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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择校能杜绝教育不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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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场：金融危机中的避风港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实施超常教育是必要的
隔代教育只能是种补充
漠视科学教育就是拿未来开玩笑
学生是否真正了解科学
教育的真爱、假爱与错爱
大爱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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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大学？
高校办学应突出特色 避免盲目跟风现象
高校合作办学 为何让人“看不懂”
“人才强校”战略的定位与使命
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基

———高等教育“211工程”实施成效显著
大学排名的危机及对策建议
正视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风险
从大学“债务门”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风险

高校学术问题
学术抄袭案为何多是学生“祸害”老师
高端学术人物抄袭拷问机制缺陷
治学的“入轨”与“入道”
学术不端需要什么样的“防火墙”
用影响因子认定论文质量并不科学
警惕高校研究生招生“亲缘化”

大学校长论坛
教育是最高的善
服务社会：大学的新理念新要求
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十大主流意识
我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大学生就业：困惑与对策
如何看待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
大学生就业难：为什么？ 怎么办？
大学生试用期别成“白用期”
让文科毕业生就业实现“零适应期”
大学生就业: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开始
大学与市场应该保持距离
“被就业”为何成为网络流行语
大学生村官的困惑与际遇
传销为何被大学生视为“成功之路”

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
协商课程:新课程改革的一种选择
课程改革中的集团利益之争
用全新的课程观观照课堂教学
教学中的“虚假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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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叙写要目中有人
课堂结构＝学科深度×教育广度
论课堂教学设计“1+4+1”模式
生态课堂从关怀生命出发
当学生起点与教材预设不一致时

基础教育新问题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读书无用：教育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
高中生为何放弃高考

———来自重庆开县的调查报告
高考”特权加分”受质疑
教育“减负”真的好累！
学校减负+家长加码=作业“守恒”
“问题学生”更渴求爱与归属
学生刀砍老师 挫折教育缺失

相关链接：如何培养孩子面对挫折
警惕教育中的“软暴力”
教师的“批评权”为何遭遇尴尬
学生自残要挟，学校就该妥协？
校外教育不应是功利性培训
教师接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城市公立学校的一个视角
把天空还给孩子
教室何时不再挤

文理分科：问题与思考
文理分科：历史视角下的实践和争议

———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
通盘考虑决策好高中是否文理分科
跳出框框看文理分科
中学文理分科问题之伪与高考改革问题之真
大学科学与人文教育割裂成顽症

农村中小学教育
关于中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调查与思考
人去、楼空、校垮，农村义务教育陷入生存危机
明确思路与机制 把重点放在农村
相关链接：国外幼儿教育政策
乡村教育 为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
农村教育发展亟待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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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村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之路
乡村教育的希望是超越城市取向
均衡城乡教育的柯城实验
农村小学教师调查：“奉献一生，盼房一辈”

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
在问题中寻求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状探析
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靠什么来支撑
高职教育应培育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
高职核心发展力的培植靠什么
高职就业应对接社会需求
校企合作：职业院校的“爱”与“痛”
把工厂办进学校 把师傅请进校园
以“三联”模式实现校企“双赢”
课改，让学校脱胎换骨
中职生顶岗实习权益如何保护
中职实行“活动德育”更有效
高不成低不就，高职生真成“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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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国家设
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
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 在现

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必须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

———江泽民
继续坚持好、 落实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的方针，大力倡导尊师重教，大力发展教育事
业，大力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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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新民主主义新教育的诞生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 教育方针， 确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
向，共和国教育由此开始了辉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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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60年教育兴国之路与教育地位变迁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公布了
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这一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

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
对教育地位的基本定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摧枯拉朽，迅速完成了对旧中
国教育制度的“坚决改造”，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

利。 1951 年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面向学龄人
口、劳动人民、工农干部服务的途径，在实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开展大规模扫盲和

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

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

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这是以法律形式第一次确认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
地位。

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 9 月，党的八大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相应地，我国新

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也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开始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
步伐。

此后 10年，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大中小学
教育及成人教育初具规模，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共同发展，向祖国

建设各行各业输送了数以千万计文化素质较好的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才， 教育事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础工程。

0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教育年报

但是，从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和损失，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成为备受打击的对象，青少
年失去正常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当教育

在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时，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必然走下坡路，年轻的共和国与世界
发展之间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在这 10年间被拉大了。

1975 年，谁也无法预料文化大革命何时落幕，中南海红墙内却有一个声音异乎
寻常的响亮。“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这是

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复出，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表达了他要大力整
顿当时严重混乱局面的决心，但因“四人帮”干扰未能如愿。

直至 1977年 7 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自
告奋勇地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了

“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正确方向，全面纠正、平反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使教育系统成为全国
最早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亲自主持恢复了高考制度。 一个

崇尚科学、尊师重教的春天来到了。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路线，开始建设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我国教育重大问题特别是教育
地位作出了深刻阐释，逐渐形成了邓小平教育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形势和我国经济实

力薄弱、资源不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具有远见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

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

1982 年 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

地位。

1983年 10月 1日，又是一个国庆佳节。 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集中体现了他对教育地位的全面审视和战略思考，
形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1985 年 5 月，京西宾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主题是讨
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探讨把教育改革纳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总体设计之中。
邓小平同志出席了 5月 19日的大会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 他提出：“我们国

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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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的数量和质量。 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

家比不了的。 有了人才优势， 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
到。 ”

这篇讲话高瞻远瞩、气势恢弘，对于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至
关重要，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具有定准基调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同志把教育看作全党的历史重任， 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 他强
调：“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 各行各业

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他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
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

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

1987 年 10 月， 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

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邓小平同志关于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
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序幕。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89 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

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在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全面继承和发
展了邓小平理论，从而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基本国情实际高度重视教育战略地位。

同年 9月，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百年大计，对社会生产力和民族
素质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1991年，他又强调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

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 它对提高全体人民的
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1992 年 10 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根本大计。 ”这是江泽民同志首次确认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重要表述，是对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条件下教育发展道路的准确定位， 对近十多年来教育发展具

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1993年 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到 20世纪末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4 年 6 月 14 日，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同志出席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 他在部署实施纲要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 如果我们现在

不是这样来认识教育问题，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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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年报

1995 年 5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进程必须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1997 年 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

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

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要求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9年 6 月 15日，京西宾馆，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2002 年 11 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部署到 2020 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时，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四大目标之一，并且再次强调：“教育是发展科

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 ”

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系统论述， 是对邓小平教育理论在新

时期的丰富与发展。 世纪之交的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
年文盲和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教育体制改革有了显著进展，初步完成了我国从人

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把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带入 21世纪。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

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进程中，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给予更加高度重视，不仅在党的代表大会

报告，而且在中央全会文件中，都对落实教育战略地位提出新的要求，对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部署。

2003 年 12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在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开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
建议时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教育发展，是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

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

2006 年 8 月 29 日，中南海怀仁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34 次集体学
习中讨论教育体制改革专题时强调：“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是我们

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创新型
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他还指出：“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

孙后代，是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方面。保证
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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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同年 10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重要部署时，明

确提出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理念。

2007 年 8 月 31日，教师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

出：“继续坚持好、 落实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方针， 大力倡导尊师重
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力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并且提出了“以
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

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的具体
要求。

同年 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教育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的首要位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

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党的十六大业已确

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围绕“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

系基本形成， 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发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新的动

员令。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抓住重要战略机

遇期，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决策，在保障教育优先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深化教育改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提出了努力使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高标准要求，推动

政府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乃至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多么不容
易达到的水平！ 让我们一起寄希望于明天，为中国教育的明天而继续奋斗！

（本文有删节）
（张力.中国教育报，200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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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教
育
事
业
改
革
与
发
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国强教兴，教兴国
强。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历
史新纪元， 也掀开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新的
一页。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我国教育事业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60 年来，我国教
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实现了从人
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谱写
了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
针。 60 年来，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把发展人
民教育事业、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
和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崇高奋斗目
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
人民教育事业发展， 我国教育走过了波澜壮
阔、气势恢弘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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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8年是我国发展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
年初严重低温雨雪冰冻和“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实现了中国人民百

年奥运梦想和航天人出舱行走这一历史性突破，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振奋精神，齐心协力，锐意进

取，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新进展。

义务教育

到 2008年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 3038 个（含其他县级行
政区划单位 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 99.1%，“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 99.3%。

由于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小学校数、学生数继续减少，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不断
提高。 2008年，全国共有小学 30.09万所，比上年减少 1.92万所；招生 1695.72万人，

比上年减少 40.35 万人；在校生 10331.51 万人，比上年减少 232.49 万人；小学毕业生
数 1864.95万人，比上年减少 5.22万人。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99.54%；其中男

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 99.50%和 99.58%，女童高于男童 0.08个百分点。
小学教职工略有减少，专任教师有所增加，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继续提高。 全国

小学教职工 613.29 万人，比上年减少 0.09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562.19 万人，比上年
增加 0.93万人。 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27%，比上年提高 0.16 个百分点，小学

生师比 18.38∶1，比上年的 18.82∶1有所降低。

由于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初中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略有减少，初
中阶段毛入学率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继续提高。 2008年，全国共有初中学校 5.79 万
所（其中职业初中 0.02万所），比上年减少 0.15万所。 招生 1859.60万人，比上年减少

8.9 万人；在校生 5584.97 万人，比上年减少 151.22 万人；毕业生 1867.95 万人，比上

年减少 95.76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98.5%，比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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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年报

升学率 83.4%，比上年提高 2.92个百分点。

全国初中专任教师 347.55万人，比上年增加 0.25万人。 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
率 97.79%，比上年提高 0.61个百分点。 生师比 16.07∶1，比上年的 16.52∶1有所降低。

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 136521.37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201.35万平方米。 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校数的比例

为 55.88%，体育器械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50.61%，音乐器械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

为 46.31%，美术器械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44.97%，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校数的

比例为 54.70%。 普通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69.30%，体育器械

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66.90%，音乐器械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60.27%，美术器械

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59.15%，理科实验仪器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73.51%。 各项办学
条件均比上年有所改善。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

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 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均有增加。

2008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13.37 万所，比上年增加 0.46 万所，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

2474.96万人，比上年增加 126.13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 103.2万人，比上年增加

8.01万人。

2008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1640 所，比上年增加 22 所；招收残疾儿童 6.24
万人，比上年减少 0.1万人；在校残疾儿童 41.74万人，比上年减少 0.19万人。 其中在

盲人学校就读的学生 4.71万人，在聋哑学校就读的学生 11.71 万人，在弱智学校及辅
读班就读的学生 25.32 万人。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招

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 64.87%和 63.27%。 残疾
儿童毕业人数 5.20万人，比上年增加 0.17万人。

高中阶段教育

200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校

30806 所，比上年减少 449 所；招生 1649.12 万人，比上年减少 1.06 万人；在校学生

4576.07万人，比上年增加 48.58万人。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74%，比上年提高 8个百分
点。 其中：

全国普通高中 15206 所，比上年减少 475 所；招生 837.01 万人，比上年减少 3.15
万人，下降 0.38%；在校生 2476.28 万人，比上年减少 46.17 万人，下降 1.83%；毕业生

836.06万人，比上年增加 47.75万人，增长 6.06%。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147.55 万人，比上年增加 3.24 万人，生师比 16.78∶1，比上年

的 17.48∶1有所降低，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1.55%，比上年提高 2.25 个百分点。 普通

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78.92%，体育器材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

为 78.90%，音乐器材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73.83%，美术器材配备达标校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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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为 74.62%，理科实验仪器达标校数的比例为 83.38%，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普通高中

学校总数的比例为 70.91%。 各项办学条件均比上年有所改善。
全国成人高中 753 所，比上年增加 11 所；在校生 12.7 万人，比上年减少 5.38 万

人；毕业生 9.34万人，比上年减少 7.13万人。 成人高中教职工 0.65万人，比上年减少

0.0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0.45万人，比上年减少 0.03万人。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
业学校)共有学校 14847所，比上年增加 15所。 招生 812.11万人，比上年增加 2.09万
人；在校生 2087.09万人，比上年增加 100.08万人。 其中：

全国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3846所，比上年增加 45 所；招生 303.78 万人，比上年增

加 6.49 万人；在校生 817.28 万人，比上年增加 35.65 万人；毕业生 220.56 万人，比上
年增加 18.29万人。教职工 40.28万人，比上年增加 1.4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26.14万
人，比上年增加 1.24万人。

全国职业高中 5915所，比上年减少 1 所；招生 290.66 万人，比上年减少 11.52 万
人；在校生 750.32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07 万人；毕业生 211.6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0.75万人。 职业高中教职工 42.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5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31.9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万人。

全国技工学校 3103 所，比上年增加 108 所；招生 161.84 万人，比上年增加 3.29
万人；在校生 398.85 万人，比上年增加 31.7 万人；毕业生 109.57 万人，比上年增加

9.91 万人。 技工学校教职工 24.88 万人，比上年增加 0.88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22.0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64万人。

全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1983所，比上年减少 137所；招生 55.83 万人，比上年增
加 3.83万人；在校生 120.65万人，比上年增加 7.67 万人；毕业生 38.9 万人，比上年增

加 0.81万人。 教职工 10.33万人，比上年减少 0.29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6.66 万人，比
上年减少 0.1万人。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稳步发展。 200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663 所。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263 所，比上年增加 355 所，成人高等学校 400 所，比上年减少

13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079所，高职（专科）院校 1184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
单位 796个；其中高等学校 479个，科研机构 317个。

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 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3.3%。

全国招收研究生 44.64 万人， 比上年增加 2.78 万人， 增长 6.64%； 其中博士生

5.98万人，硕士生 38.67 万人。 在学研究生 128.30 万人，比上年增加 8.80 万人，增长

7.36%；其中博士生 23.66 万人，硕士生 104.64 万人。 毕业研究生 34.48 万人，比上年
增加 3.3万人，增长 10.58%；其中博士生 4.37万人，硕士生 30.1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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