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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继续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要保护 

资源和生态，不要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其重要含义之一在于使经济无间断地连续发展，并 

形成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从宏观方面看，主要是 

经济的周期波动，首要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克服经济衰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微观方 

面看，各部门、企业都必须面向市场，适应新的宏观 

经济发展需要，想方设法持续地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永恒课题。从世界看 ． 

1825年以来每隔几年都要爆发经济危机．严重地影 

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 

济已经融人世界经济大循环，特别是我国加人世界 

贸易组织和我国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后． 

受世界经济周期 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体制、技术、市场和素质 

是基础，知识是保证，人才是根本。归根究底，高索 

质的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因此，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必需大批具有相当丰富知识的人。他们认知 

敏感而又善于学习，不断获取新知识，善于应用新知 

识，并将其物化为满足人们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需 

求；他们还善于将分散存在的知识融忙贯通、组合集 

成、创造新知识并付诸新的应用等等。因此，他们能 

自如地学习、创造和驾驭知识。 

从小学到本科毕业，大学生经历 l7年的学习， 

再经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用去20多年，绝大多数 

人只是拥有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但人生 

道路漫长，且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 

程，不断呈现新问题、新情况．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 

高，知识更新周期加快．单靠本科、研究生学习，拥有 

的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继续学习、创造和驾驭新知 

识，对此继续教育将肩负沉重的任务，迫切要求发展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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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迅猛兴起，首先是教育 理的要求一致。 

先行，特别是继续教育。美国是当今技术革命和知 实 就是继续教育要注重“实际、实在、实现、实 

识经济的弄潮儿，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性智能 效”。 

竞争，美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国民素质仍深表忧虑。 实际——根据大学生毕业后知识需要的实际考 

克林顿为此提出了全美国新的国民教育纲领，要求 8 虑和设置教育对象、内容、方法，应想方设法了解继 

以 的 儿昔能读会写 ，13 以 的少年能 卜计算 续教育对象所需知识 内容 、授课形式 、时间 ．据此进 

机网络获取知识．18岁以上的青年都能接受大学教 行继续教育目标定位。目前，常感生源紧缺，继续教 

育，成年人接受终身教育。克林顿认为，终身教育是 育没有对象。实际上，正如商品市场一样，没有销不 

知识经济的成功之本。继续教育对经济的可持续发 出去的产品，市场永远有需求，关键是寻找市场的真 

展将发挥重要作片j。 止焉求。根琚需要设置雏j霎教 骨专业 ，以质量 力示 

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继续教育的 旨，杜绝“乱劈柴式”的办学行为。 

重要性已经显现。我国不少学校已经在这方面做出 实在——继续教育必须扎扎实实，绝不能走形 

了糟当的成就．成立继续教育学院，加强领导．开拓 式造声势．重规模和数量而忽视质量。 

进取，并积极开展继续教育理论研究，等等，把我国 实现——继续教育要实现一个转变，即从大一 

的继续教育推向新的高度。 统的教育模式转变到分层次地进行继续教育。吸取 

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加强继续教育，把继续教 传统高等教育的教训，根本扭转传统高等教育体制 

苜作 为数苜发展 朗亘点Z一 ，遗豇雏联 彀臂小 茔冒、茔骰、茔 牛玻 、芏 拄t现 一 瓦 ，顿罕计 、教 

养高素质人才，使人才不断“充电”获得新知识。 材、大纲、进度的大一统局面，真正培养经济建设中 

加强和发展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 所必需的各类人才。人才培养必须注重层次性。大 

可持续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匹配、一致，有利 一统是计划经济的教学模式，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 

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 、益主体和利益多元化，所有制和分配多样化，上层建 

良性循环。 筑教育模式也应该多元化。因此，现代教育也应该 

二、加快继续教育发展进程的对策措施 有所为、有所不为．继续教育更应如此。继续教育对 

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已逐渐形成共识，在经济可 象是多层次的，而且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 

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快继续教育发展进程，除领 代化，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需要呈多元化格局，所 

导重视、经费到位、机制建立等基本前提外，还要在 以，要特别注意因材施教。不能按同一模式培养继 

八个字上下功夫：“发展、规范”和“实、新、精、活”。 续教育对象，要分层次．对不同的人对症下药，并精 

发展 我国的继续教育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一 心策划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 

定距离，主要表现在继续教育的观念和意识还相对 实效——继续教育要注重实效。继续教育要孽 

落后，对继续教育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尚未到位， 重学员求学精神，他们的“工学矛盾”普遍突出，因 

因而办学形式、经费支持、师资配备、教材建设、硬件 此，继续教育就耍讲实效，如通过分析一些案例，进 

设备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较大距离，而继续 行一些课堂内外的讨论和实践活动，深化理论，使学 

教育的受教育者自觉接受继续教育的热情偏低。因 员真正受益。 

此，我国继续教育必须大发展，从置的规模到质的提 新 就是继续教育要注重新内容、新方法。培养 

高全方位跃进。“发展才是硬道理”，继续教育也是 创新人才。教育改革除体制外，主要的是内容和方 

如此。 法的改革。 

规范 规范现有的继续教育形式，维持继续教 新内容——杜绝一般大学教学内容的翻版，要 

育的正常秩序，不能单纯为了营利乱办学，有序的继 追求最新技术和理论，传授当前经济、管理、科技的 

续教育很重要，它是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 新材料、新内容、新动态。 

提。而且，要有品牌意识，创新继续教育形式，认真 新方法一 继续教育的方法不能沿用大学本专 

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在社会上形成继续教育的良好 科生的教学方法，强化继续教育方法。经济、管理方 

形象。规范，还包括对继续教育的各种形式进行规 面的教育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理工类除专题以 

范性管理，虽然不能按统招学生那样管理，但规范管 外，还可系统学一些前沿的东西。要学(下转第122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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