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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教育，比之于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那种状况，
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但仍处于向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境界迈进的历史过程之中。
新时期的教育应当有更远大的目标，去努力造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都比较高的、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其中还应该有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
人才。
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我国教育还面临长期的艰苦的任务。
这固然是因为教育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但也受到人们对教育的主观认识的影响。
相似的客观条件下，可能会有差异相当大的教育，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国家都在研究教育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我国则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
国战略，并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加快教育发展步伐，逐步形成比
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为了今后能够正确地摆正教育的地位，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科学地进行教育决策，我们必须善于从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
历史的研究有“资政、育人和存史”的功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
值。
　　现在，开展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有不少有利的条件。
首先，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认识半个多
世纪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教育工作，有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
为指针；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教育工作，则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针。
有一些重要著作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共和国教育史的政治经济背景提供了有利的帮助，如《中国共产党
的七十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
教育部及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也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的积累，如《当代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史以及一批校史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增加了对世界各国教育的了解，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科学研究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这
一段教育史的。
与此相应，教育的科学研究队伍也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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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20031126 教育部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通知20031127 教育部关于2002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公告20031203 教育部、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等6部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
知20031209 陈至立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1210 章新胜在教育部贯彻实施行
政许可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1210 周济：提高认识加强管理以对学生极端负责的精神做好学校安全
工作20031215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031215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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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开展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的通知20031218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实习
管理工作的通知20031219 胡锦涛：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20031222 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20031225 周济：大力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20031225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200312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
定20031229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七批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县名单的决定20031229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十
批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名单的决定20031230 财政部、教育部关
于严禁截留和挪用学校收费收入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的通知20031230 教育部关工委关于表彰全国教
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2003123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节录）2004年20040104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的通知2004010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0107 周济：以人为本人才强
国（节录）20040111 周济：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努力开创中小学德育工作新局面20040114 教育部
、中央编办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援藏工作的意见2004011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对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高校网络教育学生部分公共课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通知20040117 教育部关于建立对县级人民政府教
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制度的意见2004020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
意见20040203 2004年教育审计工作要点2004020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面向农村
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若干意见20040212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
作的意见20040216 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20040219 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工程实施方案20040219 章新胜在全国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的发言20040220 教育管理软件评测管理办法（试行）20040224 周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全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200402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0226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0226 陈至立：积极行动
起来扎扎实实工作为实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目标而努力奋斗20040227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人高校
招生调整考试时间后学生入学年级与年届问题的通知20040228 赵沁平：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积极推进教
育信息化建设20040301 陈至立：再接再厉真抓实干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20040302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
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的通知20040303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0308 教育部
、国务院纠风办等7部门关于2004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20040311 内地高等学校支援新疆第
五次协作会议纪要20040315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新调整认定的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名单的
通知20040317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收费办
法的意见20040318 全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工作研讨会纪要20040319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
首批入选学报建设座谈会会议纪要2004032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建设
的若干意见20040324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20040325 教育部关于发布《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修订）》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的通知20040325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诚信教育的通知20040326 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
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2004032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建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的通知20040330 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2004033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用《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0331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春游活动等安全工作的紧
急通知20040405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的通知20040405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管理的意
见20040407 教育部关于做好为农村高中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作的通知20040408 周济在2004年全国高职
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20040413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20040415 周济：求真
务实扎实做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各项工作⋯⋯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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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若干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战线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就辉煌，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在实际工作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经验对我们思考下一步高等学校的发展目标与战略举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我们在新的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形势在发展，改革在深入，我们在谋划发展的时
候，必须正视和分析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矛盾，深入思考和研究解决若干重要的战略问题。
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谋事”，即怎样争取跨越式发展；二是“谋人”，即怎样建设高水平的队伍
；三是“谋钱”，即怎样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
　　1.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过去5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抓住了以扩招为重点的发展机遇，促进
了各项事业的发展，高校处处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抓住了发展这个主题，就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前进道路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这是我们的深切体会。
回顾5年之前，我们可曾计划过这5年中如此巨大的跨越吗？
多数同志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
但现在跨越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就是这个历史性跨越的参与者，这是我们大家的宝贵历史经验。
　　一方面，科教兴国；另一方面，国兴科教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同时也必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一流，我们教育的命运是和祖国的
发展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众化——“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水平——“为了实现
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全国人民群众寄托于我们高等教育的殷切期望。
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跨越，可能跨越。
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走跨越式发展的路。
还是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跨越，对于重点院校来说，主要是质量和水平的跨越。
要下定决心，在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方面实现跨越，在创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方面实现跨越，在为
社会提供一流的服务方面实现跨越。
有些关键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解决的。
比如，如何产生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工程大师？
如何将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提高到世界水平？
如何在原始性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走向世界前列？
如何在关系经济建设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中作出重大贡献？
特别是，如何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激情、有道德、有民族精神的负责任的一代新人？
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而又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大题目，都要提出目标，更要制定可操作的切实措施，使我们的规划能指导今后的工作和跨
越式发展。
　　2.创新思路以筹措充足的发展资源　　创新是高等教育的灵魂，是我们高校发展的不竭动力。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号召推进教育创新，观念思路要创新、体制机制要创
新、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要创新、教学方法要创新、对外开放要创新、教师培养也要创新。
李岚清同志再三强调依靠多媒体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外语教学，这是教学方法的创新。
我们在谋划发展的时候，要认真思考和探讨发展的新思路、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各项工作
的新举措。
　　发展的速度和投入的力度，始终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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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谋划发展的时候，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刚才我提到，向政府要钱，向银行贷钱，这些都是有限的。
我们还得想办法，要创新。
无外乎有两条路，一方面是千方百计集成各方面的力量，如这次会议上介绍的部市合作建设，又如争
取企业对学校支持等等。
无论是向政府要钱，还是向社会筹钱，都要强调服务和贡献。
许多学校在与部委、企业和地方政府联系共建的事，我一再建议，少谈要钱的事，多谈为部委、企业
和地方政府服务和贡献的事。
有为才能有位，多做事才能多拿钱，这才是顺理成章的。
男一方面，根本出路还是自我造血，自我良性循环。
世界上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最典型的事例包括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沃里克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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