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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现代化区域发展模式研究》是谈松华研究员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我国教育现代
化区域发展模式和实验研究”的成果。
教育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变迁，一个国家及其内部区域的发展模式都深深植根于并被时间、
空间及文化所选就，本书提供了一种对于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解释。
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我国知识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县域
教育变革的历程，以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其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具体道路和运行
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明确了国家和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发生机制及主要的经验教训，说明追求教育
的现代性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共同期盼，不一定要追随哪个国家或地区现成的模式，进一步明确因地制
宜、多种模式的必然性。
教育现代化理论作为现代化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育现代化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尝试运用时间
和空间相结合的社会视角和分析方法，揭示作为历史事实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区域性特征，透出历史
研究的深度和社会研究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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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所讨论的均是国家层面或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与力量强度，及其在教育领域政府与市场和社
会的作用机制。
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能力与此相比是大同小异。
我国政体属于单一制国家，总体上属于强势政府，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市场和民间社会力量相
对较弱，但具体到各地区，因地区传统、发展阶段、生活方式和收入分配情况的不同方式而略有差异
。
如果采用史晋川等人关于政府类型的说法，顺德、徐汇和昆山的地方政府属于“合作型政府”，政府
在发展布局和资源动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充分激发民间力量的潜能，实现“官推”与“民助”
的有机结合。
椒江则属于“互助型政府”，管理模式和支持发展模式倾向于强调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民间通过寻求
政府支持、与政府合作来推进其有利于发展的制度变革，共享制度变革收益（参见表5）。
实际上，每个地区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关键是政府和市场要明确作用的边界，并且在不同阶段发挥
不同的互补作用。
比如顺德和昆山的现代化进程均是在当地政府领导的强势推动下启动的，政府首先承担起发展型政府
的角色，通过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生活环境，使其成为资本、人才、技术的集聚区，在实现经
济起飞后，并没有简单地弱化政府职能，而是强调了两个转型：一是从“强势政府”向“强势制度”
转型，政府的职能从“主角”变成了“导演、监制、保护人”，从包揽一切具体事务更多地变成了选
择战略、制定规划、监督协调和服务保障，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强大的体制机制的力
量引导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二是政府从经济人身份向公共服务者转变，加强社会管理，利用社区合
作传统发展包括教育、健康等在内的公共服务，增加社区公共福祉。
如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策略上，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作用，形成县、镇乃至村“上下联动”的县域整
体发展机制，形成县级、乡镇和学校层面教育现代化的关联结构。
在椒江，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各级政府、企业法人、普通居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资入股，广泛
筹集民间资本发展教育，政府部门主导介入市场运作，政府与偏好向政府寻租的微观主体在制度变革
中通过“串谋”分享制度租金而携手共同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从严格意义上说，椒江
的“教育股份制”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只是一种以集资为手段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发
展策略，存在着产权和利益关系不规范、不清晰，公权进入私人领域，利用公权进行不公平竞争的寻
租现象。
这说明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只有通过渐进的、不是非常完善和规范的制度选
择，先促进教育的一定发展，再推动制度变迁，呈现出教育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替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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