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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阐述发展理论研 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明确发展 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理念 ，在 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尽快 建立完 

整的发展学学科体系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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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expmrad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the development theori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l￡峨 the basic 

eoneepts and the kernel of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as well as institut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 nt theories system Oil the basis ofthe system 

thinking should lnake the study of this area into a ileW stage．It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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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学的历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忙于战后 

的重建、恢复和发展。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加速经 

济增长视为最迫切的问题。在新的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推动 

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段持续和快速增长的时期，然 

而很快又转为停滞。其发展前景令人忧虑。另一方面，战后 

新独立的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在新的国际国内 

形势下，如何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长 

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进 步，消除社会不平等 ，如何与 

外部世界打交道 ，重新确立他们在整个世界体 系中的地位 ， 

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一切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 

府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 

题。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关心 

并研究发展问题 ，各种研究发展问题 的新理论 、战略方案和 

具体政策纷纷涌现。归纳起来，从学术源流上划分，可以表 

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 ，来源于西方社会学 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一派最 

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他领导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 

吸取了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传统社会”和“现 

代社会”的概念，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首先提出以现代 

化概念来概括社会变迁总过程。按他们 的观点，第三世界新 

兴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 

进引起的社会剧变过程 ，或被视为西方 工业文明向非西方世 

界的传播过程。原有的理论模式已不适应于新的情况，于是 

开拓了社会学的新领域发展社会学。着重对现代社会的结构 

分化、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进行多侧面的综合研究。 

第二 ，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 

关于国民财富即经济增长 的理论本来是西方古典经济思潮 

的主流，但从 19世纪下半期 以来 ，研究 的重点从生产转 向分 

配和生产资源的配置等问题。经济增长差不多不再作为一 

个专门的领域来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形式的深 

刻变革使经济增长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而原有的经济学理 

论工具已不足以剖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经济 

问题。对这一广大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战略、模式、道路、不 

同发展水平的比较等的较新研究，使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 

的分支学科脱颖而出。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问题原 

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但经济方法的采用已大大 

突破原有的西方型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理论和模式都在大 

大更新，非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 

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 

第三 ，来源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理论 。战后西方 

政治学从长期以来关于政治权力分配形式以及政治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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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研究转向对政治系统的动态研究，并建立起对不同政治 

制度和政府类型的分析模式 ，探索不同区域的不同模式的政 

治发展战略，从而使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从狭小的西方世 

界扩大到整个 世界 范围。这是对 以西欧和北美为对象的现 

代西方政治理论架构 和狭窄 的知识 面的一个 巨大挑战。尽 

管对政治发展的概念含义众说不一，但从多方面来研究这个 

大题目的工作却在广泛展开。特别是用比较历史分析法研 

究政治发展过程的兴起 ，弥补了社会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 

不足，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动过 

程的研究逐步结合在一起，开拓 了发展理论学者的视野 。 

第四，从激进发展主义引出的各种依附理论。这主要是 

拉丁美洲学者针对西 方现代化或发展理论碰壁之后新创的 

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理论 。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低度发 

展”(I 砸 0P̂ NT)或 不发 达这个 新概 念来 反对 “现代 

化”或“发展”的分析概念，对第三世界经济、社会、政治诸体 

系落后的历史根源作了新的探索。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 

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全面挑战，对依附理论的扩充和修订 

又引出“依附性发展”“边缘资本主义”等新理论 ，是7o年代以 

来西方发展理论的最新趋势 。 

西方社会科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发展诸问题作 了 

有益的探讨 ，大大拓宽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 的领域 ，但也从 

一 方面说明了发展理论研究的不足。因此，通过探索、论争 

以及各学科之间的整合，通过跨学科研究而形成独立的发展 

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成为了必要。因为对于这些新理论，当前 

应注意的显然还不是研究结论，而是研究方法，特别是他们 

从总体上提出了哪些社会科学的新课题，开拓了哪些新领 

域，都为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发展的本体论及发展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一)“发展 ”概念的本体规定 

由于发展理论研究经历 了由单纯研究 经济增长 到全 面 

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由研究发展 中国家的 国内因素到将国内 

国际因素综合研究 ，由只研究历史和现状到同时预测和研究 

未来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学的学 

科领域非常宽泛。因而如何理解“发展”概念的本体规定，并 

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发展学学科体系就显得非常 

迫切 ，不能回避。 

目前在我国关于发展 问题也 已出版 了为数不 少的个人 

和集体专著。但 当我们具体考察发展理论的研究状况时却 

发现 ，发展概念仍存在 明显逻辑缺陷。这首先表现在它没有 

一 个明确的本体规定。例如，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所谓“发 

展”的本体应是整个社会，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另一些研究 

者那里，“发展”则指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事业的发展； 

而当说到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时，这里的发展又主要指经 

济发展。还有的研究者在“发展”概念之前冠以特定国家的 

名称，如“中国的发展”等，这样似乎便使“发展”有了某种本 

体规定。但其实，“国家”固然属于一种本体规定，但这种规 

定却过于笼统。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即可指这一国家的经 

济发展 ，也可指这一 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 ，对“发展”概念 的 

理解分歧仍然存在。 

最早明确发展学概念的是一些西 方发展学者 ，在他们看 

来，发展学即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ies)或称为发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ies)。单从 研究对象的范 围上划分 ，可将发 

展学分为广义发展学和狭义发展 学。广义发展学指从 全球 

背景上探索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明包括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乃至未来发展的远景。狭义发展学指专门以发展中国家 

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 国家落后的原因 ，发展的 国内外条件 

和环境，并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发展的战略方 

案和政策建议。 

广义发展学和狭义发展学虽有区别，但实际上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这不仅因为他们研究 的问题本 身相互贯通 ，而且 

因为他们在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上往往也相互借鉴和渗透。 

由此 ，笔者认为 ，首先应 明确 “发展”主要是人类社会 领域的 

发展。其次，如恩格斯所说，世界本来就是“过程的集合体”， 

人类社会领域的发展也同样是一种“过程的集合体”，在这 

里，发展过程同样可以在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领域分别展 

开；这里包括经济领域的发展、政治领域的发展、文化领域的 

发展，包括作为这些具体领域发展的有机统一的社会整体发 

展 ，从广义上说还包括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人的发展 。社会 

发展过程既然包括各个层次和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在内，对 

其研究也就需要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次和具体领域着手，诸 

如经济发展研究、政治发展研究、文化发展研究等等。而这 

些研究决不是经济学、政治学或哲学等某一学科所能独立承 

担的，也不应该仅由某一门具体学科来独立承担。这里显然 

需要的是社会科学诸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 

学 、美学以至哲学等的合作 。经济学着重研究经 济领域的发 

展问题，政治学着重研究政治领域的发展问题，等等。总之， 

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具体学科着重研究的是某 
一 具体研究领域的发展问题；而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则侧重 

于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研究各个领域的发展之间的共性，研究 

由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发展 

过程的特征。这样，就可把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的 

“社会发展理论”同社会科学诸学科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合理 

区分开 ，从而确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的发展学不同层次 的研 

究的理论生长点。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统领各个学科、跨学科的发展学理论体系，是从社会整体层 

面的高度着眼，研究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的学科体系。即发 

展学所研究的“发展”的本体是“社会发展的整体”。在这里 

“整体”是系统意义上的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和。 

(二)发展 学研究的核心理念 

发展学既是系统说明发展实践的理论化的发展观 ，又是 

系统评价发展实践的发展价值观和指导人类从事发展活动 

的重要方法论；既具有关照社会发展整体、揭示社会发展本 

质的认知功能，又具有审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反思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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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导引人类发展行为的总体规范功能等。在某种意义 

上 ，发展学研究是关 于发展观 、发展价值 观、发展方法论 的有 

机统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离 

不开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发展认识论 、发展方法论和发展价 

值观。发展认识论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 ，是关于社会发 

展认识的哲学理论。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认识论 能使我们对 

社会发展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获得科学而全面 的认识。发 

展方法论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发展或怎样达 到社会发 展 目 

的的方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法论认为，实现社会 

发展的最根本方法就是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发展价 

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价值现象或价值 关系的基 本看法 

和总的观点。发展价值观除了包含认知 因素 以外 ，还凝聚着 

人们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因素。 

因而，在元理论的层面发展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包括：发 

展的本质、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价值、发展的规 

律、发展的模式 、发展的机遇 、发展的战略等等内容。在元问 

题的层面发展学研究 的问题可 以包括 ：发展与经济增长 、发 

展与科技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 

治秩序、发展与文化冲突、发展与国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 

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 

三、在 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发展学学科体 系 

(一)发展学学科体系的两个层次一 理论发展学与各分 

科发展 学 

发展学作为一 门完全独立 的学科应有 自己特定 内容 的 

知识部门。知识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生产的产物，是客观世界 

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所产生的反映，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 

识客观世界的智慧结晶。对某一方面的知识加以理论化、系 

统化，就形成了特定的学科或科学。发展学作为研究发展规 

律的科学具有不 同的形式 和研究层 次。他们共 同组成 了人 

类关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体系。 

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系统大体上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 

及生态等基本领域。各具体的分支发展学科即是关于社会 

系统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他们 

构成了发展学研究 的第一个 即基本 的层 次。属于这 一层次 

的发展理论 是各分科 发展 学。例如 ，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 

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等等。他们研究各种具体发展 

实践的发展规律、模式 、方法 和实现机制等。这些发展理论 

是对现实发展实践的直接反映，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强等 

的特点 ，可以直接指导人们的发展活动。 

发展实践的第二个层 次是发展之一般 ，它是发展学研究 

的更高一级层次。发展实践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尽管各 

种不 同形式的发展如经济发展 、政治发展 、文化发展 、生态发 

展都有其特殊 的 目标 、方 法及其实现机制和规律。然 而，一 

切发展都是由人来发动、组织和实施的，又有着一般的共性 

和特性。如发展都意 味着某一领域或某一范 围事物 的积极 

的、向上的变化 ，或某一方面困难的克服、问题的解决等。发 

展活动的共性、一般性是对各种具体发展活动的抽象。进行 

这一抽象和概括并在此基础 上对发 展实践 的一般 规律 、模 

式、过程 、机制和方法等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就是理论发展 

学。理论发展学既从发展实践中总结共同规律，又通过各门 

具体分科发展学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等 

同发展实践相联系。同具体的分科发展学一样，理论发展学 

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同具体的分科发展学相 比，它对 

发展实践的概括度更高，更具抽象性、一般性，它是对人类发 

展活动中的“真”、“善”、“美”的思考，是对发展真论 、发展善 

论 、发展美论及发展方法论等一 系列发展实践中最一般的问 

题或重大问题 的理论抽象。它对发展活动具有更广 泛的指 

导意义。属于这一层 次的发展理论在某种 意义上是社 会发 

展理论的最高层次，发展哲学、发展美学、发展伦理学。 

在发展学学科体系的架构中，发展学与理论发展学、各 

分科发展学及各门具体学科的关系可表述如图 1。由图 1可 

看到，在发展学的知识体系中，理论发展学处于最高一级层 

次，其次是各分科发展学。他们共同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发展 

学学科体系。各门具体学科不在此列，但它为各分科发展学 

的研究提供养料和素材。理论发展学与各门分科发展学科 

的区别不在 于研究领域 的不 同，而在 于对社会 发展现象研 

究、说明的层次不同。前者 以社会发展现象的普遍规律与一 

般应用为研究对象，是对社会发展现象的最一般说明和最高 

层次的概括，后者则以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及具体应用为对 

象，是对社会发展现象的具体说明和带有实证性的考察。理 

论发展学与各门分科发展学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表现 

在：理论发展学除了从各分科发展学中得出一般规律性的认 

识外 ，更多的需要建立在各分科发展学的基础之上 ，从 中吸 

取养料和素材。由于理论发展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最普 

遍的本质和最一般的规律，因而需要依赖于各分科发展学对 

社会发展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研究。一般寓于特殊之 

中，以各分科发展学的研究成果为素材，才能进一步概括和 

总结 ，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同时，各分科发 展学 又应 以理论 

发展学所提供的最一般观点和原则为指导，从一般到特殊， 

进一步研究各门具体学科中有关发展的具体实践问题。唯 

物辨证法表明，普遍的、一般的规律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和 

解决具有指导意义。用理论发展学所揭示的最一般规律的 

知识武装起来，就能有效指导各分科发展学乃至各门具体学 

科的研究，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系统综合是现代发展 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发展学学科体系呈现出一幅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复杂的图景。学科之间彼此隔绝相互并列的状态 已成 

为历史陈迹，而且彼此联系的方式日益复杂而多样，由线性 

联系走 向多维联 系，跨 学科课题 研究可谓 方兴 未艾。事实 

上 ，这正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正在从分析 的时代走向系统综 

合的时代。在这系统综合的时代 ，“不只用一种 ，而是几种科 

学方法研究特定 的对象 ，成 为 当前科学 发 展具 有前途 的方 

向。”⋯统观发展学发展的全貌，系统化综合化趋势不断增 

长，有关发展的科学知识整体化趋势成了主要趋势，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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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分化实际上已经是系统综合化趋势的一种表现。这一 

趋势不仅表现在理论发展学的不同学科之间或各门分科发 

展学之间，而且更加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层次之 间的互相影 

响 、互相渗透 ，日益形成一个新 的系统的跨学科学群 ，一个统 

一 的、完整的跨学科体系。 

发展哲学、发展美学、 

发展伦理学等 

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 

学、发展社会学等 

经济学．政治学、社 

学等 

图 1 

现代发展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 日益加强 ，多 门学科共 同 

的语言、概念和方法正在形成，一门学科所取得的成果及方 

法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学科中，以及每一门学科都是在与整 

个学科体系的密切联系中向前发展，单科独进的孤立发展已 

经愈来愈困难，甚至是愈来愈不可能。当前，学术界有一种 

流行的观点。认为发展学科学的系统综合化指发展学学科的 

交叉和综合，所得到的结果是某些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或新的 

学科。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重要的，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 

层面又很不够。实际上，现代发展学系统化、综合化的根本 

之处在于，通过学体化变革，使发展科学知识进入一个更高 

层次，即由学科结构层次到学体结构层次。正是这种发展科 

学学科体系技术结构上的实质变化，才使得发展学总体获得 

了实体内容，成为_l~-j建立在发展学学科体系及其综合物之 

上的、领导发展科学总体的学科，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多学 

科松散集合的处理上。而且只有建立了发展学学体变革的 

观念 ，才能了解发展学学科总体的真实意义，制定发展学总 

体发展的有效措施，从而加深对发展学整体系统的跨学科研 

究的认识。按照现代科学学体化变革的观点，在科学发展任 

何一个大阶段上都存在科学基本结构，它在思想上支配着科 

学的运动和变革。现代发展科学基本结构是发展科学统架 

结构，即是发展运动中人和物质世界的高度普遍性或以特大 

系统过程为基础构成的主题模式 ，它可以把有关的科学知识 

与技术完整综合，形成一个大系统。这种结构不是一个简单 

的静止骨架，而是一种动力源，推动发展学科研人员去收集 

与重组有关的现成知识与技术，使之包罗的内容越来越丰 

富 。开拓的外延越来越广泛。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以其记者和学者的 

双重身份深刻指出：对于现代社会复杂的跨学科课题的研 

究，走直线式的研 究方法是不可取 的。“有些 人无非是搞直 

线推断。在技术、经济、能源、资源、人口等方面，他们先想弄 

清世界上现有的趋势，然后稍加推断；实际上，他们断定：不 

管今天变化过程、什么体制、明天还是这些，只是数量上有增 

有减。⋯⋯从表面看 。把今天的趋势直线延长下去似乎很保 

险 ，很科学 ，其实不然。直接推断在稳定时期很有用 ，拿到当 

前这样的大变动时期 ，就不灵了。” J今天 ，发展学 正处于新 

的综合时代的边缘，在所有发展学知识领域内，特别是各门 

分科发展学，应恢复广泛的思考和全面的理论探讨。仅借助 

于单科分析的方法确实无能为力。我们必须把看问题的视 

角移到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方法。一种方 法就是一个 视角，新 的视 角可 以发现新 的事 

实，提出新的问题 ，可以扩大思维空间 ，在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 

上达到新的领域。 

四、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发展 学。推动马 克思主义发展理 

论迈向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 ，对非西 方世界卷入世 

界贸易后将被迫转向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西方式的发展前 

景也有一般估计，但并没有形成关于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 

理论，这为后来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余地。五、六十年代以 

来，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如巴兰、斯威齐等人 

重新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并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 

题的重视。最初，这一理论是出于应付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 

展理论的挑战，后来，就形成关于发展问题的各种马克思主 

义新理论 。其 中包括一 度影响较大 的“依 附理论 ”。所有这 

些研究都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内在结构和外在结 构相互 

关联的极大复杂性做了新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而关 于社会 主义的发 展理论也 

正在突破。近年来，根据世界的新形势，几乎所有的社会主 

义国家都把改革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议事 日程。总结经 

验，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的新路子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许多理论问题通过实践 

的检验将会得到丰富、发展和修正。因此，建 立有 中国特色 

的发展学必将使被忽视 了多年 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研 

究出现一个复兴 ，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 究迈 向一 

个新的阶段。 

发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当代得以形成具有重大意 

义。发展学由单个、分离的学科升华成为系统、综合的学科， 

表明人类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以个别社会要素的演进来解释 

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习惯 ，各种单一性、终极性的发展学说都 

不可能在当代再被奉为圭敖。发展学的学科体系结构还证 

明了历史是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合力的结果，为历史唯物 

主义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 ，发展学理 

论从对社会某一部分、某一层面发展 的关注升华 到在全球系 

统的互动 中探索发展问题，还表明人类 已抛弃了发展 一不发 

展。文明一野蛮、先进 一落后等截然划分的两极思维模式。 

漠视不发展的发展，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发展理论对全球问 

题的探索，既证明了社会发展 的普遍联系 ，同时也展示 了当 

代世界空前一体化的重要趋势。没有对当代相互交往和相 

互依赖的深刻理解 ，就难 以把握 当代发展 的真正 含义，必然 

坐失当代发展之 良机。 

在中国，是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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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一术语引入到 中国的政治生活 中，并提出和阐明了发 

展是当代世界 和中国的主题 。他 还围绕发展这一当代 中国 

的主题，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 

科学判断，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思路。从特定意义上，邓小 

平理论就是关于中国实现现代 化的理论。因此 ，建立有 中国 

特色的发展学理论既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同时还体现 

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实践活动和成果。中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在现代化 

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解决方式与其他 国家相 比具有极为 

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发展制度的选择、 

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发展与体制改革、政 

治秩序、社会公平、文化冲突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上，都体 

现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 ，并具有鲜 明的 中国特色 。事实表 

明，中国的这种独特实践是成功的 ，并且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 

成就。对这些实践浠动及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正是建立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丁雅娴 ．科学分类研究与应用[M]．北京 ：中国标准 出版社 ．1994． 

[2]阿尔温·托夫勒 ．预测与前提 一托夫勒 未来对话 录[M]．粟旺．等 

译 ．北京：国际文化 出版公 司，1984．190—191． 

[3]邱耕田 ．发展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4]肖枫 ．西方发展 学与拉 美发展理论 [M]．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88． 
．  

[5]鲁兴启 ．综合的时代呼唤在 系统思维基础上建立跨 学科研 究的 

方法论[J]．系统辨证学学报 ．1998．(2)：12—17． 

[6]贾高建 ．“发展理论”研 究中的“发展”概念存在逻辑缺陷[J]．理论 

前沿．2001，(11)：30． 

(上接第 145页) 

该会每年召开年会，偶数年召开面对面的会议，奇数年则 

召开远程会议。1998年 由 At}labasca大学主办在 Banff召开的 

年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人参加。1999年的年会于6月8 

日在渥太华举行，通过 电话及电视会议 向全 国播放。2000年 

的年会则于 5月 2日在魁北克城的拉瓦尔大学 召开 CADE发 

行两本学术期刊，(Journal 0f Distance Edueatlon)是经同行评阅 

的学术性刊物，每年发行两期，刊登远程教育与学习方面的研 

究成果和报告。《C0IIⅡIluIliqu6》则是一般刊物，面向远程教育与 

学习的实际工作者，每年不定期出版。所有会员均可免费获 

得这两种刊物。 

二 、认识与思考 

综上所述 ，加拿大的远程教育历史悠久 ，早在 19世纪末 

出现邮递服 务起 ，就 开始 了远 程教育 。随着科学 技术 的进 

步 ，远程教育的手段及 时进行 了技术更新 ，走在 了世界的前 

列。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模式多 

样化 ，既有双轨制 ，又有单轨制 ，并设有专门提供远程教育服 

务的非教学机构 ，和专门的远程教育研究机构 。从 政府 、学 

校 、公司和社会机构 ，加拿大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 

的发展，能及时决策，及时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造传 

统的函授教育，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公民素质，为提 

高劳动者素质、开展岗前及在岗培训，为建设学习环境、实施 

终生教育，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对信息技术设施和互联网的利用程度的差别，在加 

拿大已经出现了“数字鸿沟”(Di tal divide)这个新的社会 问 

题 ，使得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更 

加难以弥合。这种情况在我国依然存在。然而，大力发展远 

程教育，发展终身教育，让人人都有获得信息、获得教育的机 

会 ，就为缩小这些差别创造了条件 。 

在我国，如果将电力、交通、通信设施作为建设现代化大 

都市的基础设施，那么，现代远程教育就是建设未来知识经 

济大厦的基础设施。如果说普及 国际财务结算 、国际招标 、 

国际法等方面知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 的当务 

之急，那么，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开展各个不同层次、不 

同对象、不同方式的远程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也是中国 

面对人世挑战的当务之急。迎接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在逐步 

开放国内教育市场的同时，尽快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 

力；在增强国民对我国教育的信心的同时，迅速提高我国教 

育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而加速远程教育体系的建设，落实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就是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必不可少的 

措施。显然，在网络规划、科学决策、经费筹措、技术推广、机 

构设置、队伍培训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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