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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及重庆面临的艰巨任务，分析重庆市教育现状及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科技与人才的 

需求，提出发展重庆教育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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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实施西部大开发，重庆任重道远 

(一)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总揽全局，及时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关系 

到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大战略，充分显示了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气 

魄和胆量。 

1．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外因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霸权主义、军事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 

有新的发展，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 

多极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从国际经济环境看，经济全球 

化、新科技革命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等三大趋势，将为世界 

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要 

求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尽快发展国内经济，特别是发展已经严 

重落后于东部地区的西部经济。 

2．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内因 

西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环境，特别是东 

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进～步拉大，是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因。显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到我 

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关系到扩大内需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分三步 

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防巩 

固。可以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在 21世纪前期全面发展的一项宏伟战略任务。 

显然，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的新变化，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 

决策 ，其最终 目的是实现各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和人民共同富 

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被赋予重~t-4t命 

重庆直辖后，形成了辖渝、万、涪、黔等43个区市县，辐员 

8．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OO2万人的重庆新格局，标志着国家 

已把重庆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举世瞩 

目的三峡工程正是国家建设重点西移的重要举措，投资逾千 

亿元的三峡工程建设为重庆市的发展(吸引大量资金、技术和 

人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同时也给重庆提出了建设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及开发建设大西南能源基地、发展库区经 

济与百万移民、保护长江水源等跨世纪重任。显然，沿用传统 

和常规的发展模式，重庆市不可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艰巨任 

务，更不可能实现开发三峡、振兴重庆、带动西部的发展目标。 

因此，振兴重庆的唯一选择是解放思想，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科技与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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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作为我国最大及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实现其跨越 

式发展有赖于教育系统的持续智力支持，重庆市教育的质量 

与水平将直接决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一)重庆市教育现状 

重庆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 35753所，其中普通学校 18452 

所 ，分别为：大专院校 2o所(未含 3所军事院校，重庆建筑大 

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入重庆大学)、中学 1651所、 

小 16779所 ；拥有在校学生 7028486人，其中普通学校在校生 

3828481人。分别为：大专院校76976人，中学 1014454人，小学 

2737051人；拥有在职教职工 320684人，专任教师 239733人， 

其中正高级职称 1053人，副高级职称 9316人，中初级职称 

193349人。表明全市已经形成层次、科类 比较完整的规模较 

大的教育体系，是重庆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智力与人才 

资源保证。 

但是 ，从总体看 ，重庆市教育的现状仍明显滞后于经济体 

制改革和全国教育改革的要求，与重庆直辖市的地位及建设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尤其是与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需要极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 

1．层次结构偏低 

在重庆市整个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规模较 

大，在校学生分别占总人数的71％、27％，普通高校在校生仅 

占2％。在渝高校在校生中，研究生仅3．5％，远低于 1995年 

全国平均(6．4％)水平；本科院校在校生中，专科生所占比重 

高达 33．35％— 全市普通专科在校生有 68．8％分布在本科 

院校。 

发达城市的发展实践表明。中心城市必须至少拥有一所 

国内领先、有相当影响的标志性综合大学，并以此为中心形成 

高层次、高水平教育扩散体系。目前重庆市尚无一所具有极 

强扩散功能且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综合性高等学校。难 

以适应当代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化趋势，制约了办学水平与 

科学研究水平的本质提高。 

2．地 区分布失衡 

重庆直辖市辖渝、万、涪、黔等地区的 43个区市县，幅员 

8．2万平方公里 ，其中原重庆辖 21个区市县(幅员 2．3万平方 

公里)，人口近 1500万；万、涪、黔辖 22个区市县(幅员 5．9万 

平方公里)，人 口超过 1500万。与辖 区地域面积及人 口数量 

不相协调的是重庆市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在人 口与原重 

庆地区大致相当、幅员远超过原重庆的万、涪、黔地区，除小学 

在校生、教师数及学校数相当于或略高于原重庆地区外。层次 

较高的中学和层次最高的大学的各项指标均远远低于原重 

庆，尤其是 92％的高等学校集 中于重庆城区(以沙坪坝区的 

高教资源为甚)，其功能难以向万、涪、黔地区有效扩散。显 

然，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失衡 ，将有害于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 

利用 ，制约文化辖射功能的发挥。 

3．师资素质不高 

重庆市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239733人。其中教学 
一 线的副教授以上职称者8883人，占教师总数的3．7％；中级 

职称者 49675人，占教师总数的 20．7％；初级及无职称者占教 

师总数的75．6％。普通中、小学有副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分 

别仅占教师总数的 4％和 O．06％，中级职称者分别仅 占教师 

总数的22．5％和20％。在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具有硕 

士以 上学 位 者仅 21．8％ (1995年全 国普 通 高 校 平 均 为 

23．4％。上海 1993年已达 29％)。上述数据表明，重庆市各级 

各类学校教师的总体素质偏低 ，极大影响教学质量和学术水 

平，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实施西部大开发及重庆市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要求。 

(二)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科技与人才的需求 

教育是继承、延续、传播、积累与发展文化和科学技术 ，为 

社会持续发展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活 

动，教育系统是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撑，与重庆市各项建设事业 

有广泛而深层的联系，教育的发展方向理应充分反映和应答 

社会发展对人才与科技的根本要求。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背景之下，重庆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必将对科技与人才提出 

更高的要求。 

1．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重庆市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可靠保证，也是振兴三峡经济、实现脱贫及移民任 

务、有效保护生态资源的关键。为此，必须充分利用教育所提 

供的先进科技成果和高素质人才 ，促进重庆市以农、林、牧、 

副、渔为特征的大农业走出低谷。在发达国家，科技与人才对 

农业经济的贡献率已高达 60％—80％，而我国 80年代仅为 

30％—40％。目前重庆市仅及我 国 80年代 的平均水平。可 

见，农业经济人才的培养是重庆市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2．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重庆市原有基础设施规模较小、设备陈旧，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重庆发展之需要。尤其是随着三峡大坝顺利合龙 ，三峡 

库区建设将对与之配套的交通、通讯、能源、水利和市政公用 

设施等等提出更高要求，急需一大批经过教育训练的高素质 

的水利工程技术人才，港口、铁路、航空港建设人才及通讯、光 

缆工程、微波与卫星通信等等方面高科技人才。 

3．环境保护的需求 

党中央赋予重庆市的跨世纪任务之一是保护三峡库区生 

态环境 ，建设生态经济区。然而，重庆市水体及大气污染十分 

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保护环境是重庆市最为紧迫和首要 

的任务。为此，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对广大中、小学 

在校学生开设环境与生态保护课程 。以灌输可持续发展思想 ； 

在各高等学校，则应开设社会发展观的专题讲座，以培养和强 

化高层次建设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通过有关学校培养具 

有较高环境保护素养与专门知识的高 中级人才 ，以适应重庆 

市建设与发展之需要。 

4．有节制开发利用丰富矿藏资源的需求 

三峡库区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如云阳的岩矿及黔江的锰 

矿等等都具有高品位优势 ，迫切需要有效有节制地开发和深 

度加工，以提高附加值，积累资金，促进社会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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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旅游资源开发的需求 

兴建三峡工程极大地促进了重庆旅游业的发展。事实 

上，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独树一帜，有充足的客源市 

场。为此，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旅游专业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 

在全面调查、鉴定、评估旅游资源价值并建立旅游资源信息库 

基础上，将三峡库区特有的峡谷自然风光、工程人文景观及巴 

楚古文化开发为新型的世界性旅游胜地，发挥三峡风光、历史 

遗迹和人文景观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6．移民企业发展的需求 

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国家及重庆市、其他省市 

的巨额投资和优惠政策正不断吸引大批国内外投资者，从而 

为移民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然而，移 民企业并非原企业的 

翻版，必须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和水平，因此，急需大量高层次 

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方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质量，实现移民 

企业的飞跃与发展。 

7．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 

第三产业是城市社会化水平的重要表征，也是经济发展 

质量的有效反映。目前 ，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已远远落后于 

京、津、沪及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商贸、金融、保险、房地产等 

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难以形成相互配套的产业综合服务 

网络，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更大提高。亦需尽快培养大批第 

三产业的管理与组织人才，增进各要素市场之间的物资、科 

技、信息和人才交流，振兴重庆市第三产业。 

三、发展重庆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重庆市教育体系的龙头，对其他各类教育的 

发展具有强大的功能扩散作用。建议市委市府组织教委及有 

关院校专家成立“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课题组”， 

有力调查研究：(1)高等教育资源现状及优化配置；(2)高等教 

育怎样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3)地方政府及社会力量如何支 

持高等教育发展等等，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二)巩 固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在重庆市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最大(在校学生、 

教师及校舍面积集聚度最高)，其质量决定了市民科学文化素 

养。目前，三峡库区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农村文盲半文盲高达 

人口总数的25％。云阳县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每万人中具 

有初中文化水平者仅 1466人，低于全 国平均数 868人，具有 

高中及中专文化水平者320人，低于全国平均数 484人。黔 

江地区的情况更不乐观，中小学生失学率高，小学达 37．3％ 

(1994年)，初中达54％(~996)。黔江地区秀山县 1996年农村 

人均纯收入 954元，人均财政收入 68．8元 ，仅是重庆市最贫 

困的黔江地区人均水平的6o％，其基础教育状况是：16岁以 

上劳动力中有 1／'3没有文化，1／3只有小学文化 ，特困户子女 

无钱上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此低素质的劳动力解决温饱已 

十分艰难，何谈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作为重庆市跨越 

式发展实施主体的劳动者不具备 良好的文化素质 ，全社会的 

发展何以保证?因此，巩固基础教育是重庆市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重要内容。建议制订以下教育政策：(1)市政府筹集九年 

义务教育、民族教育专项经费，并帮助建立“教育技术培训中 

心”和“教育经费与教育装备质量监督检查站”；(2)政府对小 

学高年级和初中少数民族住读生及未脱贫人口学生实行生活 

专项补助、书籍杂费补助等；(3)鼓励并支持不以盈利为 目的 

的私人办学。 

(三)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良好方式之 。三峡地区是以柑桔业、养殖业、经济作物种植 

业为基础的大农业经济区，要改变数千年来传统的农业种植 

与养殖方式，必须造就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和技能的新型技术 

型农民，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即在于此。为此，应在三峡 

库区多层次、多门类、多方位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在开办 

农业职业高中的同时，逐步发展中专、大专职业教育，从而提 

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技术层次。 

(四)强化干部教育与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重庆市肩负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艰巨任务，需要调动广大 

市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更需要激发各级干部的智慧，否则难 

以完成党中央赋予重庆市的历史使命。然而，部分干部尤其是 

基层干部知识水平不高、思想观念陈旧、思维方式落后、进取意 

识不强，常难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极大地影响了 

管理水平与效益。为此，必须通过政策手段强化干部的文化素 

质与思想观念教育。建议：(1)市政府统筹安排各大专院校举 

办基层干部短期培训班，以 1—3月为限，分专题(如移民、环境 

保护、社会发展观念、乡镇企业管理等)学习与工作实践关系密 

切的文化与管理知识；(2)充分利用具有多学科综合优势的大 

专院校开办民族学院或民族大专班，设置急需专业，招收少数 

民族干部在职进修，亦可招收应届少数民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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