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三大机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课题组 

2013 年 9 月 25 日 

 

构建整合联动、购买服务、开放学习三大机制是学习型社会建设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整合联动机制重点在挖掘社会驱动力实现教育资

源整合，购买服务重点在打破体制分割以项目推进专业化教育服务，

开放学习机制重点在构建无障碍学习平台提供开放自主学习条件，它

们分别从资源整合、项目实施、学习平台构建三个方面推进学习社会

建设，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现方式。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属性规

定了三大机制构建的性质与方向，三大机制构建必须遵循学习型社会

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基本规律。为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的三大机制建

设，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整合联动机制，就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通过对有限终身教

育资源在规模、结构、质量、成本和效益的有机结合，各行为主体为

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策略和措施，实现有限

资源能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为推动整合联动机制构建，特提出以下

对策建议： 

1．以终身教育立法形式确立整合联动机制。广州应着手制定本

市的终身教育条例，确立政府、社会、个人等不同主体在终身教育发

展中的职责、任务和参与方式，实现各部门、各单位、各行业的协同

推进和共同参与，形成推动终身教育的积极合力。 

2．组建各级终身教育委员会推进各部门的整合联动。广州应在

政府统筹下，以志愿参与为原则，以委员制为形式，以联席会议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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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度，组建由行政部门、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社区、驻区企业、

民众代表等共同参与的终身教育委员会，负责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规

划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审议。 

3．以终身教育专员制具体承担整合联动任务。建议成立终身教

育专职管理队伍，主要负责管理、保护和整合教育设施与资源，了解

民众教育需求，策划教育内容，促成教育项目，组织社区志愿者，利

用设施组织终身教育与学习活动等。 

4．以社区学院为主要载体整合各类终身教育资源。组建成立各

级社区学院，构建三级社区教育实体网络，承担和推动社区教育发展

任务，充分整合各类社区教育资源，组织实施各类社区教育项目，为

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社区教育服务。 

5．以师资库形式落实推进师资队伍的整合联动。各级社区学院

要组建以专职教师为骨干，兼职教师为主力，志愿者为支撑的社区教

育师资库，建立现有教师资源的共享及转岗机制、兼职教师的“借、

聘、兼”机制、终身教育志愿者的聘用机制，充分整合终身教育师资

队伍。 

6．以项目化运作方式来实施整合联动机制。根据终身教育发展

的总目标和任务，通过任务分解、项目招标、立项和专业化管理，动

员和组织各类有条件、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承担学习型社会建设

任务，有效整合社区教育队伍和力量。 

7．以效果评估促进整合联动机制的实施。加强整合联动机制实

施的效果评估，重点对整合联动机制的协调性、公平性、有效性、开

放性和群众满意度进行评估，确保整合联动机制的有效推进和实施。 

二、购买服务机制，是指由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向社会教育机

构购买服务，由机构派出专职人员到购买服务的单位和社区，开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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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与服务。其核心即在于“政府购买，机构运作，专业施教，服

务民众”。为推动购买服务机制构建，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和职责。政府要从公共服务的

唯一提供者转变为“购买者”、“监督者”、“制度设计和供给者”，对

购买服务做好规划，制订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程序规范和标准规则，

为购买服务的实施、制度的执行创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良好环境，

监管服务提供者的合同履行，保证优质服务的有效提供。 

2．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要从青少年服

务、长者服务、残障康复、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等内容扩大到社区教

育、各类培训、学习资源建设等方面，有效扩大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

育项目的政府购买范围和比重。 

3．培育和发展社会机构。加大对承担终身教育任务的社会机构

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强相关社会机构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建设，扩大相

关社会机构的资金筹措渠道，在税收优惠、费用补贴等方面对社会组

织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4．发展壮大终身教育工作者队伍。加强终身教育工作者的职业

化建设。设置专业岗位、确定岗位编制、制定岗位专业职务系列，研

制终身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标准。建立终身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教育和培

训制度，实施“终身教育工作者培训工程”。 

5．完善终身教育购买服务运作程序。专门设立终身教育项目“购

买服务”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提出项目、接受申请、招标况投、

项目管理、验收考评、兑现经费”购买程序，完善终身教育购买服务

的运作程序。 

6．建立和完善购买服务评估考核体系。合理确定评估主体，规

范评估内容，制订可操作性强的评估标准，根据不同种类的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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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同项目的评估标准，建立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制度，确保项目

实施的效果和绩效。 

三、开放学习机制，是指在通过提供一个集中整合的学习资源平

台，通过建立无障碍入学和弹性学习制度、学习银行制度等，构建一

种开放、互动、自主的学习机制，为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终身发展提供

支持和保障。为推进开放学习机制构建，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高度重视开放学习。政府应高度重视开放学习，出台终身教

育促进条例，明确各级教育机构的职能，对企事业单位、社区、个人

参与终身学习作出相应的规定，统一协调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组

织、管理和运行工作，建立以政府为主的多元投入机制，加强各种开

放学习资源的建设，加强舆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学习”、“终

身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鼓励市民广泛参与开放学习活动。 

2．完善开放学习体系。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各类教育机构

的建设和沟通，充分发挥现有的普通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的优势，

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学院（校）、企业员工学习中心等终身教育机构，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开放式的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 

3．整合利用开放学习资源。加强开放学习资源规划和建设，充分

整合、开发和利用各类学习资源，强化学习资源建设的适用性，提高，

资源建设质量，强化、规范学习资源的整合和统筹，切实解决资源孤

岛现象，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提高学习资源的利用效率。 

4．建立开放学习运行机制。推行“学分银行”制，是实现各类

教育沟通衔接和开放学习的有效运行机制。学分银行主要功能包括学

分的记录与累积功能；学分的互认互换功能；学分的兑换功能。广州

可采取“先易后难、分类指导、分步推进”的策略推进学分银行建设。

首先，要做到相关教育机构之间的学分认定、学分互认、学分积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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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转换。其次，设计一个合理的学分认证体系，使学分互换、积累、

兑换可操作。再次，成立专门的学分认证机构，统筹和执行学分认证

工作。最后，需要发放给有学习需要的公民一张“终身学习卡”，建

立个人独立的学习账户，支撑和保障学分银行的顺利运作。 

5．建设开放学习网络平台。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网

络优势，将学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等网站链接为一体，大力发展远

程教育，建立统一的教育网络和教育服务，构建以卫星、电视和互联

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开放学习的网

络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 

6．大力推广应用学习新技术。根据广州“数字教育城”建设的

总体要求，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居民信息化培训，积极推广各种学

习新媒体、新技术、新产品，大力普及手机、iPod、Touch、掌上电

脑等移动学习技术，提高广大市民应用新技术开展学习的能力。 

7．培育积极主动的开放学习者。建立学习成果认可制度，充分

运用各种形式的学习奖励机制，不断提高市民自主学习的意识，激发

自主学习的动机，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养成自主学习的积极行为，

将终身学习的理念内化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和状态，提高市民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