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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黑龙江省教育经济发展报告》以两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为基本内容，是一
部专著性的报告。
　　上篇是尹晓岚同志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课题编号：FFBOlll53）。
该课题针对我国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特色，对
各省区教育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层次、科类专业、空间分布三个
维度，对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课题并以黑龙江省为案例，对省域内不同层面教育资源配置的状况及其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刘惠林、吴国安、张润林、王淑云、于潇、安立华、王薇
等同志。
　　中篇是刘惠林同志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中国地方教育财政问题研
究》（课题编号：DFB010583）。
该课题从财政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认真研究了中国地方教育财政问题，分析比较了国外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国家的教育财政体制，对我国地方教育财政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
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教育财政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张少杰、金敏、刘磊、杨宇、董慧、赵滨、吴晓丽等
同志。
　　下篇是对黑龙江省教育经费投人与使用情况的研究。
编写人员如下：吴国安（下篇第一章）、安立华（下篇第二章）、杨宇（下篇第三章）、董慧（下篇
第四章）、金敏（下篇第五章）、崔多立、刘磊（下篇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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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配置省际差异分析一、区域普通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省际差异分析二、区域基础教育人力
资源配置省际差异分析⋯⋯中篇：中国地方教育财政问题研究下篇：黑龙江省教育经费投入与使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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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科学发展观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
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
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
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
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
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
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提
高质量效益为中心；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
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①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
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
②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
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③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
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
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
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
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四、科学发展观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
论升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也为教育事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对教育的根本要求。
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要坚持六个协调：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各级各类教
育协调发展；促进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协调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促进教育规模、质量、结
构、效益相互协调；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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