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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报告由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牵头，国内的中青年教育专家合作研究撰写。
全书由总报告、23篇专题报告、年度教育大事记，以及由重要教育文献、经典文本等组成的内容丰富
的附录构成。
2008年的《教育蓝皮书》第一次增加了反映香港和台湾教育的内容，丰富了教育观察的视角。
　　200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正在形成
风气，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顺利推进，国家建立了新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实
行师范生免费政策，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据对城乡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公众的教育满意度有所提升，满意度均值为3.538分，各项指标的满意
度都在3～4分之间，即公众的教育评价介于“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
　　与此同时，教育发展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也很多。
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正在艰难地推进。
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之后，教师问题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突出问题，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
则成为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围绕农村民办学校能否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以及对民办高等学校的加强管理，民办教育政策再起波
澜。
高等教育正在进入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轨道，但由于治理结构并未改善，高校贷款风波、高度行政
化弊端、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等问题仍在继续暴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研究认为，当前教育公共政策的调整，主要还在增加投入、改善教育资源配置、治理乱收费的层
面，政府治理的改善尚未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
传统的管理体制、陈旧的决策行为，致使教育政策领域出现新旧杂陈、参差不一的状况。
有些政策行为透露出集中权力、强化行政控制的趋向。
有些决策过程十分仓促、很不透明，缺乏民主化、公开化的决策程序。
　　研究认为，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
想的教育。
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逐渐转移为以内部问题为主，正在由硬件建设转为以“软件”的更新、提升为主
。
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如何确定下一阶段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
想的教育，亟待通过解放思想、公开讨论，形成改革共识。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家将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界需要贯彻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失时机地推动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改
革，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视野中，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
设相合拍的、能够兴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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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 报 告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杨东平　　(五)公众的教育满意度有所提升　　21世纪
教育发展研究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07年9～11月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应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北京、沈阳、上海、西安等10大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
乐、辽宁锦州北宁等7个小城镇，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湖北武汉黄陂等8个
农村地区共5049个样本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
调查使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比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
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
　　调查显示，伴随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等教育公
共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教育的评价，公众的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问卷所调查的16个问题的满意度均值为3．538分，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在3～4／7)"之间，即公众
的教育评价介于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
超过五成的公众比较满意或很满意中国教育，高满意度群体比例平均为57．4％，低满意度群体比例平
均为12．6％，约三成的公众做出了“一般”的评价。
　　依据各指标的满意度得分排序，我国教育状况、教育改革的进展、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政策落
实情况三项指标排在满意度分值的前三甲。
而高校的学费标准、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成效、中小学校“择校热”改善的情况则居于末三位。
　　公众教育评价的基本特点是男性对教育状况的评价高于女性；56—60岁公众对教育状况的满意度
最高，而46～55岁公众的教育状况满意度最低；公众的学历层次越高，对教育状况的满意度越低；农
村公众的满意度基本高于小城镇，而小城镇公众的满意度基本高于城市。
农村和小城镇公众提高了高满意度群体比例。
不同类型职业群体的城镇公众对教育评价不一。
根据全项指标的不同职业满意度，在校学生的不满意程度最高，而军人／警察的满意程度最高，并且
高于农民。
在城镇中，收入稳定或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对教育的评价一般好于收入不稳定或收入较低的职业群体
。
　　对于“教育改革最应该在哪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的开放性提问，公众的主要意愿是解决教育
领域中各种具体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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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任主编，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国际视野和民间立场，不仅仅是理论分析
和现实批评，更有令人信服的数据和对比研究。
全书由总报告、23篇专题报告、年度教育大事记，以及由重要教育文献、经典文本等组成的内容丰富
的附录构成，2008年的《教育蓝皮书》第一次增加了反映香港和台湾教育的内容，丰富了教育观察的
视角。
　　200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建立了新的国家资助体
系，在农村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球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与此同时，教师问题正在成为新的瓶颈，教育品质、教育质量、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高等教育的治
理等问题突出。
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转向内部，从硬件建设转为以软件的更新、提升为主。
这需要形成改革共识，促进政府转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
 本书第一次增加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教育内容，丰富了观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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