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同时也是

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的黄金时期。《国

家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指导教育发展，监测教育进

程，以教育改革为先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现代化。其目标是全面开发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

源，全面投资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把教育大国建设

成教育强国，把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

把文盲充斥人口大国建设成人力资源强国，把人才

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才资源强国，为2020年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奠定人力资源和国民素质基础。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教育现代化，有

着强烈的中国基因和社会主义特色。一方面，通过

广泛吸取西方现代教育的精华，充分结合中国传统

教育的优秀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

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现

代化是高效的、跨越式的教育现代化，体现社会主义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一、从 文 盲 充 斥 大 国 到 人 力 资 源 强 国

（1950-2020年）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就是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全体中国人

民自身的不断现代化。具体表现为他们的各种人力

资本（受教育年限、技能经验、专业化程度和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人力资本

相对差距迅速缩小，并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力资

源国家。
1950年以来，世界各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从3.17年增加到2010年的7.76年，其中发展

中国家从2.05年增加到7.09年，发达国家从6.22年增

加到11.03年。[1]1960-2000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年

平均增长率为3.48%，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为

0.94%）和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为0.81%）。由此来

看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变迁：由建国初期15岁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相

当于1/3-1/2，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差70-80%；到

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10年中

国已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

明显降低。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中国总人力资本加速增

长，不仅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人力资

本水平明显提高。195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为3.3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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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到1980年上升为31.22亿人年，这一时期年平

均增长率为7.7%，这是因为1950年的起点太低，平

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年。到2010年，已达到98.96亿人

年，相当于1980年的3.1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

这是因为1980年的起点较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

达到了5.33年。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人力资源

大国，这成为中国最大的发展优势。从占世界比重来

看，1950年中国只占世界的6.9%，到1980年达到

24.1%，2010年进一步提高到27.3%，到2020年这一

趋势还将继续提高到28.2%，中国通过人力资本的

开发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下降带来的负面效应

（见表2）。

计算数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系作者
计算。世界平均受教育年限系来源于Robert J. Barro &

Jong-Wha Lee,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NBER Working

Paper 15902.

表2 中国总人力资本及占世界比重（1950-2020年）

如果把中国与美国对比，就会更加明显地体现

了中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迅速迈进的步伐。根据安格

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

格）计算，1950年中国人均GDP为448美元，仅相当于

美国的4.7%；根据我们估计，1950年中国15岁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相当于美国的11.9%。
而后中国开始了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和“教育追

赶”，到198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61美元，相对美

国为5.7%，仅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中国15岁以上人

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 提 高 至 5.33 年 ， 相 对 美 国 为

44.3%，提高了32.4个百分点，可以认为，中国的教育

追赶远比经济追赶更显著，这也为之后的经济起飞

创造了“教育红利”。1980年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

段，加速了经济追赶，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

7822美元，相对美国为25.6%，比1980年提高了19.9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中国也进入教育发展黄金时期，再次加速了教育追

赶，到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9.9年，相对美国为75.6%，比1980年提高了31.3个百

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见表3）。

说明：系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950-2010年美
国 数 据 引 自 Barro and Lee Dataset, http://www.barrolee.

com/data/dataexp.htm. 2020年美国数据系作者估计；中国数据
系作者计算；人均 GDP数据 1950-2000年数据：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2010-2030年美国和中国数据系作者估计。

表3 中、美人均GDP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及中国
相对美国追赶系数（1950-2020年）

中国对美国的教育追赶是人类历史上更大规

模、更具重要意义的现代化追赶。1950年，中国

15-64岁人口数是美国的3.3倍，总人力资本 （指

15-64岁人口数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 只有美

国的38.8%；到197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超过了美

国；到201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相当于美国的3.60

倍；到202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将达到美国的3.85倍

（见表4）。这就为中国全面追赶和超越美国奠定了最

重要的总人力资本基础。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追赶美国的过程

中，教育追赶速度快于经济追赶速度，充分体现了教

育追赶优先于经济追赶；此外，教育追赶系数始终高

于经济追赶系数，充分体现了教育追赶明显促进了

经济追赶。这两个发现表明，中国属于教育优先型现

代化特征，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一是因为教育追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的作用，

而经济追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作用；二是因为教育

追赶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而经济追赶可能会加

大经济不公平，进而也会不利于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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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总人力资本=（15-64岁人口数）×平均受教育年
限。

计算数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

org/unpp. 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系作者计算，美国平均受教育
年 限 来 自 Barro and Lee Dataset,http://www.barrolee.

com/data/dataexp.htm.

表4 中国、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力资本（1950-2020年）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到

2013年12月，中国已经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440所海外孔子学院及64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各

国孔子学院和课堂注册学院总数共计85万人，40多

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开放式地发

展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

要桥梁，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软实力。
在吸引海外留学生方面，根据教育部统计，1950

年我国接受了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

改革开放以后，来华留学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2010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

次突破26万人。其中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

生总数的66.32%，排名第一。欧洲、美洲、非洲、大洋

洲分列二至五位。来华留学生人数名列前十的国家

是韩国、美国、日本、泰国、越南、俄罗斯、印度尼西

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中国已经成为亚

洲地区最大的海外留学生吸收国之一。当中国高等

教育在校生数大大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在

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

空间。数据显示，外国来华留学生数从1996年的4万

人增加至2013年的35.6万人，17年的时间增加了31.6

万人，外国在美留学生数与外国来华留学生数比例

也从1995年的11倍降低到2010年的2.6倍。根据估

计，到2020年将超过50万人，[3]到2030年将达到71万

人，中美差异下降到1.3倍左右。中国将成为又一个

世界最大的留学生市场。同时，从1978年到2010年

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共有

63.22万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且出国留学

人员归国比率明显呈逐年升高趋势，预计到2030年

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见表8）。这为中国教育现代化

赶超美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说明：a.系1995年数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
计摘要2014》，第154页；外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数据来源于教育
部；2020、2030数据系作者估算。

表8 外国来华、外国在美留学情况（1978-2030年）

回顾历史，中国大约用了6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根本转变，完成了从一

个传统人力资源大国向现代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

转变。实现了从文盲充斥、愚昧落后、“东亚病夫”的
人口大国向名副其实的世界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大

国的跨越式转变。到202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0年，与2005年OECD国家平均

年龄（11.5年）相差0.5年；15-64岁人口达到近10亿

人，总人力资本将达到109.56亿人年，相当于1950年

的32.9倍。这意味着中国花费了70年的时间，实现了

从一个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的人口大国到一个世界

人力资源大国，进而再到一个世界人力资源强国的

转变。中国走出了一条支出少、产出大、成本低的教

育现代化道路，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和较低公共教

育投入的情况下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不同于西方

教育现代化，更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特色因素，

这是一个既追赶又超越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从

社会主义因素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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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办教育大事的优越性，既可以在比美国人均收入

水平和人均公共教育投入低得多的情况下，实现跨

越式的教育发展，又可以在比美国城乡差距、地区差

距大得多的情况下加速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平等，并

使教育现代化要素普及于全体人民，教育现代化成

果惠及于全体人民。从中国教育特色因素看，不仅广

泛吸取西方现代教育的精华，“洋为中用”，使教育更

加现代化；还可以充分结合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思

想，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古

为今用”，使教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力和

重要标志。
需要注意的是，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但总体上还远未实现现代化目标，中国人均收

入只是达到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也不够高，城市化率还只是60%

以上，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规模庞大

且负担越来越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

定了2020年所实现的教育现代化还是较低水平的教

育现代化，还会是较不平衡的教育现代化，与美国的

教育现代化水平仍有差距。

二、教育现代化“分步走”战略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

资源强国？中国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又如何实现

对美国的追赶？1982年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进一

步创新了中国之路的“上台阶”、“分步走”战略目标

和战略部署，每五年（指一个“五年规划”）上一个台

阶，每十年上两个台阶，相当于一大步，每二十年就

是两大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就是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做出

全面规划和部署。这里需要进一步细化2020年教育

现代化目标和追赶对象，同时也对2030年长期目标

做一展望。
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

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世界

人才强国。
从具体改革措施来看，一方面，推进国民教育体

系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将教育

发展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加快全社会

教育总经费投入，鼓励、带动民间资本投入，使人民

投资于教育，投资于未来。形成全社会关注教育、重

视教育、投资教育的教育生态。
到2015基本建成与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创新型

国家相适应的国民教育体系，重点改革与素质教育、
创新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到2020年前基

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其

中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1.0年，相对美国

（12.3年） 缩小为90.1%。预期受教育年限达到13.8

岁，中国与美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不包括学前）将由

2009年的4.4年缩小为2.2年，达到美国的86%（见表

11）。其中学前预期受教育年限将达到2.45年，超过

美国；高等教育预期受教育年限和美国的差距由

2009年的3.2年缩小为2.2年。这也标志着，中国由一

个人力资源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人力资源强

国和人才强国。①

资料来源：2001年、2009年数据来源于 UNESCO.

Education Database，2009、2020、2030年数据系作者测算，参看
了《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

表11 中国、美国预期受教育年限（2001-2030年）

到2020年这段时期，中国需要加速发展高中阶

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打造教育发展战略升级版。2010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达4671万人，其中中等

职业教育在校生达2232万人，占47.8%，[4]到2011年

高中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84%。从高等教育来看，

中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已经超过美国1800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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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5]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在校生最大的国家，保守

地估计可能占世界总数 （1亿人左右） 的1/4以上。
2010年中国研究生在校生数达到153万人，[6] 根据联

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数据，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在校

学生数已经是美国的两倍。[7]2010年，中国大专及以

上教育程度人口达到1.20亿人，美国相当于中国1.06

倍。按照这个趋势，到2020年全国研究生文化程度人

口将达到1274万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将达

到2.13亿人，相当于美国总数的1.39倍，高中文化程

度人口为2.62亿人，相当于美国总数的3.04倍（见表

12）。高中教育程度人口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之和将超过那时美国的总人数，[8]相当于美国劳动力

总量的约3.0倍。其中，研究生人口的美中差距将由

2000年的20.04倍降低至2020年的2.01倍。总的来说，

到2020年，除了研究生教育程度人口外，高中教育程

度、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数都将大大超过美国，

成为中国全面超过美国（包括经济总量等其他指标）

的最主要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实现建成人力资

源强国的目标。

说明：2020年数据系作者根据1990-2010平均增长率估
算。中国数据来源: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
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7月。美国数据：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Database.

表12 中、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较（1990-2020年）
单位：百万人

第二步：到2030年，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强国，

建成人人分享、人人共享的教育公平社会，形成现代

化的教育体系，为全面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奠定

人力资源的基础。
到2030年，主要教育发展指标达到或接近美国

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甚至超过美国。15岁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0年，相对美国（12.5年）

缩小为96.0%。预期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5.2年，达到

美国的92%。学前预期受教育年限、初等至中等预期

受教育年限均将超过美国，其中学前预期受教育年

限将达到2.7年，比美国多0.8年；初等至中等预期受

教育年限达到11.7年，比美国多0.2年。高等教育预期

受教育年限达到3.5年，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为0.9年，

达到美国的90%。从总体预期受教育年限来看，不包

括学前教育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5.2年，与美

国的差距缩小为1.3年，达到美国92%的水平，考虑

学前教育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将超过美国，达到美国

的1.03倍。可见，预期受教育年限低于美国的主要根

源在于高等教育预期受教育年限低于美国。总体来

看，中国由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

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满足世界上最大规模教

育人口的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是教育改革发展

的根本目的。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学习、终生学

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

学、时时能学”的“学习之邦”，使十几亿人民“学有所

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到那时，中国将占世界总

量比重的二分之一，中国人力资源在世界上具有绝

对竞争优势，是我们参与国际合作的最大比较优势，

也是我们进行国际竞争的最大竞争优势，更是我们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资源优势。

三、总结：成功的人力资本追赶

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即占世界五

分之一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实现中

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 （可以用人均GDP国际美元表

示），还要实现中国对美国的教育追赶（可以用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人

数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追赶，是教育的先导性

作用最为明显的一次追赶，中国对美国的追赶过程

就是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过程，两者是统一

的。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显著的教育先导型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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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有人可能以为我们的预测过于乐观，实际上美国的教育发展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滞后的，韩国 2009 年学前至高等的预期受教育

年限为 18.1 岁，超过美国 0.7 岁；初等至高等预期受教育年限为 16.9 岁，超过美国 0.9 岁，而 2009 年韩国人均 GDP（汇率法现价美元）只

相当于美国的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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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in China: Huma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1949-2030）
Hu Angang, Wang Hongchuan & Yan Yilo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teps from illiterate country with large population

to a country with human resources, then to a country rich in human resources. It is the fastest, largest convergence in
mankind history for China's catching up with America that also presents the most obvious leading role of education. Rich
human resources make the most important basi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future, China need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ertiary education to decrease the differentiation from America. By 2020, China
will be very close to America level, basically achieve the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become a country with
rich human resources. By 2030, the ma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ill meet or exceed the leve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achieve a better level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uman resources，modernization，education，America

这也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人力

资本积累为把握21世界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奠定

了坚实基础，中国已经进入全面赶超的轨道，中国完

全有可能在未来20年实现对美国的教育赶超，实现

更高水平教育现代化，以教育现代化引导并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

项目（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13JZDWJY01）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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