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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妇女进步，教育为先。
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妇女素质，事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计，维系各民族妇女的进步和
发展。
建设妇女教育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全面促进妇女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妇女教育事业，制定了各种有利政策和法规，采取了许多得
力措施和行动，保障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推进了男女平等国策在教育领域的贯彻与落实，促
进了各级各类女子院校的健康发展。
但是，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障碍，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男女受教育程度仍
存在一定的差距，先进的性别意识尚未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先进的性别文化尚未得到广泛传播，
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广大妇女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大姐一直关心妇女教育的发展，高度重视妇女
教育理论研究。
在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2006年年会（2006年11月，重庆）和2007年年会（2007年11月，
北京）以及2007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她反复强调，要依托中国妇女研究会妇
女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女子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教育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妇女教育理论研究，努力探
索男女成才的差异和妇女教育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理论指导妇女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之后，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研究，决定以中华女子学院的研
究力量为基础，动员全国从事妇女教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妇女教育发展进行多
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并形成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妇女教育的著作——《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
改革开放30年》蓝皮书；我们以后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定期出版《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蓝皮
书。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妇女教育蓝皮书，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调查资料，分层次、分类型、分
地区、分专题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陆）妇女受教育的基本状况、妇女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性
别平等教育的现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研究。
这是一次整合全国研究力量推进妇女教育理论研究的有益尝试，是我国当代妇女研究和教育研究的一
项开创性的工作。
书中的大多数成果都体现了实证性、原创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它对于帮助决策者、研究者和社会人士了解我国妇女教育发展的脉络与现状，对于促进国内、国际妇
女教育研究成果的学习和交流，对于推进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妇女教育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
作为第一部系统反映新中国妇女教育发展状况的蓝皮书，《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改革开放30年
》实乃开山之作，自有其缺陷和不足，谬误也许在所难免。
但是，全书系统梳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从性别分析角度展示改革开放30年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其积极的意义和参考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希望这本蓝皮书的问世，对于推动我国妇女教育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对于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在
教育领域更深入地贯彻有所启发，也希望全社会对妇女教育、对妇女事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改革开放30年妇女教育发展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妇女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丰富了妇女教育办
学经验，为深入贯彻《全国妇女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纲要》奏响了和谐的乐章。
面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广大妇女教育工作者更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新
形势下加强妇女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厚的情怀、更务实的行动，积极推进妇
女教育工作，在促进男女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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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改革开放30年》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和调查资料，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
，对改革开放30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本专科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扫盲教育、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学前教育发展，以及对北京、湖南、甘肃、重庆、云南、河北、辽
宁等省市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女子院校的发展、高校性别意识教育演进、性别平等教育研究
、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大陆妇女受教育的总体状况同世界若干国家进行了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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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妇女教育发展总报告　　教育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宏观层面上看，教育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功能，即教育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提高劳动
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科学技术的再生产和生产新的科学技术的手段；教育能传播一定的政治观
点、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根据社会的政治需要培养符合一定阶级需要的政治管理人才；教育还具有
保存和传递、传播和交流、选择和提升、生产和创新文化等功能。
从微观层面上看，教育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个体个性化的功能，即教育能够提高认知能力、增强健
康意识、增进就业机会、促进公共参与和社会流动等。
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均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参见图1），国民受教育机会不断
扩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
根据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至2007年底，全国将近有2.59亿学生，1550多万
名教职工，63万多所学校（含民办），近20万个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含民办），遍布全国的城市和农
村；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49％，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6％，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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