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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social economy entering a new normal stage of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upply-side lifelong education reform to optimize the lifelong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whole 

people,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worke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industries is the basis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education supply-side refor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supply-side reform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oci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Chengdu, starting from the supply and production side, and through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upply,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o enhance efficiency, forming a rich, 

diverse and optional. On the basis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e, 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clusiv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and a nationwide development path of lifelong education 

with universality is proposed, which may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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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供给侧端的终身教育改革以优化全

民终身学习环境，持续的促进不同产业、行业内劳动者的素质与能力提高是为我国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提供动力源的基础。成都作为我国内陆首个且唯一一个获得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的城市，其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的推广过程中极具指导

性，基于此，本文以教育供给侧改革驱动为背景，通过对成都市终身教育供给侧改革现状作

为研究实例与对象，分析当前成都市各项社会教育资源整合利用情况，结合成都市学习型城

市建设中的经验从改革教育供给、资源协调与整合方式的角度分析，并针对成都市获奖后仍

存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总结经验与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构建形成纵横贯通的全纳型终身教

育系统助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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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是推进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石[1]。调查和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在现有

政策的支持下逐步稳健开展，呈现阶段性、重点性推进的格局。2019年1月31日，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官网的发布显示，中国成都获得“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

城市奖”，成为我国除北京、杭州之外，第三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跻身分布在28个国家38个

荣获“全球学习型城市奖”之列。  

本文以教育供给侧改革驱动为背景，从对成都市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背景下的终身教育发

展现状的探讨入手，归纳与总结当前成都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模式、经验与发展路径，并对

照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和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深入剖析未来成都市终身教育发展可

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改革教育供给、资

源协调与整合方式以提升效率，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供给侧结构，从而构建形成纵横

贯通的全纳型终身教育（inclusive lifelong education）系统[2]，并给出相应的实施路径与政策

建议。 

2．学习型城市建设背景下成都市终身教育发展现状 

2.1  以社区教育为抓手的全民终身学习系列活动 

成都市于2017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是全国颁布实施的首部社区教育地方法规，社区教育的开展和推广成为成都市学习型城市建

设的重要实施路径和抓手。据成都市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成都市当前已形成了以20

多个市级社区大学、区县级社区教育学院为主体、整合纳入1280所中小学的开放资源、从点

至面，网状辐射318所乡镇社区教育学校、3138个村教育工作站的全纳型终身教育服务体系。

成都市教育局、科技局等21个相关部门为全面开展市民终身教育工作，助推学习型成都的建

设贡献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培训服务项目。 

2.1.1 打造“最成都•市民课堂”项目 

从2010年启动以来，“最成都•市民课堂” 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每年平均开设课程达1000

门以上，发送学习地图6000册，年服务人次300万人以上，线下课堂年参与达500万人次。截

止2018年6月，成都市终身教育促进办公室联合成都社区大学对全市119个“最成都•市民课堂”

教学点进行评审，共遴选五星级教学培训点位27个、四星级点位32个、三星级点位60个，评

选出90位优秀工作者[3]。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上与时俱进，通过绘制《最成都•市民课堂学

习地图》，为市民提供可视化信息参考资料，并适应新常态下互联网+要求，开展线上课程报

名，线下确认，为市民提供公平的课程选择权。此外，“成都市终身学习教育资源库”和“成

都市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www.cdcuc.n)的建设与运营，使市民可以足不出户，从手机

端便能注册登录，免费远程学习，真正为市民搭建“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环境。 

2.1.2 培养中小学生“社区雏鹰”实践项目 

成都“社区雏鹰”公益活动荣获全国特别受百姓喜爱终身学习品牌称号，它是由成都市

各区（市）县教育局牵头、社区教育学院负责组织管理、各社区教育工作站具体设计、在暑

期面向中小学生的大型社区教育实践项目。自2016年首期开设以来，三年间共举办10000场以

上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过“成都社区教育”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整

理与发布最新活动动态，方便家长、市民查询活动的具体课程和有关信息。据成都市民终身

学习网、成都社区教育官方微信、微博公布，2018年全市22个区(市)县为“社区雏鹰”公益

活动提供了8483个培训实践项目，较2017年增加2000余个项目[4]。成都市各区（市）县集合

本地需求、区域特色，通过“社区雏鹰”公益活动搭建起家、校、社的沟通桥梁，进而致力

构建全区和谐、美好的学习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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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构建“成都市民游学”特色平台 

    由成都市终身教育促进办、成都社区大学主办的“成都市民游学”项目秉承“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坚持“创新社区教育产品供给”的基本原则，立足区域文化传统和产

业优势，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特色，整合成都市周边地方资源，在生活中发掘游学项目，带动

了成都市周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社区教育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如永安社区开设的“农民

增收课程促进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教育模式等。截至2018年底，已打造出了包括蒲江茶

文化游学、都江堰水文化游学、温江田园绿道游学、郫县川菜游学、邛崃红色革命游学、金

堂酒文化游学等30余条特色游学路线。参加游学项目的市民人数逐年递增，从2013年的每年

5000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每年近7万人次。“成都市民游学”项目也引起了媒体的持续关注和

相关部门、专家的认可，并被广泛的介绍到包括上海、江苏、宁波等国内其他省市，逐步成

为一种普适性终身教育载体[5]。 

3．成都市终身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 

成都市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与文化特色，逐步形成了主要

以成都社区大学为龙头，各区、县、街道社区学校为主干的终身教育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市民日益增长的对终身教育的需要和

当前“学习型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3.1 缺少系统的协同机制、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对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终身教育体系的发展，应明确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社会支持和市民参与的统筹协同机制的推进。现阶段，无论四川省抑或成都市都还未出

台专项的终身教育法规条例，多数相关的法律条规与政策文件为涉及终身教育中部分领域。

成都市在终身教育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教育服务主要依托成人教育、职业教

育、老年教育等相互割裂的不同主体条块，终身教育各部分分头负责的现象，缺乏完善的、

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对于未能被这些零散的条例所囊括的对象而言，他们的权益、受教育情

况和发展程度并不能很好的被相关部门了解，更难以进行创新和完善，比如说农民教育、残

疾人教育、家庭教育等。 

3.2 终身教育经费不足、资源匮乏 

据成都市教育局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显示，教育支出110055.08万元，占2018公

共财政支出总额的92.1%，虽较2017年同比上涨9.86%，然而其中对城乡社区教育经费投入为

5589.3372元,仅为教育支出的5%，而对郊区农民教育以及其他成人继续教育经费投入为

311.1072万元，仅占教育支出的2.8%[6]。成都市社区教育同样面临资金和资源有限的困境，

2017年获得社区营造资助项目数量和金额均排第一的成都市武侯区，资助金额总额仅为110

万元。这些有限的继续教育专项经费投入，导致终身教育资源匮乏，学习型场所建设滞后。

比如，全市各级老年大学（学校、学习点、辅导站）共2588个，注册在校学员达22.18万人，

校生比高达857：1。在资金短缺的影响下，当前成都市终身教育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教育资

源供给渠道单一，资源匮乏的问题。 

3.3 终身教育资源供给缺少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现阶段，成都市在终身教育服务支持建设中，存在教育资源供给渠道单一、教育内容和

服务形式设计过于笼统，内容设计较泛，缺少针对性，未能真正从学习者的持续学习的需求

出发等问题。如成都市通过以社区为基础单位开展终身教育，虽通过最市民课堂、社区雏鹰、

市民游学等品牌项目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但这些活动都以社区政府为主导单位，且供给数

量有限，供给与呈现形式比较单一，同时缺乏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导致市民的参与与

学习行为难以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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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终身教育队伍建设与管理有待提高 

成都市从事终身教育的专职教师和工作人员极度欠缺。根据抽样调查，当前专职教师占

比45.3%，且66%的专职教师工作年限为两年及以下，工作时间达5年以上的仅为17%。终身

教育专职教师占比不到一半，其中有大部分属于教龄短，经验和能力不足的年轻教师，造成

教师队伍流动性大、稳定性差。另外，部分专职教师还身兼数职，72%的教师没有足够时间

提升专业能力，58%的专职教师则表示得不到专家指导。师资队伍的建设不佳进而导致各组

织机构的管理部门实际上承担了教务处的部分职能。师资建设体制的欠缺和管理机制的不完

善和不规范进一步加速了那些身兼数职、压力过大的优秀教师的流失，造成恶性循环。 

4．基于成都市终身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路径 

从当前成都市终身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瓶颈中可以看出，新常态下终身

教育的稳步发展需要通过对当前终身教育供给的要素、质量、效率以及结构的调整，以促进

公民养成及保持持续主动的寻求教育、更新知识、技术的习惯，并不断激发其社会活力，最

大程度解放生产力，化解当前教育供需矛盾中的一部分，会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4.1  完善协同机制，提升学习型城市建设“推动力” 

当前民众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与复杂性愈发明显，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教育课程资源

已经不能满足市民对终身教育的需求，而这种不平衡则进一步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

况下，成都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继续加强相应法规条例的出台，明确终身教育的目标、性

质与任务，从而明确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责，保证终身教育经费、师资和机构的落实、建

设和发展，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成果法制化，从而全面提升各级政府的教育治理水平。同

时政府作为主导者，在明确教育责任边界前提下，也需要借助市场主体，发挥其对教育资源

合理配置的作用，和以完善法治化的终身教育标准体系共同引领成都市终身教育的发展[7]。 

4.2  以“公私合力”为准绳，保证终身教育资源供给规模  

面对当前全国终身教育各领域普遍存在的“供不应求”的问题，成都市政府应当进一步

创新教育供给机制，推动终身教育投入主体和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立体化以确保资源供给的

规模从而促进终身教育的持续发展。当前由于缺乏详细具体的可执行政策和激励性措施，影

响范围有限。因此，应继续扩大终身教育的受众面，完善终身教育内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

与非正式教育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互动，可以通过对不同的市场进行考察和调研，了解当

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动向，市民对终身教育课程的需求，以及当前所提供的课程的

总体数量与规划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促使终身教育机构与部门主动与行业机构协作和沟通，

联合设计终身教育项目，与企业合作，开展符合实际需求的在职教育等[9]。此外，还应结合

当前成都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的规划与设计进行考虑，促进政府与社会教育机构进行合

作，健全学习成果转化与认证的相关标准、制度和管理办法，探索不同类型下，学习成果的

沟通衔接，从而建设更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 

4.3 以教、管、办、评分离管理为手段，改善终身教育供给质量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阶段人民所需要的，更应该作为我国教育改革新时代的新

目标，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导向，以学历教育为基础，以个体

的非学历教育、非正式教育为阶段，在全民终身学习的开放教育体系中进行系统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当前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终身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评价体系，因此终身教育

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未获得保障。就成都市而言，改善终身教育供给质量除了前面讨论的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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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外，还需要成都市政府落实在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需要，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将教学与管理的权利下放到具体的部门、社区乃至教学机构，让不同机构

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从而强化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10]。 

5．结束语 

终身教育，旨在培养伴随着个体生命长度（life-span）和跨越人生宽度（life-wide）的学

习环境与学习习惯，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当前成都市

在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过程中，需注意进一步将终身教育管理环节中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利

下放，加强终身教育不同范畴中教学各环节的管理，尤其为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

与监管，加快成都市终身教育电子银行的建设，并建立终身教育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和可操作

的评价体系，构建起完善的终身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并充分融合“互联网+教育”等高科技教

育形态以丰富教学类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的个性化、共享式、开放性供给是改善当

前成都市终身教育的发展现状的一大重点。在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中，创新思维迸出的火花，

工匠精神世代的传承，数字丝绸之路的构建等都是进一步打造学习型城市，改善终身教育供

给质量与环境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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