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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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聚焦

这 5 年，中国教育跃居世界中上
2017年 10月 18日 -24日，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报告不仅回顾了过去 5

年的辉煌成就，还为 13亿中国人民描绘了催人奋进的美好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部署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政策措施，中国教育事
业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一串串数据向你展示过去 5年中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巨幅画卷。

自 2012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突破 2 万亿元、 占 GDP 比
例首次超过 4%以来， 我国教育
走向快速发展之路，《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关于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等一系列举措，助推教育托起中国梦。

真金白银投入迎来教育大发展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 中国教育

投入已经在 2012年以后超过了 4%。 2016 年
全国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
的教育经费， 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
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
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总投入为 388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7%。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为 31373亿元，比上年增长 7.36%。

增加投入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数据显示，我国在师资培训上投入大量

资金，培养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
伍。 例如，国培计划 5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
入 93.5 亿元，培训超过 900 万人次。 旨在提
升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 如今已累计培训中小学教师
940 多万人次。 对于职业院校教师，中央财政
每年投入近 7 亿元，组织 25 万名职教教师参
加培训。

尤其是西部中小学教师， 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 2013 年以来，中央财政核拨奖补资金
112 亿元，惠及 130 多万人。 自 2013 到 2016
年，中央财政投入 217.9 亿元，在国家层面招
聘农村特岗教师 28万人。 与 2012年相比，农
村特岗教师的工资性补助标准，西部地区从年
均 2.7万元提高到 3.46万元， 中部地区从 2.4
万元提高到 3.16万元。

加大资助力度让学生人生都出彩
数据显示， 从 2011 年至今，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591 亿
元，从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做起，实施营养
改善计划， 包括实施国家试点、 奖励地方试
点、改善就餐条件和补助困难学生。 其中，营
养膳食补助资金 862 亿元， 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429 亿元， 食堂建设资
金 300亿元。地方财政也加大投入，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地方试点地区仅营养膳食补助一
项就支出了 230亿元。

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可谓空前。 仅
2016 年， 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超过 9000 万人
次，比上年增加 692.87 万人次，增幅达 7.6%，
资助金额超过 16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28.51
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年期间，全国累计
资助学生达到 4.25 亿人次、 资助金额达到
6981 亿元，累计资助资金和财政投入都比上
一个 5年周期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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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动与国
家战略对接，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济建设主战场、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过去 5 年间， 以中国高校科研创新为基
的“中国制造”，正在见证中国的崛起。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
高校获奖数占全国总数 70%以上， 产出社科
重大成果比例占全国 80%以上， 专利申请数
年均增长 20%左右。 高校智库也在为国家重
大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 高校承担各类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 134 万多项， 出版著作约 11
万部，发表论文 131 万篇，提交各类咨政报告
4.3万篇。

以 2016 年的国家“三大奖”评奖结果为
例，全国高校获得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28 项， 占授奖项目总数 42 项的 66.7%。
全国高校获得 2016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
项目二等奖 38 项， 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47

项的 80.9%；专用项目评出一等奖 3 项，高校
获得 2项。 全国高校获得 2016年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通用项目 106 项（特等奖 1 项，一等
奖 7 项，创新团队奖 2 项，二等奖 96 项），占
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 80.3%。 其中，高校为第
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 64 项（一等奖 3 项，
创新团队奖 2 项，二等奖 59 项），占通用项目
授奖总数的 48.5%。

加强新型智库建设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
2014年 2 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

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布局全国 66 所高
校的 151 个重点研究基地形成明显优势特
色，推动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升级。 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
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
国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 6 家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
库建设试点单位。

复旦大学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战略
发展，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科研人才集中的优
势， 在 2016 年向上级部门上报各类专报 500
余篇， 并协同其他机构专家上报专报 150 余
篇， 相关成果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领
导批示达 30次以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两
个月后，西北政法大学组建了“丝绸之路区域
合作与发展法律研究院”。 作为国家决策咨询
机构、 高水平法律研究机构以及高端特色法
律智库， 该研究院已向外交部、 教育部提供
“一带一路”法律咨询意见数份，并派员参与
外交部“一带一路”重大法律文件起草工作和
相关国际公约谈判。

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创新驱动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将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
社会各界共识和行动。

2015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施一公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捕获了真核细
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
并阐述了剪接体对前体信使 RNA（核酸）执
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实现了生命科学领
域的重大原创性突破。

2012年，由北京交通大学牵头，联合西南
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组建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 5
年来， 中心成员单位共承担轨道交通领域各
类科研项目 4000 余项，其中高速铁路供电综
合监控技术与设备、 牵引供电关键设备安全
运行检测技术与应用等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截至 2015 年底，中国高铁
的运营里程超过 1.9 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运
营里程总数的 60%以上。 高校对中国高铁技
术领跑世界、走出国门起着重要的承载作用。

（本报综合新华社讯、《中国教育报》等）

教育机会不断增加
2016 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

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104%，超过
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6年
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7.5%，比
2012 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高于中高收
入国家 83.8%的平均水平。

学前教育跨越发展
2016 年，全国幼儿园达到 24 万所，

比 2012年增加了 5.9万所，增长 32.6%；
全国在园幼儿 4413.9 万人， 比 2012 年
增加 728.1万人，增长 19.8%。 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 77.4%，5 年提高 12.9 个
百分点，提前完成了《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确定的 70%基本普及目标，也超过了中
高收入国家 73.7%的平均水平。

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得到巩固
2016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3.4%，比 2012 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普
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
2016 年初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93.7%，比 2012年提高 5.3个百分点。 绝大多数
初中毕业生都能升入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
学习，新增劳动力绝大部分接受过高中阶段以
上教育。

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迈进
2016 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3699 万人，

比 2012 年增长 11.2%，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
的比例达到 2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比 2012 年提高
12.7个百分点， 提前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
40%的目标。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
教育体系， 全国有 1.2 万余所职业院校开设了
约 10万个专业点， 年招生规模 930 余万人，在
校生达到 2682万人，每年培训上亿人次。 每年
约有 280万个家庭通过高职实现了拥有第一代
大学生的梦想，实现了教育代际向上流动。

继续教育体系进一步健全，民办教育发展
壮大。 2016年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
863万人次，比 2012年增长了 1.2倍。民办教育
不断发展壮大，2016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
学校 17.1 万所，比 2012 年增长 22.2%，各级各
类民办教育在校学生 4825.5 万人， 比 2012 年
增长 23.4%。

过去，人们常说“有困难，找
片儿警”； 时下，“教育片儿警”正
在成为家长群里新的流行语。“教
育片儿警”———责任督学的出现，让无数家长
感慨多了个“知心人”。 如果对学校的教学、管
理有意见，家长都可以找他们反映、投诉；如
今，全国超过 99%的学校有了“教育片儿警”。

依法治教?改革与法治是“鸟之两翼”
这 5 年，教育部加强督导体系建设，全面

强化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大功能，让老百
姓切身感受到教育改革成果。

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1824 个县（市、区）
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均衡督导评估认定， 继上
海、北京等 5 省市之后，又有广东、福建 2 省
全部通过认定。

这 5 年，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到《民
办教育促进法》，教育部配合全国人大完成了
教育一揽子法律的修订工作。 2016年修订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 确立了非营利与营利分
类管理法律依据， 从法律层面破解了多年来
困扰民办教育发展的法人属性、产权归属、扶
持政策等瓶颈问题。

这 5年，从《职业教育法》到《校企合作条
例》，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案到
《国家教育考试条例》，从《学校安全条例》到《学
前教育法》，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或正在调研起
草，或修订完成，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更为健全。

这 5年，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的高校内部治
理体系，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章程制定核准工
作基本完成。
啃“硬骨头”?牵住招考改革这个“牛鼻子”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是重点、难点，也是公
认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十八大
以来，自恢复高考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招生计划分
配、考试内容和形式等 5 大方面，明确改革主
要举措。

随后，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完
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关键配套文件相继出台。

截至 2016年，31个省（区、市）均已形成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7年，上海、
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启动后的首批高中毕
业生参加高考，两地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与此同时，高考加分项
目得到有效清理规范，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全部取消，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 63%。

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取得重要进展，2016 年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人

数占当年高职招生计划总量的比
例从 2013 年的 43%提高到 50%以
上。

启动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为依据的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中考加分得到有效规范，同时注重考查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唯分数论”正
在被打破。

简政放权?政府不越位不缺位
这 5 年，教育领域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

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教育“放管服”
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教育部深化“放管服”
改革，累计取消下放 15 项部本级教育行政审
批事项，取消所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
2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取消 11 项中央
指定地方实施的教育行政许可事项。

2015 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年）》出台。 到 2016 年，乡村教师补助中
央奖补资金增至 30 亿元， 比 2015 年增加
30.4%，覆盖 573 个特困县，惠及 100 多万名
乡村教师。 2016年 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
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的若干意见》，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加快
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 统计显示，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得到全面
改善， 覆盖了全国 2600 多个县近 22 万所义
务教育学校。

教育改革奏响最强音

中国教育向社会交出漂亮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