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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lifelong learning can be promoted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centered"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tate-led social and individual sharing, and the 
target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bo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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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终身学习政策演进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新时代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推进终身学

习：以“以人为本”兼顾社会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国家主导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为基本原则、以既倡导公平性又

鼓励效率性为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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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地

区基于各自国情发展需要，先后出台了多种形式的

终身学习政策并开展了相应教育改革活动，掀起了

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浪潮。当下，终身学习热度不

减，仍是各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

把“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确立为

2035 教育现代化的总目标，甚至首次将终身教育体

系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

度，以便更好建设学习型社会。因此如何更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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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本研

究将通过对国际和国内终身学习政策的发展历程和

相关教育活动进行分析，以厘清其背后的本质和政

策意图，从而挖掘可供借鉴之处，以期提供可行政

策建议进而助推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2. 终身学习政策演进 

2.1. 终身学习概念分析 

终身学习理念古已有之，但其真正受到国际社会

普遍重视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则是在上个世

纪 70 年代以后。一份著名报告指出，未来的教育要

求社会的一切部门都要从结构上统一起来，成为一

个协调的整体，而且这种教育将是普遍的和继续的。

紧接着，各相关报告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发展终身学

习[1]。自此，“终身学习”术语迅速席卷全球并获得大

多数国家的认可。但这一术语常与终身教育互相混

用，为使行文简洁，除有特别声明，本文将终身学

习和终身教育同等使用，即把二者看做对统一对象

的不同称呼。学界对“终身学习”虽无标准界定，但他

们的定义几乎共同指向：终身学习是社会成员贯穿

于其一生的有目的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过程，旨

在增进知识、技能、能力和社会参与意识等以适应

社会和个体发展需要[2][3]。 

2.2. 国际终身学习政策演进 

关于国际终身学习政策的发展历程学界说法不

一，本文更倾向于“三阶段说”：20 世纪 70 年代为起

步期；20 世纪 80 年代为平稳发展期；90 年代至今

为深化期[4]。20 世纪 70 年代是终身学习政策的起步

阶段，这一时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国际

社会（主要是欧美国家）对终身学习有了初步的理

性认识并普遍将其视为成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

和政府有责任对这一权利进行保障，让成人有继续

参与学习的机会。期间，鼓励发展继续教育，比如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20 世纪 80 年代，各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终身学习活动逐渐增多，进一步强化继

续教育。此时，终身学习理念也进一步传播到日韩

等国家，并在他们的政策上得到体现。这一时期，

国际社会拓展了终身学习的功能，将其不仅仅看作

是一种权利，还把它当做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在行

动上，各国继续完善有关终身学习的法律，投入更

多的资源。这一时期的政策旨在回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并强调个人对于学习投资的责任，鼓励终身学

习活动的企业化和市场化。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终身学习已演变为一种多

样化的社会政策。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对终身学习的

认识逐渐拓宽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

制度外教育的各种学习活动，促进了全民终身学习

的发展。有些国家将终身教育拔到提升国民精神素

养的高度，并将终身教育政策作为国家的一种综合

战略，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进步。这一阶段各国

更多采取多样化的发展策略，比如大力发展社会教

育，同时鼓励个人自主学习。 

2.3. 我国终身学习政策发展历程 

1993 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

“终身教育”概念，从此开启了我国终身学习事业的新

征程。但纲要并没有对终身教育的内涵作详细解读，

将其等同于成人教育，并视成人教育为一种新型教

育制度，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补充。此后，国家出

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来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各时期的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均涉及终身学习的内容。随着终身学习

理念的深入，终身学习事业持续发展。我国的终身

学习活动更多聚焦于职业教育等成人教育，同时也

积极寻求各种非正规教育与正规教育的对话，以健

全终身教育体系。但是这里终身教育主要指成人教

育，并非重构新的教育体系[5]。 

自推行终身学习政策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获得

长足发展，但成人是否愿意投入继续学习更多被视

为个人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成人教育更多

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具有明显功利主义价

值取向，没有充分考虑教育的本质目的。从“人才资

源是第一资源”等战略构想可窥见一斑。由此可见，

我国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更多是对现有体系进行补

偿和完善，通过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将更多的人纳

入到终身学习体系里面来，以分享现有社会的发展

成果。例如国家逐渐给予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更多关

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终身学习的标准尚无具体

陈述和明确要求，更多的只是限于文本上的原则性

和期待，在实践上各地更多是因地制宜构建本地的

终身学习体系，即以大方向为基准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自主开展。目前，在国家层面还缺乏统一和独立

的终身学习政策，特别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部完

整的有关终身学习的全国性法律。 

总之，当前我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和应用尚未达

成共识，至少在政策文件中未有统一描述，只是要

求协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以及将国民教育体系和终

身教育体系相结合，但如何开展以及达到何种程度

没有统一标准。此外，很多地方终身教育的政策范

围基本限定在成人教育范围内，包括职业教育、社

区教育等，而学校基础教育被排除在外。正如 2005
年福建省相关条例指出的那样，“本条例适用于本省

行政区域内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有组织的终身教

育活动”[6]。 

3. 新时代推进终身学习政策的思考 

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全面

深化改革。在教育方面，2019 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建
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意味着这将

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因应教育变革要求，

我国终身学习政策也将有新变化和新拓展。以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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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未来我国终身学习政策发展可能会有的内外变

化，对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推进终身学习政策作出尝

试性思考。 

3.1. 基本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兼顾社会发
展 

从国际上看，各国终身学习政策呈现多样化的趋

势，既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又鼓励个人自我

实现，以达到教育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目的。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这就要求我国终身学习政策的价

值目标应逐渐转向“以人为本”兼顾社会发展上来，以

达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因为人

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7]。同

时也是我国的当前教育的重要价值旨归，即“新时代

更要注重全面发展”。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是题中应

有之意。 

从历史文化传统看，我国历来重视集体观念，即

“有为天下人，独不为个人”[8]。所以无论是社会生活

还是教育活动，我们向来推崇集体精神。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我们既不能只注重个人所得而忽略社会

发展，也不能谋求社会发展而牺牲个人利益。推进

未来终身学习政策时可以考虑强化成人基础教育和

发展以参与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教育，更多考虑教育

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即“以人为本”。因为教育是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教育不仅仅能促进

公民自身的健康和福祉，还对其生活产生正面影响
[9]。此外，也应加大对农民工、城市低收入群体、残

疾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关注。 

3.2. 责任主体：“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分
担 

我国人口基数和教育规模庞大，而教育资源相对

匮乏，同时我国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市

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不断推进，社会和个人的自主

性持续加强，终身学习更为合适的模式应是“国家—
社会—个人”共同分担制。推进未来终身学习政策

时，国家和社会可以考虑提供更多优质的免费教育

资源，为可能的根本性教育结构变革提供条件。因

为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将

学校政策和教育实践纳入终身学习框架的重要性
[10]。此外，倡导个人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个人也

要承担起终身的责任，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

每个人拥有的知识都在变得越来越来过时。正如艾

宾浩斯遗忘曲线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

会逐渐遗忘我们接触过的所有东西。因此，为了跟

上快速发展的步伐，个人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 

3.3. 目标要求：公平性和效率性 

首先，国家可以考虑设立统一政策法规为终身教

育提供基本要求和最低标准，并在教育体系内部搭

建服务平台以促进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纵向衔

接、横向沟通，促进不同教育阶段的融通和衔接，

增强教育体系的公平性。其次，加强公平的同时，

也要考虑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性，教育相关部门在

运用行政工具的同时，可以适时采用经济性工具，

如教育外包等[11]。 

总之，终身学习政策是价值选择和社会环境相互

作用的产物，不存在标准统一的方式，随着国际国

内工作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深入，终身学习政策也必

将随着调整以找到更适合本国具体实际情况的模

式。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如何选择终身学习策略，

都应切记终身学习政策本质上是一项教育政策，应

始终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现代化的旨归是

人的现代化，要转变工具理性一元思维，将工具理

性和价值理性统一于终身学习全过程[12]。不断开拓

教育视野，打破时空籓篱，推动横纵贯通形成合力，

为终身学习建设提供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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