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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江

泽民同志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报告，宣布了我们党将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五十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

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人才竞争，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十分

严峻的挑战。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各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就。当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面临难得机遇和

严峻挑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普遍提高全民教育水平，

是当今全球开发人力资源以增强综合国力的大趋势，也是基于我

国基本国情之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抉择。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城市核心竞争力，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正视现实，直面挑战。如何使我国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

不平衡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状况彻底改观，把我国沉重

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按照党的教育方针，

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效良好教育的愿

望，这是摆在各级政府和教育系统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必须增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制度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建立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全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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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

教育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

本体现。应该看到，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成长起来的新

一代，将历史地成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圆梦人。他们的

精神面貌、科学素养、文化水准、伦理道德、生活质量以及学习

能力和发展能力，将最终取决于教育水平与普及程度的提高，取

决于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建设，取决于“科教兴国”战略

的全面实施。全面开发第一资源，强化政府第一责任，是各级政

府和教育系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选择。 

按照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科学地比较

分析预测未来 20 年、50 年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带有

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要工作，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

教育部组织、支持跨学科、跨部门的专家集体攻关，对教育创新

与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利于集思广益，开拓思路，

为政府宏观规划和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们希冀该课题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国际比较方面，能

较系统地总结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深入分析新世纪我国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形势与任务，富

有前瞻性地提出未来 20 年、50 年我国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

构想和重大政策举措，特别是在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

方面有重大突破。我相信该课题的研究会对各级政府、教育部门

和社会各界有所震动、有所思考、有所启发，对教育决策和教育

实践有所引导、有所帮助、有所促进。 

我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紧紧抓住发展教育与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就一

定能够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