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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内内容容容容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在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本书从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入手，依据教育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中长

期战略，即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需求导向增进效益。在正确

的战略指引下，加大对教育的公共资源投入，通过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中国教育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

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延续人口红利，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而且还可以借助机会上的均等，改善收入分

配，实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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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文章摘要文章摘要文章摘要     

  中国教育发展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教育再上新台阶，发挥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作用，是全

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社会经济转变或者教育发展规律，都要求中国教育进行战略性抉择。 

  根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这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

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社会养老负担显著提高。保障劳动力供给客观上要

求未来考虑提高退休年龄问题。而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教育是为迎接老龄

化做必要的准备，或者说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本书从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入手，依据教育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国教育和发展的

中长期战略。具体来讲，就是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需求导向

增进效益。其中，教育深化是指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扩大规模指增加人均受教

育年限；资源整合是指充分调动家庭、社会和财政的教育资源，并进行有效配置；竞争开放包括打破垄断，实

现社会办学，也包括激励机制和“政企分开”；需求导向是把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引导作用，通过教育部门追求

效益的动机发挥出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正确的战略指引下，通过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中国教育发展不仅可以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延续人口红利，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而且还可以借助机会上的均等，改善收

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我们的研究表明，制造业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

17%。如果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提高17.0%，农村劳动力提高21.1%。教育不均等是劳动

者机会不均等的重要表现。除了增加教育公共资源投入外，教育增量资源倾斜分配实现教育均等化，将有助于

缩小劳动者的报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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