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编 

教育改革重大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与知识型社会的快速演进，我国教

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内外环境正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对新

时期教育发展带来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农村教育发展面临新的需求，呼唤新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在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如何加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亟

待破解的瓶颈问题；努力发挥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在促进就业中

的独特作用，要求创新思路，按劳动力市场要求加速推动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规划和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需

要在把握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构想和行动框架；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认识和努力发挥教育市场在我国教育

改革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考量学界及政府的思维和行动。深入研究

和推动解决这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不仅是促进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必要前提。 



第二篇 

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        

 

 

 

从事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是智力开发研究所长

期以来形成并坚持大力发展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起，

本所在承担的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十一五”、“十五”等时期的教

育发展战略规划课题研究中，通过总结不同阶段我国教育发展的成就

与经验，系统分析社会、经济、科技、人口、改革发展的环境以及需

求的变化，广泛进行国内外比较研究，提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教育

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构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条件、

办学体制以及管理体制等制度创新方面的改革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相关的政策及建议。 



第三篇 

基础教育发展研究           

 

 

 

自 1990 年内 3月，由各国政府在泰国宗滴恩共同签署的《世界全

民教育宣言》发表之后，我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机构为了在人口最多

的发展中大国实现 2000 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倾注了极大

的热情，做出不懈努力。受国际机构委托，本所开展了基本教育与国

家发展研究，在国内较早地把政府分级管理、地方统筹和社会的参与

都纳入研究视野，并勾画出了国家层面上实施和推进全民教育的战略

雏形，给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基础教育研究领域吹来一席新风；围

绕义务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成本、财政状况及其经费使

用效率，深入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学校，进行的系统、客观的实地调

研和个案分析，既为政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突破了传统研究

方法上的局限；基于各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的 2020 年发

展战略研究，重点分析了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基础教育

发展目标体系、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政策建议。 



第四篇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进入世纪之交，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国家大力推进

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

质量、效益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对我国高等教育设置与布

局结构调整，对高等理工科教育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目标选择，对建

立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立交桥”、实现衔接与沟通，对国

家大扩招政策的巨大进展和面临的新问题如何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部分就是本所这些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的系

列成果。 

 



第五篇 

教育财政研究           

 

 

 

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教育政策的

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却承担世

界上规模最大教育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历届政府特别关注的首要问题。本所也始终把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

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近 20 年中，始终对我国及各地区教育经费

投入、支出以及经费使用效益等问题，进行持续的跟踪研究；对世界

银行委托的中国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对深化高校学生贷款制度改革等

一些重大的教育财政前沿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系统研究；同时，

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投资来源多元化进行了深入研

究，对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形成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产生

了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