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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发展重点，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学”，即在

“政策价值上要以落实每一位老年人终身发展权为价值

原则，政策目标上要倡导老龄群体终身学习的自主权，

政策措施上要夯实老龄群体终身学习的条件保障”。[3]通

过建立老年大学政策体系、完善老年大学招生制度等制

度建设，为保障老年人的学习权提供有力支撑，促进老

年教育的普惠发展。另一方面深化老年教育“放管服”

改革。要求政府能够简政放权，在赋予老年大学管理自

主权、教学自主权、招生自主权的基础上，鼓励多元主

体参与办学，通过建立健全老年大学协同供给体系、资

源共享体系，促进老年大学资源优质共享。

（二）制度提质：是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

选择

加快建设老年大学教育制度是促进我国老年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制度提质旨在以制度建设

提升老年大学办学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而实现

老 年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战 略 目 标 。 2 0 2 0 年 1 0 月 ， 党 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战略

决策。高质量发展是对教育发展状态的一种事实与价值

判断，意味着教育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达到优

质状态，表现为教育享用价值与质量合意性的提升，具

有教育供给及产出质量高、效率高、稳定性高等特点。[4]

老年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有老年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

加 快 老 年 大 学 教 育 制 度 建 设 ， 有 助 于 老 年 教 育 在

“质”与“量”维度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以数

量与规模扩张，丰富教育供给量。通过完善老年大学供

给 机 制 ， 强 化 老 年 大 学 学 位 数 量 、 设 施 建 设 、 经 费 投

入、师资队伍等多个层面的供给，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资源与教学提质，推进优质均

衡发展。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是量上的均衡，而且

是老年人接受优质教育的公平均衡。[5]从提高课程与教学

质量、师资与管理质量层面下功夫，以制度建设提高老

年大学资源供给质量。还要加强资源规划与整合、强化

资源配置的管理与监督，进而以有效配置促进老年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此外，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关系教育产业

发展，而老年教育产业又是一项幸福产业和健康产业，

以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助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

能够实现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制度增能：是实现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的有力

支撑

加 快 建 设 老 年 大 学 教 育 制 度 是 实 现 制 度 增 能 的 重

要举措。制度增能强调以制度建设增强老年大学办学活

力，提升老年教育发展创新改革动能。老年大学的发展

建设必须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积极践行“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理念，在教育实践中不断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着力推进老年大学创新发展，进而实现以

制度创新增强老年教育发展动能。当前老年大学存在教育

资源供需错配、管理工作缺乏活力、老年人学习内驱力

不足等问题，这都是老年大学动能不足的重要体现。

加 快 建 设 老 年 大 学 教 育 制 度 ， 一 方 面 提 升 老 年 群

体学习动能。在制度建设的支持下，逐渐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激发老年人学习内驱力，老年人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获取，提升了老年人的学习动能。加快制

度建设有助于以终身学习理念践行老有所为，激发老年

人的自我效能感，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效

能，既培养老年人的学习自觉，又强化其行动自觉。通

过老年教育内外“增能”，可以提升老年人适应社会与

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进而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价值。[6]

另一方面提升老年大学工作效能。老年大学教育制度建

设能够激励创新，不断创新政策体系、细化管理制度，

进而提升制度执行力，充分发挥工作效能，实现科学规

范的管理目标。还要创新技术支持体系，以技术建设促

进教育资源的流动与共享，为老年大学教育体系建设注

入新动能。

当前我国老年大学教育制度建设存在的困境

老年大学教育制度建设是推进老年大学转型升级、

实现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在老年大学教育

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陷入政策决策、协同治理、支持服务

等层面的制度困境，掣肘老年大学的建设和老年教育高

质量发展。

（一）老年大学政策决策机制不尽科学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发展，也

相继出台了系列老年大学发展政策，但政策决策机制的

不完善直接影响了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

一是政策决策缺乏多元主体参与。老年教育政策决

策主体多元化是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和老年大

学发展建设需求的必然要求。老年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单

一化，这使得政策决策多聚焦于老年教育发展的宏观层

面，缺少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制定的政策难以兼顾多

数人的需要，政策决策难以实现民主性。由此老年教育

政策决策需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需要征集不同主体的

需求和利益表达。尤其要关注老年人的学习诉求，防止

老年人被政策边缘化。

二 是 政 策 决 策 学 理 研 究 不 足 。 老 年 教 育 政 策 的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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