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面临哪些新挑战、新需求？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

胜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窗口期。国

际国内环境、发展动力机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的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全球贸易持续低

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遏制打压和新兴经济

体的比拼赶超，创新和人才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必须依靠持续高强度

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做强教育，抢占发展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力。

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智能机器人等现代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

习方式，人才培养与争夺成为焦点。有国际组织研究认为，未来十几

年，约一半的现有工作将会消失，同时会出现很多适应新技术新产业

的工作岗位，对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十分迫切。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教育

发展战略，通过教育改革发展谋划未来、抢占先机。欧盟出台《欧洲

教育和培训合作战略框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日本制定第二期《教

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要培养创造新价值、引领新观念的领军人才。

俄罗斯出台《2025年前教育发展战略》，提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培养

新一代俄罗斯人。优先发展教育，培养各类人才，已成为各国应对诸

多复杂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从国内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教育提供新动力。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加快转

换。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60 岁以上老人逐年增加，

年轻型劳动力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大军以初中

生为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只有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整体提升 8亿多劳动者的受教

育水平，培养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用劳动

者的素质优势替代数量优势，才能使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进而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教育有新作为。随着国民财富不断增长，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加多样的教

育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父母期盼着孩子能在幼儿园、学校接受更高质

量的教育，走出校门的成年人期盼着有更多再学习的“充电”机会，

2亿多老年人期盼着享有优质的老年教育，教育日益向整个社会和个

人终身方向延伸。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迫切需要教育提升支撑引

领能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三大战略，落实“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推

进城镇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迫切需要优化教育布局结构、资

源配置结构、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教育供给服务水平。

从教育领域看，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十二五”

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教育战线的不懈努力下，教育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一方面，

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教育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确保包容、公平和有

质量的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成为世界教育发展新目标。

教育模式、形态、内容和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与实现教育现

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

教育需求相比，我国教育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在质量、公平、

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教育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也更有条件、更有信心实现

教育现代化。要着眼国际形势变化、服务国家发展需求、顺应世界教

育发展潮流，立足国情，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努力方向，

科学谋划教育事业发展，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如何准确把握“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教育综

合改革全面深化。人才培养、办学、管理、评价、保障体制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现代教育督导体系进一步

完善。教育投入实现历史性突破。2012-2015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连续四年保持在 4%以上，2015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达 2.9

万亿元，比 2010 年翻了近一番，生均拨款制度逐步建立，顺利组织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教育基础能力显著提升。教育公平取得

重要进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

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

大中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有所缓解。建立健全了覆盖从学前

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累计资助学生 4.1亿人次。随迁

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教育质量稳步

提高。在 2009 年、2012 年 PISA 测试中上海高居首位，2015 年我国

总体成绩处在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上海、北京同排名第一的

新加坡相当，我国基础教育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2015 年，我

国成为国际工程联盟本科教育互认协议成员，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质

量获得国际认可。更多高校在各类世界高校排名中位次明显上升，我

国高校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

强。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保持稳定，职业学校每年为经

济社会培养输送近 1000 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培训上亿人次。装

备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等行业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职业学校毕业生占七成以上。高校累计输送 2000 多万名专业人才，

牵头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产出了一

大批服务国家战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对我国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总的来看，《教育规划纲要》确定

的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提前实现了 2020 年

目标，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

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与环境有待完

善。科学的教育理念尚未牢固确立，人才培养重知识灌输、轻创新创

造，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协同培养机制尚未形成，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有待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匮乏。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尚未真正

建立，一些地方还普遍存在单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以分数评价学生

的现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合作育人的良好环境尚未形

成。二是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教育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

调的问题，城乡、区域之间教育差距仍较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

布局不合理。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高中阶

段教育资源短缺。中西部普惠性幼儿园数量不足，公办幼儿园比例偏

低。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比例偏高的问题仍未有效解决。随迁子女、

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少年等困难群体受教育问题仍十分突出。三是教

育结构不尽合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依然薄弱。

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提高。人

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适应产业

转型升级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匮乏，战略新兴产

业人才不足。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制度尚不健全，一些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同质化办学倾向严重。四是教育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

高。近年来，我国教育投入显著增加，教育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偏低水平。教育生均拨款制度还不健全，规范高



效的经费管理使用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师资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不高、待遇水平偏低的问题依然突出，不

能适应提升质量与促进公平的新要求。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制度环境和

基础条件有待完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缺乏制度保障。

经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总

规模将基本稳定，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各级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

将会明显放缓。这意味着，我国教育数量型增长、规模化扩张的发展

阶段已经过去，已经进入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促进公平为主要特

征的新发展阶段。

（本文摘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学习辅导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