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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全民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一战略部署，对提高人民的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服务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任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此，可从以

下两个方面来加深认识。 

  第一，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是提

升全体国民素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深度开发人力

资源的客观需要。终身学习理念与实践在人类发展史中占有重要

位置。我国先秦荀子曾有“学不可以已”之训，显示了朴素的终身

学习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从正规学校系统中获取的知识技

能有限，大量知识技能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习得，终身学习既是

人们谋生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是国家现代化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必

然要求。自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组织首倡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

理念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教育制度和学习方

式创新。进入 21 世纪，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议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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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对各国

教育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前，国家财富增长

和民众福祉提高，越来越依赖知识和创新的积累。我国要从人口

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乃至强国，必然要靠全民终身学习。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立法确定“终身教育”和

“终身学习”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不断探索实践全民终身

学习，成就卓著，为国民素质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作出

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

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

学习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的总动员令，对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指明了总体方向。可以预见，全民终身学习制度体系的创新、学

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的建设，必将为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第二，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新

时代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更为健全的实施条件。新时代

10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教育，全民终身

学习领域成果丰硕。2020 年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

2.18 亿，约占总人口的 15.5%；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15 岁及以

上人口 9.91 年，劳动年龄人口 10.8 年，新增劳动力 13.8 年。同

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 4 万亿元，非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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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每年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输送 1000 多万毕业生，500

多万人通过继续教育获得高教学历，上亿从业人员接受多样化培

训。截至 2022 年 2 月底，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 5.25 万门，注

册用户达 3.7 亿，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我国教育普及程度稳

居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巨大人口压力正在转化成强大人力

资源，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制度环境

和实施条件，明显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入落实党的二十

大报告关于“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部

署，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

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为重点，全面夯实从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到职业技术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基础，深化各阶段各类型教育纵向链

接、横向融通，强化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积极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更新理念、变革模式、完善治理、提高

质量、促进公平，形成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

的教育体系和学习方式，协同推进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谱

写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

型大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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