市为增强农村教育为农

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在全国率先探索农村教

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教育经费体制改革、学制改革、
课程与教学内容改革及统筹三教、农科教结合等方

面的综合性的改革，涌现出一批农村教育改革的先

进典型。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地方所推行的农村教

育综合改革。
教育结构的初步改革、大规模的农业科技推广

活动和各地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助推了全

国范围内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产生并为其积累

了先期的经验。

４．“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标志

着全国性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正式启动

１９８７年初，在借鉴各地农村教育改革经验的基

础上，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提出了在全

国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设想。１９８７年２月，原

国家教委与河北省政府商定，决定在河北省阳原、顺
平、青龙三县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以取

得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经验。同

年２月到９月，先后在河北涿州、保定召开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工作会议，在辽宁省海城市召开了

“农村教 育 改 革 座 谈 会”，１２月 在 山 东 平 度 召 开 了

“教育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些会议

总结了经验，研讨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出现的相

关问题，推进 了 相 关 工 作。１９８８年５月，国 务 院 批

准实施由国家教委提出的旨在为“星火计划”“丰收

计划”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推进农村教育改革的“燎

原计划”，这一计划于当年８月正式部署实施。
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推行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的开始及“燎原计划”的实施，是全国性的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正式启动的标志。
（二）全面实施和深入推进阶段（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各种

手段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全

面开展，使“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了一个蓬勃发

展的阶段。其主要举措如下：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在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０年期间，中央积极支持“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活动的开展。在一些重要文件如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９３年２月发布的《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 要》与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于１９９９年６
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等重要文件中，都明确强调要积极推进或全面

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２．成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领导机构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原国家教委牵头成立了“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有国家教委、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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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科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河北省、北京农业

大学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其下设办公

室。其职责是负责制定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或整体改

革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相关规划，部署和协调各

方面力量参 与、支 持 农 村 教 育 综 合 改 革 的 实 施，指

导、检查、监督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协调和领导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农科教结合”，１９８９年８
月，由农业部牵头成立了“全国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

小组”，成员有农业部、计委、教委、科委、财政部、林

业部、人事部、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农业银行等九个

成员单位的相关领导，后来加入了水利部的相关领

导。到１９９３年，全国有２４个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和

７个计划单列市成立了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 组，
相关的实验县也建立了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
上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对领导和推动“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及其中的“农科教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３．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和联系点、示

范区，实施“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３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在

全国建立“百县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通知》，
决定将实施“燎原计划”的１１５个县设立为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通过实验区的实验和示范来推动

全国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据原教育部教育综合改

革办公室的同志于１９９８年提供的数据，到１９９３年，
国家级实验县达１１６个，省级试验县达５４０个，示范

乡７　０５６个，这些示范乡分布在１　５５３个县［９］。这些

实验区或试验区的建立及工作的开展，对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起到了示范和推进作用。

１９９４年６月８日，原 国 家 教 委 发 出《关 于 建 立

全国地区（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联系点的通知》，决
定在全国２２个省、５个自治区和新疆 建 设 兵 团、林

业部建立２９个地区（市）级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联系

点，以便积累在地区（市）级范围内进行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的经验。这些联系点覆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实验县１２８个，示 范 乡１　２５３个。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０
日，国家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还确定了６个地

（市）级“农科教结合”示范区，５个地（市）级“农科教

结合”联系点。据原教育部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的

同志于１９９８年提供的数据，当时开展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的县（市）近千个［９］。受其影响，其他县也在开

展相关的改革活动。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原国家教委办公厅根据教委的统一

部署，下发了《关于实施“燎原计划百、千、万工程”的意

见》，决定在全国上千个乡、上万个村推广上百项农村

实用技术。据原教育部城市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

室的同志于１９９９年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实施燎原计

划的示范乡有八千多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１５％，分布

在１　６００多个县，约占全国总县数的６０％［１０］。
可以说，当时实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和相

关的农村实用技术推广工作的地域十分广阔，规模

十分庞大。

４．制定和发布了若干指导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

专门文件

除了在确定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联系点、
示范区时有 专 门 文 件 对 相 关 工 作 进 行 规 范 和 指 导

外。这一时期，国家有关部门还发布了一些专门文

件来指导当时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及其中的农科教

结合工作。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０日，农 业 部、国 家 科 委、原 国 家

教委、林业部、中国农业银行下发了《关于农科教结

合，共同推进 农 村、林 区 人 才 开 发 与 技 术 进 步 的 决

定》，对农村与林区三教统筹、建立和完善成人教育

体系、中小学学生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乡镇与林区企

业职工和干部的岗位与技术培训、统筹培训任务与

组织领导等农科教结合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

规定，这对指导当时农村与林区推进农科教结合工

作起了重要作用［４］（Ｐ２８７７－２８７８）。

１９９０年７月９日，原 国 家 教 委 下 发 了《全 国 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工作指导纲要（试行）》，对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目标与任务、措施

条件、领导和评估等方面的问题做了３０条纲要性的

规定和阐述。这些规定涉及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

主要方面，如对各类实验县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农
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德育、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扫盲、教材、农科教

结合、办学体制、教育科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教育

经费的筹措、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基本建设、劳动人

事制度、绿色证书制度及师范教育与农业教育如何

支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等各相关方面的问题做了比

较全面的论述和比较具体的规定［４］（Ｐ３００３－３００６）。这些

论述和规定，对于指导规范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起到

了重要作用。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２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实施

农科教结合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该《通知》
指出：“实行农科教结合，即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使
农、科、教各有关方面形成强大合力，以促进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为动力，以
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培训

为基础，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认为实施

“农科教结合”，可以改变农村经济、科技、教育相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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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状况。强调农村的发展要依靠科技和教育，坚持

教育部门与农业、科技等部门密切合作的体制，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

务，逐步形成农业、科技、教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

良性运行机制。该《通知》还对“农科教结合”相关的

各种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 和 规 定［４］（Ｐ３２７７－３２７９）。这 些

论述和规定，对于农村开展以“农科教结合”为核心内

容的教育综合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４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深入

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该文件分为以下四

大部分：“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认识，明
确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继续调整农村教育结构，
坚持‘三教统筹’，在切实保证‘两基’重中之重地位的

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必须加强农

科教结合的力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有力

措施，坚持不懈地把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推向 深 入”。
在四大部分之下，一共有１８条具体规定［４］（Ｐ３８３４－３８３６）。
这些规定涉及到了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深入发展

的各方面问题，对相关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５．长期 坚 持 开 展 工 作 研 讨、人 员 培 训 和 学 术

研究

在这段时间，原国家教委几乎每年都要组织数

次相关的工作座谈会、理论研讨会、研讨班等，以总

结工作、交流思想与经验、发现问题、商讨对策、培训

相关县的县长和教育局局长，从而推动农村教育改

革特别是综合改革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批准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项目，促进了相关学

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学术成果的产出。

６．定期开展检查或督导

在这期间，相关部门比较重视农村教育综合改

革的检查和督导活动或评估工作。如１９９１年２月

和３月，原国家教委先后两次召开了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实验县工作评估方案研究会，对相关问题达成

了共识。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６日下

发了《关于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县进行工作检查

的通知》，对相关问题做了规定。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至１２
月，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组织六个检查组对全

国实验县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此后对相关工作还进

行了多次检查或督导。这些工作的开展，对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纠正失误有一定作用。
从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实施范围的广度和工作开展的力度等情况看，
这一时期 是 我 国“农 村 教 育 综 合 改 革”发 展 的 高 峰

时期。

（三）平稳开展与转型阶段（２００１年至今）

２００１年，是新世纪的开始之年，也是国家“十五

计划”的开局之年。对于农村教育来说，这一年国家

在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推进“以
县为主”的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改 革、基 础 教 育 新 课 程 改

革、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试行“一费制”的收费制度改

革等，同时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其他改革。这些重

大改革，必然与此前所推行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相

结合，从而使“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３年９
月１９日，国 务 院 主 持 召 开 了 全 国 农 村 教 育 工 作 会

议。这两项密切相关的事件，进一步促使我国农村

教育改革包括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在原有基础上发生

了新的变化。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改革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５日，教育部长周济强调今后农村

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努力实现教育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的

目标。”［１１］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农村教育要“坚持

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实用性……
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

筹’”。“农业、科 技、教 育 等 部 门 要 充 分 发 挥 各 自 优

势，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农科教结合’”［１２］。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 国 务 院 批 转 的 教 育 部 制 定 的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深化农

村教育改革，发 展 农 村 职 业 教 育 和 成 人 教 育，推 进

‘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１３］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发布的

教育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强调：“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 育 统 筹，促 进‘农 科 教 结 合’”［１４］。根 据《纲

要》的规定，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０年期间，需要进一步

推进以“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为核心内容的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

２．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逐步融合入统筹城乡教育

综合改革和整个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之中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召 开 的 党 的 十 七 大 政 治 报 告 强

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

发展，”“优 化 教 育 结 构，促 进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１５］。自此之 后，以 促 进 城 乡 教 育 特 别 是 义 务 教

育均衡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受

到中央和地方的重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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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

同繁荣”。与此相应，在教育领域内，要“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深 化 教 育 领 域 综 合 改 革，着 力 提 高 教 育 质

量”［１６］。自此之后，深化整个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成

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教育部２０１３年１月

发布的《关 于２０１３年 深 化 教 育 领 域 综 合 改 革 的 意

见》［１７］，２０１４年１月 发 布《教 育 部２０１４年 工 作 要

点》［１８］等文件，都强调要推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

对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规定。２０１７年１月国务院批准

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不断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１９］。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也提出“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２０］。统 筹 城

乡教育综合改革、开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然包括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至此，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融合于

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中，
完成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变身或转型。

３．多项重大的农村教育单项改革的开展，使“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时期除了持续进行前面提到 的２００１年

进行的各种重大的农村教育单项改革外，还进行了

以下一些重大的单项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改革；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推进城乡

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优质发展；教育资

源均衡配置；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进一步在初中试行绿色

证书制度；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西部教育开发工

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程；特岗教师

计划；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制度；西部两基攻

坚计划；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 “普九”债务、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改造计划；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等等。这些改革的推行，使全国农村

教育改革在继续推进此前所进行的一些主要改革内

容的基础上，充实了新的改革内容，使“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构成了新的或广

义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由分散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城市教育综合改

革、企业综合教育改革深化为整个教育领域的综合

改革及相关的单项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标志着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或农村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三、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成绩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的成绩时说：“教育事

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２１］。这些

年农村教育得到加强，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所推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所奠定的基础有较大关系。
具体地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们的农村教育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

化，农村教育战略地位有所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以来，中央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关于教育包

括农村教育思想意识的引导，从而使我国从上到下

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依靠教育的意

识、教育优先发展意识、科教兴国与科教兴农意识、
教育要为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服 务 的 意 识、为“三

农”服务的 意 识、农 村 各 级 各 类 教 育 协 调 发 展 的 意

识、城乡教育教育一体化和均衡发展的意识、各行各

业重视和支持农村教育的意识、农村经济与科技和

教育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意识等。在这些思想意

识和相关观念的指导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年来农村教育受重视的程度逐步提高，农村教育的

战略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农村教育因此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农村“两基”目标基本实现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较高程度地普及

了九年义务 教 育。如 小 学 学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在１９８５
年为９５．９％；２０００年达９９．１％；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

都稳定在９９．９％［２２］。其中，县镇以下农村的学龄儿

童入 学 率 到２０００年 就 达 到 了９８．９４％［２３］。２０００
年，我国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８８．６％［２４］，达到基本

普 及 的 水 准。２０１６ 年，初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达

１０４．０％［２５］，达到 高 位 普 及 的 水 准。由 于 过 去 数 十

年普及义务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一直坚持扫

盲工作，现在我国的中青年文盲率大大减少。根据

国家统计局公 布 的２０１０年 人 口 普 查 数 据，大 陆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

口（１５岁 及 以 上 不 识 字 的 人）为５４　６５６　５７３人，同

２０００年第五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相 比，文 盲 人 口 减 少

３０　４１３　０９４人，文 盲 率 由６．７２％下 降 为４．０８％，下

降了２．６４个百分点［２６］。这说明我国早在２０００年，
就已经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后青壮年文盲进一

步减少。“两基”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故我国“两
基”的实现，与这数十年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过程中

大力推进“两基”工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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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教育结构发生变化，初步实现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教育结构十分单一。经过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及其他相关改革，我国教育结构单一

的现象大有改善。据统计，到１９８９年，全国高中段在

校学生中，普通高中占５５．２２％，其余各类中等职业专

业学校在校生数共占４４．７８％［６］（Ｐ４９），这说明中等教育

结构已经显著改善。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

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到２０１６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

生１　５９９．０１万 人，占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在 校 生 总 数 的

４０．２８％［２７］。也就是说，尽管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在

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数的比例略有下降，但
其所占比重仍旧比较大。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自上世

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中等教育结构已经趋于合理。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农村成

人教育网络，绝大多数县拥有成人教育中心或职成教

中心，乡镇有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甚至有的村拥有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或中小学兼有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功能，有的地区还办有以成人教育功能为主的社区教

育中心。也就是说，我国初步实现了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三教并存、共同发展的局

面。当然，各地发展参差不齐，农村成人教育举步维

艰，职业教育能力薄弱，离三教统筹、协调发展还有一

定距离。
（四）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技术素质

由于基础教育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段教

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根据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

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２０１６》提供的相关数据，“１９８５
－２０１４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３２岁上

升到了３６岁，平均受 教 育 年 限 从６．３８年 上 升 到 了

１０．０５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１４％上

升到了３６％，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２％
上升到 了１６％”［２８］。这 些 数 据 说 明，我 国 这 几 十 年

间，全国人口包括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对

于农村来说，９０％以上的青壮年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

育教育甚至高中段的教育，大部分中学生不同程度地

接受了生产技术教育或培训，农村的一般农民也接受

了农业生产技术及第二三产业技术的培训，这极大地

提高了农村人口从业、创业甚至创新的能力，对于农

村种植业、养殖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和城镇化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五）促进了农科教或经科教一定程度的结合与

协调发展

在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过 程 中，一 直 重 视

“农科教结合”或“经科教结合”。也就是重视农业及

其他产业部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
以促进农业等产业与科技、教育的共同发展。在这种

精神的引导下，各地做了不少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六）提升了农村教育直接服务“三农”或“科教

兴农”的能力及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教育结构单一和课程内

容偏重于普通文化知识，故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

础教育直接服务于农村及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比较

薄弱。改革 开 放 后 特 别 是 实 施 农 村 教 育 综 合 改 革

后，这方面的能力大大增强。现在一般一个县办有

一所到几所职业技术学校，其中多数县至少有一所

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在硬件建设方

面，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训实验用房、设备、场地基本

上能够满足教学要求，多数教师具有从事职业技术

教育的能力，学校具有几十年的办学经验，这与刚开

始由普通中学教育改办为职业技术教育时的一穷二

白相比，办学条件与能力大大提高。在成人教育或

继续教育方面，部分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有场地、
有专职教师，能够长期坚持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或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同时也一直在坚持开展成

人文化教育活动。

四、基本的经验教训

（一）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的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农村教育改革来说，改
革决策者及参与者的思想意识如何，决定了改革的发

展方向与成败。如对农村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对农

村教育方向的认识、对制约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各

种因素的认识、内部各种矛盾与外部各种矛盾之间的

关系及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认识，等等。总体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相关部门、相关专家都很重视对

农村教育的思考与研究，对农村教育战略地位及其他

具体问题认识深刻，使农村教育改革包括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农

村教育战略地位认识的深刻性，对各种具体问题认识

的辩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教育重视的程度

还不够到位，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对许多长期存在的

具体问题，如农村教师队伍问题、城乡教育差别太大

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有效地解决。
（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是

农村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

教育具有公益性，同时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党和国家给予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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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发展。对于农村教育来说，由于各种相关资

源禀赋的薄弱与自身能力的有限，更需要党和政府

的引导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党和政府

对农村教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引导和支持，才使得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得以持续开展，农村教育因此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如拖欠和挪用农村教

育经费、长期大面积地克扣和拖欠教师工资等情况

依然存在，致使很多地方农村教育的发展在较长时

期内举步维艰。各级党委和政府只有加强对农村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引导和真正有效的支持，才能有效

地解决问题。
（三）兼顾各方教育需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

农村教育必须坚持的办学方向

办学方向是否正确，是农村教育能否健康发展

的根本。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刚恢复中高

时，农村教育偏重于普通文化教育，甚至偏重于应试

教育。直到现在，许多地方单纯追求应试教育的现

象仍然比较严重。因此在过去几十年的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中为纠正这种片面性，强调教育要为现代化

建设特别 是 农 村 经 济 建 设 服 务、要 为“三 农”服 务。
在这方面下了较大功夫，取得了一些成绩。农村教

育是我国教育的一部分，它必须在适当兼顾农村需

要、适当体现农村特色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来充分

满足农村儿童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的需要，尽可能

满足家长对学生、对教育的合理期望，尽可能满足我

国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对于教育的要求［２９］。
（四）综合改革与单项改革相统一、与城乡教育

综合改革相统筹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常态

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项

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从总体上来

说，农村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有整体的思维、系
统的思维，需要对农村教育内外部各相关因素进行系

统的设计，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改革。但是，这些

系统的或综合的改革又是由各种单项改革构成的，有
时还需要根据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重点

推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单项改革，从而使全局的改革能

够协调推进。因此，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单项改革本

身是统一的。我国过去几十年既强调综合改革，同时

也不断推行一些重要的单项改革，这符合农村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实际。２００７年之前，综合改革的程度不

高。那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乃至

企业教育综合改革总体来说是各自孤立进行的，县级

及其以上政府支持的重点是城市教育，以致城乡教育

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推

进，党和政府及社会越来越重视城乡教育一体化、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与此相应，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

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也受到国家和有关部

门的重视。可以说，这是对过去城乡二元分离、城乡

教育差距巨大、农村教育发展艰难的一种补救。它符

合整个国家发展的实际，也符合教育发展的实际，因
为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农村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农村

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我国整个教育体系要得到充

分发展，没有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和农村人口素质的

全面提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统筹城乡教育改革

与发展，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融入整个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之中，是我国未来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五）三教统筹、共同发展是农村教育与农村社

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过去４０年来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比较重

视农村基础教育或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

育或继续教育的统筹，使其能够得到发展，从而能够

充分发挥农村教育的各种功能包括推进农村建设的

功能。应该说，这种努力符合农村教育的本质。作

为农村教育来说，应该是面向所有农村人口的教育，
应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全面育人的功能，全面地满

足社会各方面对于农村教育的需要。因此，农村基

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都应该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这几类教育如何才能

真正得到共同发展，至今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

务。一是我国在部分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基础教

育特别是学 前 教 育 和 中 学 阶 段 的 教 育 还 未 完 全 普

及，办学质量偏低；二是县域或广义农村的职业教育

发展参差不齐。除少部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质

量较高外，大部分职业技术学校培养能力偏低，以至

于难以招到学生，普通中学渗透职业教育也重视不

够。如何整合和充实职业教育资源、提升职业教育

能力，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成人教育或继续

教育薄弱，全国农村只有极少数地方真正重视成人

教育，全国多数县域针对一般成人特别是农村成人

的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很

多地方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原

本办得较好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在变卖公有资产的

过程中及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被政府变卖或撤销。
因此，未来如何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仍旧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适切的“农科教结合”或“经科教结合”是农

村教育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社会建设包括农村社会建设需要教育为

其提供智力支持或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持。因此，农村

教育需要适当地为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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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农村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或功能，需要适当地

实行“农科教结合”或“经科教结合”。也就是说，农业

部门，经济部门、科技部门与教育部门要密切合作，共
同推进农业及其他产业科技的研发、普及与推广，从
而共同促进农业及其他产业、科技与教育的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但是，教育包括农村教育的功能是多

方面的，农村各类教育的功能也各有侧重。因此，“农
科教结合”或“经科教结合”要适当，不能本末倒置。
如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青少年进行普通的科学

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及相关的思想教育只能是其补

充，不能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但又不能因此而冲击普

通文化教育。适当而又有效地进行“农科教结合”或

“经科教结合”是今后需要重视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七）完善相关体制与机制是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的保障

要使农村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建立比较完善的农

村教育体制与相关机制。在各类体制与相关机制中，
管理体制与办学体制、投入机制、培养体制特别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教育体制与机制进行了多方面

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相对于农村教育来说，
这些改革走过一些弯路。其核心是政府不该管的事

管得过多过死，而该管的事没有管好，该承担的责任

没有负起相关的责任，致使农村教育在较长时期内发

展艰难。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将乡（镇）村教育的

办学责任和管理权力下放给乡（镇）、村，结果不仅农

民的负担加重，而且农村教育困难重重，学校维持艰

难，很多地方的乡（镇）村教师朝不保夕。从２００１年

开始大力推行 “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改革后，特别

是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新的农村 教 育 经 费 保 障 机 制 以

后，这种状况才大为改善。但在培养体制方面，中央

还是管得过死，学校和教师缺乏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的自主权，使学校难以办出特色，难以充分挖掘和发

挥学生的发展潜力。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

与机制改革，仍旧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八）扎实实验、稳步推进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基

本路径

农村教育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往

往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稍 有 不 慎，就 会 满 盘 皆 输。因

此，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乃至教育领域的其他改革，
都应该在小范围内通过较长时间的实验取得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再逐步进行更大范围的验证、修正，实

践证明行之有效后再推广，这可以使改革以最小的

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

教育综合改革也曾经进行过实验，但相对而言，有些

急于求 成。如１９８７年 才 开 始 试 点，１９８９年 就 在 很

大范围内进行实验，以至于不久就在全国铺开。这

样运动似地开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必然会出现各

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如农村教育发展滞后、质量偏

低等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因此，今后进行农村

教育改革，需要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扎实的实验研

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当然，有些问题如增加农村

教育财政投入、保障农村教师待遇等有助于农村教

育发展的保障性问题，看准问题就当尽快解决。
（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基

本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域之间的自然条件、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即使在同一

个地（市）县，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历
史文化等方面有一定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以至于

其内部的城乡之间、乡镇之间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状况也有差异。与此相应，各省域、地（市）域、县域

乃至乡镇之间在教育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在教育

内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之

间在功能方面各有侧重，在同一类教育之中，各个学

校因为办学历史与办学条件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
因此，在农村教育改革中，在大政方针基本统一的前

提下，需要根据各地、各校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符

合实际的要求，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农村教育健康发展的

基础

教育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在教师。如果教师队伍

素质高，即使硬件条件、生源条件略差一点，也能够

使教育质量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国农村教师承受了多方面的困难甚至痛苦，如
工资待遇在较长时间内不仅偏低，而且长期地大面

积拖欠，住房、医疗乃至其他工作条件也较差等等，
但绝大多数教师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
努力地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各种教育工作，我国九年

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和成人文化

教育的开展，都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因此，今后如

何通过各种措施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以进一

步改善农村教师待遇，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素质，仍
旧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的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许多值得发扬光

大的有益经验，也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或教训，今后需

要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农村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推向深入。

·０３·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 言 研 究 所 词 典 编 辑 室．现 代 汉 语 词 典（第５

版）［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２］　“农村教育综 合 改 革 与 社 会 全 面 进 步”总 课 题 组．深 化 农 村 教

育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Ｊ］．教育研究，１９９７（５）．
［３］　李少元．农村教育论［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４６．
［４］　何东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Ｃ］．海 口：海 南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５］　郭福昌，孙文正．农 村 教 育 改 革２０年 的 回 顾 与 展 望［Ａ］．中 国

教育学会，中国高等 教 育 学 会．中 国 教 育 改 革 发 展２０年［Ｃ］．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７．

［６］　刘 英 杰．中 国 教 育 大 事 典（上）［Ｚ］．杭 州：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３．
［７］　《中国教育年鉴》编 辑 部．中 国 教 育 年 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Ｚ］．北

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中国教育年鉴》编 辑 部．中 国 教 育 年 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Ｚ］．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９］　吴德刚．中 国 农 村 教 育 综 合 改 革 十 年 回 顾 与 展 望［Ｊ］．教 育 研

究，１９９８（８）．
［１０］　马建斌．一项科教兴农的宏伟工程［Ｊ］．中国成人教育，１９９９，（１）．
［１１］　陈志伟，时晓玲．周 济 部 长 畅 谈 农 村 教 育 的 成 就 和 目 标［Ｎ］．

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３－０９－１６．
［１２］　国务院．关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农 村 教 育 工 作 的 决 定（国 发〔２００３〕

１９号）［ＥＢ／ＯＬ］．政 府 信 息 公 开 栏：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８－０３／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４７．ｈｔｍ，２０１７－
１０－０４．

［１３］　教育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２０］（国发［２００４］５
号）［ＥＢ／ＯＬ］．３６０百 科：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ｄｏｃ／２９０９８１３
－２６０７５８６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０－０４．

［１４］　中共中 央　国 务 院．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
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１／ｓ７０４８／２０１００７／ｔ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１７１９０４．ｈｔ－
ｍｌ，２０１７－１０－０４．

［１５］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新胜利 而 奋 斗———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七 次 全 国 代 表

大会上 的 报 告（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ＥＢ／ＯＬ］．百 度 文 库：

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ｃ０１６ｄ９８ｄ６８０２０３ｄ８ｃｅ２ｆ２４ｆ０．
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１６］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前 进　为 全 面

建成小康社会 而 奋 斗———胡 锦 涛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八 次 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ＥＢ／ＯＬ］．人民网：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
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ｃ１００１－１９６１２６７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０９－２１．

［１７］　教育部．关 于２０１３年 深 化 教 育 领 域 综 合 改 革 的 意 见（教 改

［２０１３］１号）［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ｇｚｄｔ／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４２９８７．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１８］　教育部．教育部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ＥＢ／ＯＬ］．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计 算 机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ｄｏｎｇ＿ｔａｉ＿８９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６／ｔ２０１４０１２６＿１０６８６８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１９］　国务院．国家教 育 事 业 发 展“十 三 五”规 划［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ｍｏｅ＿１７７７／ｍｏｅ＿

１７７８／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２９５３１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２０］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ｊｙｂ＿

ｘｗｆｂ／ｓ６０５２／ｍｏｅ＿８３８／２０１７０９／ｔ２０１７０９２５＿３１５２０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１０－０９．

［２１］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ＥＢ／ＯＬ］．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ｔｏｐｉｃ／ｘｘｇｃｓｊｄｘｗ／ｔｐｘｗ／

２０１７１１／ｔ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４６６９８８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８．
［２２］　小 学 学 龄 儿 童 净 入 学 率［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３／ｍｏｅ＿５６０／ｊｙｔｊｓｊ＿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ｑｇ／

２０１７０８／ｔ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３１１６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３］　学龄儿 童 入 学 率［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３／ｍｏｅ＿５６０／ｍｏｅ＿５６６／ｍｏｅ＿５９１／２０１００２／

ｔ２０１００２２６＿７９２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４］　教育部．２０００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ＥＢ／ＯＬ］．教 育

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３／ｇｈｓ＿ｌｅｆｔ／ｓ１８２／

ｍｏｅ＿６３３／ｔｎｕｌｌ＿８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５］　教育部．２０１６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

２０１７０７／ｔ２０１７０７１０＿３０９０４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６］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１

号２０１１－０４－２８［ＥＢ／ＯＬ］．国 家 统 计 局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ｇｂ／ｒｋｐｃｇｂ／ｑｇｒｋｐｃｇｂ／２０１１０４／ｔ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３０３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７］　教育部．２０１６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ＥＢ／ＯＬ］．教 育

部 官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

２０１７０７／ｔ２０１７０７１０＿３０９０４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３．
［２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 动 经 济 研 究 中 心．中 国 人 力

资本 报 告２０１６［ＥＢ／ＯＬ］．腾 讯 网：ｈｔｔｐ：／／ｅｄｕ．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００５２８２．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９－２３．
［２９］　廖其发．多元一 体：中 国 农 村 教 育 的 价 值 取 向［Ｊ］．中 国 农 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ＬＩＡＯ　Ｑｉ－ｆ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ａｓ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１９７８－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２０００）ａｎｄ（２００１－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ｖｅｒａｌ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ｌｌ　ｔｈｉｓ，ｍｏｒ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ｏｎ
［责任编辑　高小立］

·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