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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 18期（总第 262期）              2024年 11月 15 日 

“建立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制度体系” 

——第十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教育财政专委会年会 

第一轮通知
 

2025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将组织召开“第十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

2024—2025 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诚邀来自不

同学科的研究者和相关的决策者、实践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对话。现将会议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内容 

2024 年 7 月 18 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论述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其中特别强调：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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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供给机制。”《决定》还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到二〇二九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需要教育财政制度体系的强有力支撑。面对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重大挑战，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制度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可能的

选择。最近，财政部、教育部等部委先后调整了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

助学金政策，提高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进一步降低了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所有

这些政策举措都为建立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制度体系创造了条件。未来的教育

财政制度体系必须兼顾财政性投入和非财政性投入，以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从而

完成《决定》所设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任务。为此，第十届中国教育

财政学术研讨会暨 2024—2025 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

年会将“建立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制度体系”定为会议主题，将邀请知名专家、

学者深入探讨相关的议题。 

本届年会将特设“建立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制度体系”主论坛并围绕年会

主题设置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等领域的十余个专题分

论坛。 

二、“青年优秀论文”征集 

为鼓励青年学者积极从事教育财政研究，提升我国教育财政学术研究的整体

水平，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从 2015 年开始举办“中国教育财政研

究青年优秀论文”征文活动，并召开“中国教育财政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青

年学者提供展示和交流的机会。从 2019 年起，特别增设了“实践优秀奖”，以鼓

励实践导向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将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对所有符合条件的

投稿作品进行匿名评审，确定一、二、三等奖和实践优秀奖。一、二、三等奖的

奖金分别为 5000 元、3000 元和 1000 元人民币（奖金包含税款）。成功入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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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将获颁加盖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公章的荣誉证书，并有机会在

“第十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的“青年学者论坛”上做主题报告。投稿截

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 

三、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单位/个人

会员发展 

为了进一步完善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做好学术交流、政策咨询

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我会将继续积极开展会员发展工作。除了发展个人会

员外，将吸收一批在教育财政领域方面表现突出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地方教

育和财政部门、相关教育企业等单位作为我会单位会员，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 

申请个人或单位会员请扫描下方“2025 年会信息”二维码，点击“个人会员

在线申请”或“单位会员在线申请”，单位会员须上传加盖公章的“单位会员入

会申请表”扫描件。 

会员权益： 

（1）个人会员 

 获得本领域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最新进展的资讯；定期获得《中国

教育财政》科研简报的电子版。 

 享有在专委会相关平台分享研究成果与工作心得的机会。可以在《中国

教育财政》（增刊）上发表研究心得和工作体会；《中国教育财政》（增刊）

将专门刊载会员的文章。 

 优先获得重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培训进修机会。 

 参加学术年会，在学术年会上发言，做主持人、评论人。 

 申请和承担学会委托的科研课题。 

 获得专委会提供的其他服务。 

（2）单位会员 

 针对本单位关注的主题，享有在学术年会上组织专题讨论会的优先机会。 

 向专委会推荐教育财政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专委会组织专家

予以研究。 

 享有在专委会相关平台宣传本单位学术动态和其他活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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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事、常务理事。 

四、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25 年 1 月 3 日—1 月 4 日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

财政专业委员会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1. 联系方式 

年会事宜：薛懿，18032647128，yxue@ciefr.pku.edu.cn 

接受“青年优秀论文”投稿：温雨熹，yxwen@ciefr.pku.edu.cn 

专委会会员入会事务：关可心，kxguan@ciefr.pku.edu.cn 

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 2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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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17 期（总第 261 期）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之困在于供给侧 

摘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要障碍，在于供给侧。破解供给侧之困，关键在于重

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多部门治理机制。首先，要在职业教育空间布局规划中引入多部门治

理；其次，应改革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再次，应改革职业教育评价和资源分配权；

最后，应在多方治理架构下择机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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