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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新时代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定位



“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

力提高国民素质。”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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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2020年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主题将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要紧扣公平和质量，深化管理体制、办

学机制、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促进学前教

育普惠发展、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普

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打好教育扶贫

攻坚战，提升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

教育水平，为每个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

件。”

刘延东：加快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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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操作性上考虑
政策建议

“下一步，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教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

的表现形式，抓主要矛盾，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

新期待，落实好十九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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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生：研究教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形式

“重点工作一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二是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三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四是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

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五是提高教师

素质，在全社会倡导尊师重教。六是完善资助体系，决不

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七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办好继续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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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操作性上考虑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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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平：奋力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办好学历继续教育

严格专业设置管理，制定出台深化改革政策，推进各类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提高质量、规范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学历继续教育的多

样化需求。

办好非学历继续教育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等各类教育资源作用，面向各类在职人

员和一线劳动者，广泛开展以提升职业能力为重点的各类培训。

办好老年教育

全面实施《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整合资源，健全

网络，以幸福生活、长者风范为宗旨，加快发展老年教育，推动实现全民

教育、终身教育。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发挥教育优势，全面推进城乡社区教育，持续推进学习型城市、学习

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建设，推动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和

继续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教育思想为指导，突出问题导

向，启动新一轮试点试验，形成

中央决策部署与地方实践探索上

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要突出协调发展，注重

补齐继续教育短板，建

设学习型社会。

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

际出发、从规律出发，抓

住关键、突出重点，切实

让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香

起来、亮起来、忙起来、

强起来、活起来、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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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推进会



总体定位：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发展目标：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高等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定位

中国国家现代化

中国教育现代化

学校教育现代化 继续教育现代化

结论：高校是集聚知识、人才和资源的高地。高等继续教育是继续教育的重

要阵地，高等继续教育现代化是继续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第 二 部 分

未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研判



历史
创建与起步（1949-1965年）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阶段

1 2 3 4 5

破坏与扭曲（1966-1976年）

恢复与振兴（1977-1985年）

改革与发展（1986-1999年）

挑战与转型（2000年至今）

结论：

1.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完成了文革一代学历补偿任务

2.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定位出现了“飘移”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招生的数量比较

结论：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做

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总体发展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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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总规模依然庞大，增长率下滑；大部分地区规模下滑、招生困难。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总体毕业生规模分析



结论：普通高校是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力量，覆盖函授、夜大、网络教育

普通高校是开展函授、

夜大教育的主要力量

函授、夜大教育与网络教

育、自学考试三分天下

随着独立设置成人高校

的关停、转制、重组，

普通高校在函授、夜大

教育中独占鳌头

函授、夜大教育呈现

出结构性特点

函授规模大于夜大规

模 ，本科层次规模小

于专科层次规模 。

以2014年为例，函授夜大

毕业生数210.9万，网络教

育本专科毕业生数166.1万，

自学考试本专科毕业生数

77.4万，首次报考人数

117.1万，在档考生人数

7081.8万。



数据来源：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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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现存问题与发展困境

讨论：未来我国高等继续教育何去何从？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OECD教育发展水平报告

计算方式：各阶段受教育人口/总人口*100

我国与OECD国家受教育水平比较——15-64岁分年龄段

观点：在国际高等教育参照系下，在分析国内人民群众高等教育需求的前提下，
在高等教育整体改革发展背景下，审视未来高等继续教育将何去何从。



第 三 部 分

未来高等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考



探索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尝试继续教育的网教、夜大、函授“三教”融合、利用大数据探索个性化教学、寻

求更好地制作和利用 MOOC资源、探求合作网上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利用互联网改革学校管理体制等。

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

开放共享 普惠全民

远程教育、继续教育转型：

提高质量融合创新

走向未来学习乐园 ：

构建终身学习的生态圈

葛维威：新时期远程教育、继续教育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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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新走向

在办学格局方面，发挥三大主体

的办学作用并优化整体办学结构

在办学体制方面，转向开放、衔接、融通

在办学机制方面，转向自主化、

差异化、特色化
1

2

3

4

在办学模式方面，转向规范、品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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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机构

1.逐步实现函授、业余和网络教育等融合发展

2.加快推进普通高校学历继续教育混合式教学

3.强化规范和质量意识，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4.成立高校继续教育领导和督导机制

5.建立继续教育管理负面清单制度和激励制度

6.规范教学点建设质量与规模

7.定期开展继续教育示范基地评选与特色优秀案例征集活动

8.推行弹性学制，鼓励宽进严出的人才选拔模式

9.与各类办学主体密切开展合作

10.加强领导力发展与队伍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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