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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型政党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了从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到学习型政党、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执政能力建设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核心、党性锻炼是年轻领导干
部的紧迫问题、党的基层组织的学习化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当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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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年仅15岁的他迈入了扬州师范学院的大门，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无机化学专业博
士学位。
在北京玻璃研究院从事了四年研发工作之后，担任北京一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玻璃研
究院副院长。
32岁时，作为教授级高工，因在工程技术领域的突出贡献，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获此荣誉最
年轻的科学家之一。

　　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政府管理培训班深造，为此后从政积蓄了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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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区的属地负责人，带领全区圆满完成奥运筹办各项服务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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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学习型社会”这个词进入人们的视野，是2001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致力于“构筑终身教育体系
，创建学习型社会”，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必须要充分发挥我国
的人力资源优势，“学习是提高人的能力基本途径”。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并将其作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3年1O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部分进一步指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并把“建设全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任务。
2008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又指出，“要努力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
识、我国优秀文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在促进学习型政党建设进而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积
极推动作用”。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地向学习型社会迈进。
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能否迅
速提高的战略举措。
纵览人类文明时代（社会时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工具时代一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知识时代的过程
。
随着人类进入20世纪后期，社会发展呈现出四大方面的变化①，决定了学习型社会必将到来。
　　第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呼唤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起源于人们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反思。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不再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摒弃了那种仅仅把自然资源开发看作是社会经济发
展之关键，把GDP增长看作社会发展之主要目标的观念。
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把社会发展看作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自
然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把人力资源和人的创造力提升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地位。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克服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也必然导致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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