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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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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昌君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教育、科技、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

面的竞争格外加剧。一国竞争力的基础在于教育和经济，因此，有人说 21 世纪是新

“double-E”（即 Education 与 Economy）的时代。我国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重视教育和经

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迅速，各级教育规模均成为世界第一，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和经济更是取得了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非凡成就，举世瞩目。这十年，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促进、关系协调、共同发

展，发挥了高效率，产生了好效益。 

教育与经济比翼双飞、不断突破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阶段均上升至“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教育和经济双双进入“快速度、大幅度、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

成就。2019 年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既是新中国成立的 70 周年，也是

高校扩招的 20 周年。这一年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要一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 1 万美元，经济发展迈上了更高阶段；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 5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在同一年里，教育与经

济的发展阶段均取得突破性提升，教育与经济可谓比翼双飞、齐头并进。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贡献均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半壁江山”，进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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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凸显期。这十年（2012-2021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人均国民收入

总值（GNP）总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都占改革开放四十四年（1978-2021 年）总成

就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 GDP 总量总计为 1446 万亿元（按 2020 年不

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52 万亿元，占比为 58.9%。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

人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钱包”鼓了，衣食住行更加富足便利。从人均 GNP

来看，1978 年以来四十四年的总计为 107.8 万元（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

年的合计为 60.9 万元，占比为 56.5%。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教

育的需求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大幅度地

提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 1978-2021 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总

计达到 15366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033 万人，占比为 52.3%；我国研究生招生规

模总计达到 1313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800 万人，占比为 60.9%。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实现“双超越”，均超过了世界平均

水平。对于人口规模在两千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水平想要赶上发达国家是十

分艰难的。1978 年以来，我国是人均 GDP 增长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最快的人口大

国之一。这十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排位中，双双超越世界平均水平，

向更高的目标大步前进。2014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

到 41.3%，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6.0 个百分点。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也首次超过了世界

平均水平，达到 12551 美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34 美元。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实现“双

超越”，进入了世界各国竞争的“上半区”，这是质的飞跃。 

经济支持教育发展的贡献突出 

这十年，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为教育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2018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

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

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这十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这

也是强劲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体现。2012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超过 2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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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GDP 的比例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超过了 4%，达到 4.3%。2014 年 9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2012 年以

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这是很大的一件事。”这

十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不仅达到了 4%，而且一直维持在 4%以

上，成就斐然，实属不易。在 1992-2021 年间的三十年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

计约为 51.1 万亿元（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2021 年的数据是估计值），其中这十年的

合计为 35.2 万亿元左右，占比约为 68.8%，即这十年的合计是十八大之前二十年合计的

两倍多。 

这十年，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

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创新离不开创新人才，而创

新人才培养主要责任在高校。为此，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近年来一批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亮点的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正逐步形成。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时对“双一流”建设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令人欣慰。”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已由外延式发展阶段

转向内涵式发展阶段。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这十年，我国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的高学历人力资源，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毕业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在 1978-2021 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

本专科毕业生规模总计达到 12414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7179 万人，占比为 57.8%；

我国毕业研究生规模总计达到 926 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 598 万人，占比为 64.5%。 

这十年，我国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显著提升，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增幅占改革开放以来总增幅的一半以上。就业人员的人均 GDP 是衡量劳动生

产率的主要指标。按照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就业人员的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6302 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147120 元，总增幅为 140819 元，其中这十年的增幅为 71706 元，

占比达到 50.9%。这十年，我国 GDP 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而同期我国就业人员的绝

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双降”，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

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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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我国高校产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党的十八大以来，60%以上的国家

科技三大奖励由高校获得，全国 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由高校承担。各种重大科研成果的主产地集中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身上。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

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

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清华大学的“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类脑天机芯片及类

脑计算系统”、北京大学的“植入前胚胎发育机制与遗传学诊断新方法”、中国科技大学

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等高校所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国家“卡脖子”技术

领域的创新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十年（2022-2032 年），我国教育与经济都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稳步提高，

取得更大的成就。未来十年，我国人均 GDP 非常有希望达到 2 万美元以上，踏进“入

门发达国家”行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 70%，进入到普及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我

国将更加接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更加迫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要完成上述目标，我国将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的严峻挑战。新冠疫情的负面

影响持续不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

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和改善。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凝心聚力，团结一致，改革创

新，协调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持续增加教育

经费投入，进一步促进资源配置均衡和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强力推进

教育强国建设，以教育强国助推经济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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