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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与比较教育】

国际教育经验与中国发展困局破解

冯增俊，许慧妍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中国现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进入社会转型的困局之中，不仅城乡差距、贫富差 距 在 扩

大，而且陷入依赖出口及货币刺激并 由 此 引 发 通 货 膨 胀 的 发 展 困 局。借 鉴 国 际 教 育 转 型 经 验 是 实 现 解 困 的

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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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 开 放 以 来，经 济 发 展 迅 速，１９７８年 人

均ＧＤＰ为３８１元（约１４９美元），２００７年达到２　６４０
美元，增长了１７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

１９７８年１．８％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２０１０年ＧＤＰ
总量从 世 界 第１０位 上 升 到 第２位，２０１２年 达 到

５１．９３万 亿 元［１］。以 广 东 为 例，ＧＤＰ从１９４９年 的

２０．２７亿元到１９７０年达百亿元（１１２．０７亿元），１９７８
年１８５亿元，２０００年达万亿元（为１０　７４１．２５亿元），

２００５年增至２万亿元（２２　３６６．５４亿元），到２０１１年

跃升为５万亿元（５３　００４亿元），增速日益加快，且科

技创新效率明显①。
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存在许多重大问题，

不仅ＧＤＰ水分大，而且片面追求产值后果严重，尤

其自然资源与民生两大要素问题突出，不仅资源过

度消耗、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２］。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１８年三次大范围调研

表明，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中 国 城 乡 居 民 差 距 在 不 断 拉

大，经济增幅与收入增长严重滞后。近３０年来企业

年产值平均 增 长 超 过１０％，然 而 除 垄 断 性 国 企 外，
其他劳动者 年 工 资 增 长 率 仅 为１％～３％。广 东 经

济增长很快，但城乡差异加剧，珠三角人均ＧＤＰ是

山区的４．０４倍；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由２０００年

的２．１２∶１扩 大 到２００９年３．１２∶１；全 省２０１０年

泥砖茅草房仍有２２５．６万户。考察可见，中国困局

主要源于国家发展模式问题。
研究表明，中国发展问题与教育滞后关系密切。

一是中国主 流 经 济 正 在 向 信 息 化 知 识 经 济 阶 段 迈

进，但是教育依然表现出农业经济阶段的特征，是造

成国家发展困局的重大潜在原因［３］。二是近十年来

中国普及教育，但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却迅速涌向

城市，使农村愈益贫困落后，而城市人口剧增，高学

历人口失业率居高，房价飙升，交通、住房、环境、就

学等日益恶劣，房奴增加，城乡贫困日甚，内需萎缩，

２００８年 居 民 消 费 为３８．３％，仅 占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的

６０％。缺乏内需造成严重依赖出口，不仅出口价低

还需印制大量钞票收购这些外币而导致新的通货膨

胀，而外币又只能借给外国人用，从而形成中国经济

恶性循环②。三 是 内 需 内 涵 也 受 教 育 影 响 而 转 变，
如教育能形成新生产力的话可以使一般消费转变为

投入性消费，也可促使人提高创造高收入能力以达

到高科技新能源消费等，呈现出新型扩大内需方式。
因此，从教育入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扩大内



需的必要条件。办怎样的教育能达到引发新内需，
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源性问题。可见，借鉴国

际经验，转变教育模式，促进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是

关系到民族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和破解中国

困局的关键点之一。

一、在借鉴中创立新教育观，教育成为国

家发展基石

中国走出发展困局的首要问题是创新教育观。
从国际实践看，现代教育观转变之核心在于教育是

读书应举还是服务社会，取功名做官还是学习技能、
服务社会需要？考察可见，西方现代教育观的形成

正是从中世纪转向大工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的

历史进程。欧洲中世纪教育沉湎于禁欲救赎，教人

信奉上帝；文艺复兴运动倡导张扬人性，主张教育培

育主体；新教改革倡导“因信称义”，肯定人改造现世

的作用，认为人会因受教育会读圣经有信仰而获得

上帝帮助，为此积极举办学校，教人识字学技术以求

获信仰及兴家致富，开始把教育作为人的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基础。工业革命爆发导火索被认为是英国

新教徒倡导教育有助识字学技，实施学徒制和私校

开设技术科目及开展技术培训所致；而工业革命又

反过来要求生产者必须具有技术，最终迫使改革原

本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有技术的生

产者。法国大革命破除旧教育观，发展技术教育；德
国正是在普法战争惨败后批判旧教育观，创立服务

工业的科技教育体系，推动了办教兴邦。
美国成功也 得 益 于 实 用 教 育 观 的 形 成。１９世

纪美国实用主义运动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功名教育观

及崇尚古典风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注重社会

功效和倡导服务社会的教育观。一是从教育的功利

观转向社会功效观。早期美国教育落后，教育功利

性很强，偏重培训亟需小技能；建国后美国开始突出

教育社会功效性，从成立文实中学，到西点军校改制

发展民用工程人才，再到大力发展理工科院校，南北

战争后先后推行五大教育创新，都重视教育作用社

会的整体功效。二是在强调教育功效过程中逐步形

成以功效为导向的服务社会的教育发展模式，开始

用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功效观来作为衡量教

育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办学准则。三是在倡导服

务社会宗旨下，逐步建立起一种面向社会需要的实

用型教育体系，把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基础。每

一战略规划都充分重视教育作用，调整专业，重视通

过教育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如美国２０世纪初大萧

条时期的教育改革，战后的《退伍军人法》对人才链

的形成、苏联卫星上天后颁布《国防教育法》重点培

养英才战略，１９８６年的《２０６１计划》乃至２００８年金

融危机下的教育改革等，都体现出把教育置于国家

战略地位的基本理念。
借鉴国际现代教育观，有助于变革中国传统教

育观念。中国自汉代起就形成封建阶级重视利用教

育维持封建社会稳定性的需要，逐步把独尊儒术、兴
太学和选士一体化，在官本位封建制度体系下，教育

成了“读书应举＝获得文凭功名＝官职＝厚禄”以复

制官本位体制的机器，强调教育读书应举之功能，时
至今日中国这种教育思维依然被认为天经地义。在

借鉴国际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有秩序地推动三个阶

段工作：一是积极借鉴国际新观念来参与中国教育

变革，二是在变革教育实践中创新理念，三是形成和

推动新教育观；以此推动三个方面转变：一是要从读

书应举转向服务社会，二是要从求功名转向求创新，
三是从复制旧体制转向开创新未来。重塑教育观才

可能使中国教育真正直面当前中国发展现实，强化

教育时代性，摈弃传统读书做官的功名教育模式，建
立起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动实用机制，强化教

育从低层次消费性投资转向为高科技生产性投资，
以实现 内 需 的 根 本 扩 大，对 破 解 发 展 困 局 有 重 要

意义。

二、创建现代科技教育体系，推动教育与

经济发展正联动

中国教育普及并未带来经济的同步发展，在于

未能破除传统学究型教育模式所致。对此应借鉴世

界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发展科技教育启动国家经济起

飞的关 键 性 经 验。英 国 正 因 为 新 教 教 徒“因 信 称

义”，积极普及教育、实施《学徒制》、创办工人技术教

习所和私校、积极发展技术科目等成为引发工业革

命的要素；拿破仑创办大批专科学校，成了法国崛起

的关键动力。德国１８０６年普法战争惨败后重推教

育改革，创立起从包括普及民众技术的各种技术培

训机构、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的区域工业学校网以及

培养高端基础性科技人才的柏林大学等科研型大学

的系统科技教育体系，赋予德国走向强国的最强有

力的发展动力，使德国自１９世纪中叶起科技成果超

过全世界的总和。如生理学，１８１０－１８３５年德国取

得６３项，其 他 国 家 共 取 得４３项；１８３５－１８６４年 德

国又取得１５６项，而世界其他国家仅取得５７项；到

１８６９年德国又取 得８９项，而 后 者 仅 取 得１１项，二

·５２·



战 前 德 国 科 学 家 获 得 诺 贝 尔 奖 项 无 疑 是 最

多的［４］（Ｐ１５２）。
美国走向世界霸主的关键也在于建立起完善的

科技教育体系。美国发达史就是一个科技教育发展

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从早期技术培训到创

办技术学校，从建国后的文实中学到１９世纪初改制

西点军校培养民用技术人才，再到创办具有历史意

义的伦塞勒理工学院，功效非凡。二是创办高等实

用科技教育。南北战争后，美国推行《赠地学院法》，
首创农工学院，大力培养应用性高等技术人才，后又

创办普及高 等 技 术 的 社 区 学 院。１８７６年 成 立 的 霍

普金斯大学首创研究生院，规模虽小但重视培养高

级实用研发人才。三是创建从全面普及到培养高端

研发人才的立体科技教育体系。二战后美国凭藉已

有的庞大应用性科技人才基础上，利用二战中收纳

的大批欧洲高级科技人才创办了一批高水平院校，
逐步建立起应用、开发与基础研究三位一体的科技

教育体系。
借鉴发展应用型科技教育，有助变革中国教育

历来重功名乃至连科技教育也追求所谓学术性的旧

习。中国历次扩大内需表明，变革教育是强化人力

资本是关键要素，否则那些以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来

扩大内需的 做 法，很 可 能 导 致 更 严 重 的 发 展 问 题。
中国人力资源总量虽大，但是拥有技能人才、工程师

和科学家的比例很低，高端科技人才指数仅是美国

的１／１２，劳力素 质 不 高；中 国 虽 然 已 发 展 成 为 高 等

教育大国，高校数量众多，但整体水平不高，尤其教

育模式与经济发展存在偏差。一是创建实用型科技

教育体系，包括四个层次：（１）推进全员普及职教技

能 运 动，中 小 学 至 少 开 设 一 门 职 业 技 术 技 能 课；
（２）创建与乡镇区及大型企业技术推广中心以及与

之合作的职业技术学校；（３）建立起以技术大学、专

本科职业技术院校以及创建系统的技术类专业学位

体系；（４）依据产业发展，创建以国家一级团队高端

研发型科技教育体系，从而形成一个从普及技能到

中等、高等，再到高端龙头研发型大学互动的一体化

宝塔型科技教育体系。二是建立科技研发引领产业

发展的战略格局。借鉴国际上利用培养科技人才来

引领产业发展的经验，把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相关产

业的投资重点，倡导与服务地方相结合的功能性（科
技）高教大众化。如制定支持高端产业科技机构、专
门科技研发以及专业村镇科技教育发展的政策，为

科技教育的转化提供完善的服务和保障；建立科技

研发、生产孵化基地、高科技企业与科技教育互动体

系，扶持大学 生 进 行 科 技 研 发 型 创 业；依 托 重 点 高

校，发展各地科研转化基地，使新科技研发成为带动

城市产业升级乃至广东发展的新生力量。三是推行

产业技术教育发展制度，建立企业投入科技教育机

制。借鉴美国等强化企业科技教育投入经验，制定

企业投 入 员 工 技 术 培 训 资 金 制 度（一 般 是 工 资 的

３％～５％），凡投资达一亿元以上的企业必须建立技

术培训机构，形成专业、产业、行业和就业一体化工

学互动技术教育体系。同时，还应制定产业技术教

育资助制度，如制定政府根据企业培训水平给予相

应的资助，以此建立培训带动产业发展机制和长中

短期互动的科技教育体系。此外还应建立规范的职

业技术职称制度。将技术培训与职称和薪酬挂钩，
提高个人更新技术、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三、服务社会，创建实用型教育发展模式

考察可见，发达国家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建立起

为国家发展的实用型教育体系。与欧洲国家走了一

条经济发展迫使变革原来浓厚的传统教育体系转向

以促进互动发展的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不

同，美国则是走过从荒芜流放地到逐步建立起创新

繁荣国家的新教育体系的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道

路。中国要学习欧洲批判学究的旧教育，转向服务

社会，更要学美国走发展实用型教育经验。
欧洲走向现代化进程，正是教育逐步走向服务

社会、建立起实用型体系的历程。早期英国推动教

育服务产业有力地促使工业革命爆发，但其实用性

只是如１５６２年的《工匠·徒弟法》及１６６２年的《济

贫法》，开设工人讲习所等低端层面上；法国拿破仑

关闭巴黎大学创办了许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实用

性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带来了法国的繁荣；但德国

却建立起比英法更系统面对产业实践的实用型科技

教育体系，形成从普及民众的初级技术教育体系和

中等工业学校网、高等科技教育以及高端科研型研

究生培养体系，形成利用技术普及支持高等科技研

发及承接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实现了基础研究与研

发及应用相结合。这是德国在丧权失地后痛下决心

打破旧学究型教育的革新成果。美国一开始就困于

人才奇缺，因此重视按实际发展教育，走过了从功利

性向功用性再到实用性的过程，逐步建构起与经济

发展相协调的教育体系。
依美国经验，建立国家实用型教育发展体系，主

要有三大内涵，一是推进教育的现代转型，坚持按本

国实际出发办教育，不盲目攀比世界第一，致力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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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服务本国经济需求教育体系；二是各个学科按实

际应用的要求办，不崇洋追古，坚持教育为现实经济

和社会发展服务，不超前更不能滞后，逐级不断向上

发展；三是重视科技教育，把科技教育作为教育的主

体，围绕科 技 教 育 设 计 相 关 的 人 文 知 识 予 以 辅 助。
美国从早期移植欧洲技术培训，到１８２４年创立理工

学院，南北战 争 后 首 创 农 学 院、工 学 院 及 初 级 学 院

等，发展高等实用性科技教育，这既使美国把职业技

术教育提高到高等教育水平，全面提升高教服务社

会能力，还有效地推动了高等技术教育普及化。美

国１９世纪末成为世界首富时其研发型科技人才占

技术人才总数 不 足０．１％，但 正 是 这 些 被 欧 洲 讥 笑

为放 牛 娃 大 学，使 美 国３０年 间 一 跃 成 为 世 界 首

富［５］（Ｐ８）。直到二战后，美国在战时大量接纳欧洲科

学家基础上才开始重点发展高端基础性科技教育。
而且美国科技研发机构重点在企业占８０％，而中国

重点却在高校占７４％，这是中国长期科研成果转化

率很低的重要原因。
以上可见，中国建立实用型教育体系首先强调

服务本国发展，按本国实际办学，这也是国家教育发

展的核心指导方针。其次是发展与产业密切联系的

学科专业，随产业升级有计划发展高端科技，而不应

盲目强调一流。中国走向大国需要积极推行实用型

科技教育体系，走出目前两大误区。一是整个教育

体系中科技教育比例较低但却仍在强调发展综合性

研究型大学，致使科技要素不断减少；二是中国科技

教育中过于偏重学术性而不注重实用，即看不起实

用型的科技教育，认为实用性教育水平低，不喜欢应

用型院校或不录用相关院校毕业生，动辄标榜只录

用“２１１”或者“９８５”院校毕业生，甚至一些街道供电

所之类小企业也标榜只招清华北大毕业生。为此，
制定相关政策推动高校面向产业实际，突出发展实

用型科技教育是中国走向大国最重要的工作。

四、倡导教育公平，强化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国际主要发达国家重视

人的教育权利和教育均衡发展，为每个人提供平等

的教育机会。一是依据社会发展，循序渐进地推进

教育平等，建立规范性公办学校教育制度，所有公校

都应按规范标准办学，避免城乡教育差距。二是把

建立高效教育行政看成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注重发展有效率的服务型教育行政管理，在倡导教

育公平中坚持教育自主，发挥各校办学积极性，提供

本地区最适合的教育，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美国早期私校为显贵者服务，为此１８世纪建国

后国家首创文实中学，克服欧洲文法与实科学校双

轨制弊端，１９世 纪 初 发 起 公 校 运 动，致 力 于 人 人 平

等接受教育，在公平条件下共同发展。２０世纪初针

对发展职教需要，再次创办综合中学，实行校内按学

生发展秉性 有 效 自 主 分 流，推 动 公 平 的 均 衡 发 展。
同时，允许私立学校利用不同资源创办有特色的学

校，形成公私立学校互动互补的发展格局。为了发

挥各州及各地办教积极性，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学区

三级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与１９８０年成立的

联邦教育部宏观调控形成互补关系。中国应借鉴国

际教育分权、地方为主和民间参与及法制监督的管

理经验，发挥教育自主的主体性。一是克服官本位

下的中央教育集权体制，摈弃教育行政化以及三六

九等的重点教育政策的弊端，在统一均等调配资源

下，实行规范 性 办 学；二 是 克 服 按 区 域 分 配 资 源 政

策，转变重高教、重硬件、重城镇重点校以及重名教

师的教育投入方向，实行国家教育资源为主、按经济

发展水平需要逐步协调发展，把教育均衡发展与区

域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三是强化教育投入

为重的均衡发展策略，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

斯．海 克 曼 研 究 表 明，１９９５年 至２００２年，中 国 每 年

用于教育投入的资金占ＧＤＰ为２．５％，而物质投资

则高达３０％。同 期 美 国 分 别 是５．４％和１７％，韩

国是３．６％和３０％，即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投资比

例上，中国１∶１２，韩国１∶８，美国１∶３。这种差别

是造成教育不公和非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６］。

五、设计科学选拔制度，不拘一格选人才

中 国 学 生 评 价 及 高 考 注 重 一 次 性 闭 卷 统 一 考

试，唯分数是瞻。这种统考制号称分数面前人人平

等，重视形式公平，但违背教育规律，是导致应试教

育现象严重，造成文凭教育和教育恶性竞争的根源，
甚至使优质教育异化为优质考试教育，严重背离素

质教育宗旨，也 是 导 致 教 育 功 利 化，择 校 风 越 演 越

烈，教育资源严重不均，两级分化愈益严重。为此，
应当借鉴国际学生学业评价优点，一是突出学生本

位，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和责任意识。重视评价中让

学生通过解决问题学会学习、自我发展，自主发展多

方面潜能和彰显个性［７］。二是实行多元化考核。积

极借鉴国外经验，如美国无论是平时学业还是高考

升学，都重视多元化考核学生，既有命题考试，又有

平时成绩，还要有个人自我鉴定、兴趣爱好、导师推

荐、社团活动、科技发明创新、社区服务经历等，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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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核学生发展，以此来甄别选拔学生。三是考

试与考核相结合，多元自主招生。吸取美国“大学入

学考试委员会”（ＳＡＴ）和高等教育测试中心（ＡＣＴ）
举办全国性“学术性向测验”重点考察能力的做法，
为大学录取新生提供学科测试成绩，对背记书本知

识和机械记忆的偏向。特别是每年举办３～４次考

试可以让学生依据自己情况灵活报考，取自己满意

的分数结合相关条件选报不同院校。同时，也可以

借鉴美国部分传统大学的选拔性招生，按报名择优

录取和社区院校开放性招生，鼓励优秀学生继续升

学转学到更高级院校继续攻读等经验，取消按一次

性考分排名的统一招生制度。
总之，创办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型教育体系，是真

正破解中国发展困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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