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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并将其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建设学
习型社会，并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为了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教育部社科司设立了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
务“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项目，并委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朱新均会长牵头开展此项研究。
本项目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本课题研究，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力求反映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建设特性；既要阐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又要提出
其前瞻性思路，以及可供行动的对策措施。
　　课题研究，紧紧围绕“建设”这个主题，沿着为什么建设学习型社会、什么是学习型社会和怎样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内在逻辑与技术路线展开。
其中，为什么建设，是回答建设的缘由；什么是学习型社会，是回答建设的理论基础；而怎样建设，
才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主要价值之所在。
　　本研究是一项国家宏观层面上重大的社会建设应用性研究课题。
课题的性质、定位和复杂程度决定了本研究必须坚持多种方法相结合原则，实施复合型的“立体式”
研究。
整个研究坚持“五个相结合”原则，即理论指导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原则、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
原则、中国特色和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的研究原则、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课题研究和推
进建设相结合原则，力求做到结论科学、论据充分，思路具有前瞻性，分析具有针对性，对策具有实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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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朱新均会长主持的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和全国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共2册)。
该课题立足于宏观层面，是针对重大社会建设的应用性研究，旨在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建设学习型社
会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以反映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建设策略为原则
，既阐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又提出前瞻性思路和可行性对策。
中央和有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人员参与了该课题研究。
    本册内容由课题总报告和案例组成。
总报告共10章，分别阐述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背景、理论基础、国际经验、现实基础、战略构思及若
干对策；案例则以呈现各地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为主，并适当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本书读者以关注和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各级、各领域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和实践工作
者为主，也可供热心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其他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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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二节　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重点和特色    第三节　我国建设学
习型社会的基本战略和空间布局　第六章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对策(1)——高度重视终身学习文化
的营造    第一节　营造终身学习文化的战略意义    第二节  营造终身学习文化的主要策略    第三节  营造
终身学习文化的主要举措　第七章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对策(2)——科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第
一节　形成科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社会共识    第二节　协调发展构成终身教育体系的各类教育    第
三节　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构建终身教育“立交桥”　⋯⋯第二部分　案例附件　课题级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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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业化进程与信息化进程的同步叠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门类较齐全、发展较完善的经济体系；进入改革开放
新时期后，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从经济总量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
1996年，美国GODP达到7万亿美元。
日本、5.1万亿美元，我国仅有0.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还不到日本的七分之一。
若按人均GDP计算，我国只能排在世界各国的第149位。
③这其中，我国工业化发展程度低是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分别于几十年前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先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国到20世纪末仍处于工
业化中期，工业体系从总体看仍存在规模不足、结构欠佳、体制不顺、装备陈旧、技术落后、效益低
下等严重问题，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工业化程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以1998年为例，有2.6亿人口的美国，工业总产值22562.5亿美元；有1.26亿人口的日本，工业总产
值19241.4亿美元；我国12.48亿人口，工业总产值却只有4728.26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
本的四分之一。
④所以，要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工业生产就必须在机制转换、规模扩大
、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国际接轨诸方面狠下工夫，争取尽早实现工业化。
　　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信息化的浪潮，我国经济又不能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
老路，否则，我国与发达国家业已缩小的差距会被再次拉大。
所以，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我国又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举
措。
我国的信息化建设首先是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发展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努力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同时我国还强调后发优势，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动社会各行各业的现代化：要用以电子信息
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提高各类产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在全社会广泛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l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使社会管理、生产经营、商业贸易、公共服务、
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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