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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广州社区教育发展建议的报告 

 

尊敬的陈建华市长： 

根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实

施方案的要求，近日我院组织人员到上海等地调研社区教育发展情

况。现将调研了解的国内外社区教育发展情况及推动广州社区教育发

展的有关政策建议报告如下： 

一、国际社区教育发展情况 

社区教育源起于北欧，以 1844 年丹麦民众教育家柯隆威

(N· Grundtvig)在乡村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民众中学为标志。民众

教育的理念不仅推动了北欧社区教育的发展，也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

及北美和亚非一些国家，对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社区教育的发展和变革

产生深远影响。 

社区教育成熟于美国。1896 年，美国第一所初级学院成立。此

后，初级学院迅猛发展，不断增设为社区服务的课程和系科，逐渐成

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教育机构。为突出社区服务宗旨，19世纪 40年代

后期公立初级学院更名为“社区学院”。在政府的推动下，社区学院

在 20世纪 50～60年代得到高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以社区学院为标志

的独具特色的社区教育模式。 

社区教育蓬勃于各国。1948 年联合国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

会发展”。1955年联合国通过《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报告》。

在联合国组织的积极倡导下，各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教育模式。

如新加坡把社区发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同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提供

优质服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印尼和菲律宾把社区教育融入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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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和“助人相助”活动之中。这些富有特色的社区教育活动，对

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社区教育发展情况 

社区教育于 20 世纪 20 年代传入我国，80 年代中期逐渐兴起。

同时，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念也得到广泛关注。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正式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到

20 世纪末，社区教育在北京、上海等地迅速发展。2002 年，党的十

六大明确提出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2005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五中

全会上提出了“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号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也提出“基本

形成学习型社会……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的战略目标。 

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建设学习

型社会的政策措施。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省市之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其主要经验措施有： 

1、科学实施顶层设计 

1996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努力

把上海建成适应新时代的‘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并将发展社区教

育、创建学习型社区作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措施。

2006年颁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2011年颁布

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从政策、法规等方面对学习型社会

建设、社区教育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和保障。 

2、建立领导组织机构 

2006年，成立了市精神文明委领导，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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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精神文明办、市教委、市科委等单位组成的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指导委员会，负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规划、统筹、指导。工作机构由

市精神文明办和市教委联合组建，设在市教委。2008 年成立了市学

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对社区学院的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协调和服务。 

3、作为重点工作推进落实 

为保证继续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持续发展，从三个方面予

以保障：一是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要点统筹规划。二是纳入市

教育行政部门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三是作为本市教育体制改革的重

要工作加以落实。 

4、完善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 

在区级层面设立社区学院。2007 年，上海市教委制定了《关于

推进本市社区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 2008年底，全市 18个区都建

立了社区学院。在街镇层面设立社区学校。2006年，本市所有街道、

乡镇挂牌成立了社区学校。在居(村)委层面建立学习点。上海市已有

80%的居村委建立学习点。 

5、落实社区教育经费 

上海的街道财政自 1996年开始实行“地方税收全返，增加公共财

政支出定额，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落实条费块转”的财力分

配体制以及财政拨款和税种下放相结合的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街

道（镇）的财力也日益增强，街道（镇）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用

于开展社区教育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体育等活动，并确保每年有所

递增。上海很多街道（镇）都采取“财政拨一点、街道和居委员会出

一点、驻区单位赞助一点、个人学习培训交纳一点”的办法来筹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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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经费。目前，上海市居民人均社区教育经费达到 10元左右。 

三、广州社区教育发展情况及有关建议 

 “十五”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工作，明确提出建设学

习型城市的目标，开展学习型社区、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工作，打造《广

州讲坛》和《羊城学堂》，定期举办“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展“书香

羊城”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和 科教文卫“四进社区”等各类社区教育

活动，依托“教育 e时代”工程打造数字化学习型城市。 

2010 年，我市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

习型社会建设》。项目以构建“一核双网”(核心为广州学习型社会建

设联席会议，双网为数字化学习网和社区教育网)学习型社会架构为

支撑，搭建各类教育培训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

体系，探索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管理体制和长效机制。 

我院以“服务产业、服务社区、服务市民”为办学定位，在完成

高职教育任务的同时，主动承担广州社区教育发展任务，并发挥了积

极作用。2009 年 5 月，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准我院加挂“广州社区

学院”的牌子。目前，我院承担了《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项目，

市政府明确依托我院成立“广州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建成覆盖

全市的“区—街道—社区”三级社区教育网络。 

目前，广州市虽有 7个区被确定为全国和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但无一被评为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存在

明显差距和不足（详见附件）。 

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描绘了幸福广州的美好蓝图，提出走新型城

市化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为此，要加快社会建设转型升级、提升市

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万庆良书记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是新型



 5 

城市化的终极目标。而社区教育就是提高社区成员综合素质和生活质

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和过程，开展社区教育也是加强社

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

路，构建幸福和谐广州，应加强学习型城市建设，大力发展社区教育。

为更好地推动广州社区教育，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特提出如下几点

政策建议： 

1、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建立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

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支持，社区群众自主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成立市社区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立由市教育局、精神文明办等

部门联合组建的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各区（县级市）成立相应机构。

将社区教育工作列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的考核内容，明确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2、整合资源，构建网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和鼓

励各类教育、科技、文化机构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开展社区教育活动。

以广州社区学院为核心，建立以区（县）社区学院为龙头，以街道（乡

镇）社区学校为骨干，以居委会（村）社区教学点为基础的社区教育

实体网络。 

3、加大支持，强化保障。落实教育部要求，按常住人口每年人

均不低于 2元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培训经费，市、区（县级市）两

级财政共同分担并落实到位。组建一支相对稳定、素质较高、专兼职

结合的社区教育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 

4、建立规范，加强督导。建立健全社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将

社区教育纳入教育督导范围。依托广州社区学院尽快成立广州社区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履行全市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业务指导、政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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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资源开发、人员培训等职能。 

专此报告。 

 

附件：广州与北京等城市的社区教育实验区与示范区数量比较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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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与北京等城市的社区教育实验区与示范区数量比较 

 

 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杭州 广州 

全国社区教育实验

区（个） 
6 6 10 4 5 2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区（个） 
6 4 8 3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