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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王尽美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项目编号:

JNSK18DS4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利霞，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主要包括王尽美在 1920－1921 年间发表的《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和《山东的师

范教育与乡村教育》三篇论文。
②陈彩琴:《王尽美的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评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第 8 辑) ，2008

年第 9 期，第 67 页。
③《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王尽美:《王尽美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9 页。

论王尽美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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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尽美秉持“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对乡村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形成了内容丰

富、特征鲜明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对当前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和普及农村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公正，

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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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不但为党的创建和早期革命活动做出了

卓越贡献，而且对教育问题也颇有研究。在山东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王尽美对“教育救国”抱有极

大期望，连续发表了多篇教育论文①，深刻剖析了乡村教育及师范教育的落后现状，提出了教育改

革的一系列主张，形成了内容丰富、特征鲜明的教育思想。今年是王尽美诞辰 120 周年，重新梳理

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可以看出他关注教育的坚定立场和教育改革的远见卓识，而且他的教育思想对

于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王尽美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王尽美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两大方面，其中师范教育主要是指以乡村教

师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师范教育②。虽然当时的教育整体状况可以用“腐败黑暗”四字概括，但相较

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情况更为严重。因此，落后的乡村教育以及决定乡村教育未来发展的中等师

范教育成为王尽美关注的焦点。
( 一) 王尽美的乡村教育思想

1．王尽美痛陈乡村教育腐败黑暗的现状

针对乡村教育的落后状况，王尽美痛心疾首: “山东的乡村教育，自我们看来，不配说不良，只

可说是没有。按乡村教育不良这句话，只可说其学校腐败，学制不宜，那末，就其原有的大概，整顿

整顿就是了。哪知我们山东的乡村教育，连个腐败的雏形都不具，待往哪里改良去?”③他严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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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教育官员对教育工作敷衍塞责，对作为工作重点的普及教育置若罔闻。进而，王尽美剖释乡

村教育落后的具体表现:

第一，乡绅主导教育大权。“握乡村教育大权的，不是有教育经验的育教者，而是横行乡曲的

绅士。”①这些乡绅、地主之所以注资教育，只为满足光宗耀祖、显赫门楣的虚荣心而已。“因为办学

是很名誉的事，很受官厅奖励的，很受士大夫欢迎的”②。由其主导教育大权，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师资力量薄弱。因乡村教师工作辛苦、环境寂寞、收入微薄，师范毕业生不愿去乡村任

教，都希望到城市谋职，致使“掌乡村学校教鞭的，不是前清进学的秀才、廪生……老童生，就是县

立单级分所六个月的毕业生，及高小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甚至在私塾里念一、二年书，仅识得几个

字的，也居然办起教育事业来。”③严重缺乏优秀教师是导致当时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教学设施破败。大多数乡村学校没有独立的校舍，把庙宇里的空置闲屋作为教室、教师

办公室等场所，桌凳高矮不一，黑板大小不齐，教材因陋就简。为学生购置新式教具、定制规范校服

的乡村学校相当少见。
第四，教学观念陈腐。乡村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国文教材背诵为主，其他科目如音乐、体操、算

术、手工等形同虚设，乡村教师或因为自身抵触情绪或因为知识储备有限，不承担课程的教学任务。
第五，新校普及缓慢。虽然政府勒令办学，但因为经济困难、风气闭塞，乡村新式学校的扩张速

度远远不及私塾数量的迅猛增加。在农村，能够接受教育的是家境殷实的孩子，他们在私塾学习千

字文、百家姓、四言杂字、日用杂字等知识，一切以实用为目的。
2．王尽美主张对乡村教育进行彻底改造

王尽美将乡村教育视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武器，主张彻底改造腐败落后的乡村教育，“于今我

们既对于现在的社会组织，表示不满意，当然要实行下改造的功夫，我们相信第一步的作法，要先从

改造乡村教育入手。”④

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必须消除悬殊的社会贫富阶级差别。王尽美指出，由于乡村教育的主导

权被乡绅、地主、资本家垄断把持并为其服务，大多数农村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要

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⑤然而，打破贫富阶级差别在旧

中国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尽美认为乡村教育尤为

关键，“在这运动打破贫富阶级的期间里，乡村教育更加要紧。”⑥

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还必须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只有配备优秀的师资，乡村教育的落后状

况才有希望得以改变。王尽美期望通过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的有机结合，最终彻底改造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而师范教育又为乡村教育的基础。”⑦“将来谋普及平民教育，提高

平民知识，是不能不盼望把握乡村教育命脉的师范教育的改造。”⑧

( 二) 王尽美的师范教育思想

王尽美认为，在国民教育序列中，师范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师范里一位学生就是发

达教育的一个孢子，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⑨。通

过领导“学潮”，王尽美清醒地认识到脱离社会实际的旧师范教育不可能通过撤换校长、辞退举人

教师彻底改变，呼吁对其彻底改造，以适应乡村教育对优秀师资的迫切需要。
1．明确师范教育的宗旨目的。王尽美对教育宗旨、目的都不明确的旧师范教育深恶痛绝: “这

样非驴非马的学校，直接陷害青年，间接流毒社会。”⑩他认为师范教育的宗旨应是“使学生除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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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学识外，还要有应付环境的能力，有创作新教育的精神”①。在明确师范教育办学宗旨的前

提下，当务之急是端正师范教育的目的，师范教育不应该成为官绅“奔走官衙欺压小民的工具”②，

而应当培养懂教育、明事理的教育人才，在教育实践中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思想。
2．强调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王尽美认为师范教育具有独立地位，告诫师范教育者弄清楚师

范教育的实质，师范生要清楚自己将来承担的职责。他一语道破当时师范教育的最大弊端，即“中

校式挂上师范的招牌”③。其实，二者的功能、目的存在明显差别: 中学教育是学生升学的过渡，是

向上直进的纵向教育，“升学不致落榜，便尽了他教育的能事”④ ; 师范教育则是平面发展的横向教

育。师范生毕业后，“不能透彻了解教育原理，没有改造环境的能力，势必陷入万恶社会的旋涡里

与之同化”⑤。因此，为了培养合格的教育人才，王尽美建议优化教科书，改良授课内容，教授师范

教育应有的知识。在培养乡村教师的初级师范，王尽美反对研究高深的理论，倡导传授教育常识、
普通事理，教小学不需要学识丰富、欠缺教学经验的科学家、文学家。

3．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王尽美认为，培养、提高师范生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师范学校按照学

生年级层次安排参观、调研、实习。第一学年安排学生参观学校，要让其明确参观目的，深入了解该

校的核心精神，“参观一校，就把一校的精华得来”⑥，并将心得体会在同学间开展讨论，与课本上的

知识进行对照，从而“将来自己办学的时候，知所取舍，一定得益不少。”⑦假期组织学生调研有助于

培养学生教育改良等能力，第二学年开展的实习有助于培养师范生理论应用实际的能力，训练师范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王尽美教育思想的特点

通过梳理和研究王尽美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王尽美的教育思想具有时代超前性、平民

大众性、社会实践性、内在融合性等鲜明的特征。
( 一) 时代超前性

在“五四”前后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王尽美不但深刻地揭露当时山东的教育现状，

而且积极地探索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教育思想具有时代超前性。在党内王尽美最先关注

乡村，他对乡村教育、乡村社会进行思索和研究时，多数共产党人还没有意识到农村问题的重要性。
与同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乡村教育代表人物相比，王尽美更早注意到城乡教育之间的

巨大差距，深刻认识到改造教育、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救国之路时，王

尽美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认真审视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把二者有机统一起

来，把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的具体任务统一起来。由于投身革命洪流，王尽美没有提出全面

系统的教育理论，未能身体力行参与教育实践，但他后来从事的革命活动是其早期改造教育、改造

社会的理想在现实层面上的演进与实现，二者契合相接、彼此印证。因此，王尽美站在时代的潮头，

对乡村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现代教育观点，在乡村

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 二) 平民大众性

王尽美将平民教育定义为与“贵族教育”、“精英教育”相对立、面向人口最大多数平民百姓的

教育，它注重劳苦群众受教育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他由衷关心平民百姓的疾苦特别是受教育的状

况，深切同情求学无门的贫苦子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乡村教育的本质，“不过是富贵人家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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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品”①。山东的乡村里，不是没有学校，是没有平民子弟能进入的学校。“所施的教育，不是要去

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②增加这类学校的数量根本无济于事，“不过是

为富贵人家多开几处升官发财的公司，多害些脑筋洁白的青年”③。为唤醒劳苦民众的思想觉悟，

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王尽美树立了“贵族教育变为平民教育”的理想和信念。为将

理想转化为现实，他提出了彻底改革旧教育，实行平民大众教育的主张，为广泛传播布尔什维主义

创造条件。
( 三) 社会实践性

为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王尽美认为社会实践是教育活动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

是发展和创新教育思想的源泉，其教育思想具有社会实践性。在探寻教育改革途径时，他高度重视

理论和实践统一，提倡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开阔师范生的视野，磨练师范生的意志，增长师范生的

实际工作能力。师范教育除使学生学到应有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改造社

会的能力。“很多在校占最优等的同学，一投入社会大炉里，立刻软化起来。学到的学问并不能应

用到实际上去，更加上开办乡村教育，意外艰难，没有应付的能力，处处窘迫，着着失败，卒变成随波

合污的社会蠹。”④为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王尽美提出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热

切期盼师范生学以致用。“一面学功课，一面应用，那样作去，学功课更要格外认真，使思想与经验

联合，必不致所学非所用。”⑤同时，他坚决反对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做法与倾向，认为脱离实际的

学习方法不利于师范生的成长和进步。
( 四) 内在融合性

在师范求学期间，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立志“教育救国”到提出改造教育的主

张，从怀疑“教育救国”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贯穿其思想发展

的主线是爱国救亡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因此，王尽美的教育思想与他的革命思想紧密相连、相互

作用，具有内在融合性。最初，王尽美是“教育救国”的坚定信仰者，期望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接

触先进思想，掌握科学知识，以此实现救国救民的夙愿。但是，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师范教育使王尽

美产生了困惑和质疑，他常常反躬自问:“你于教育原理上得到怎样的知识，现在乡村教育是怎样，

平民教育要怎样去提倡法，……什么是新教育，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教育的方法是怎样”⑥。“五

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和新思潮蓬勃发展，知识青年的思想在急剧地变化着。通过阅读进步书刊

和马列著作，王尽美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救国”的历史局限性，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教育救国”的幻

想，逐步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王尽美对乡村教育、师范教育的批判与反思，最终使其

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道路，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奋斗终身。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王

尽美的教育思想和革命思想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是绵延发展的内在统一整体。

三、王尽美教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虽然王尽美的教育思想是针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农村有感而发，但其教育思想所蕴含的丰富

内容和展现的鲜明特征，对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教育改革具有

重要的现实启示。
( 一) 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王尽美关于乡村教育的论述，不但在当时切中时弊，而且在近一个世纪后，对我国贯彻实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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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③《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王尽美:《王尽美文集》，第 19 页，第 22 页。
《乡村教育大半如此》，王尽美:《王尽美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 页。
⑤⑥《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王尽美:《王尽美文集》，第 9 页，第 11 页，第 7 页。



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设

定的一个新目标，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乡村振兴，文化为魂，这一战略的实施必然为我国农业

农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体现了农村教育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地位。
坚持农村教育至关重要地位不动摇。当年王尽美极力主张“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利器”①，

也是我们今天改造乡村、改造社会的原因所在。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

办一流的教育，才会出一流人才，才能建一流国家。而要办好教育，农村教育绝对不容忽视。重视

农村教育，是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环节，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

益休戚与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义务

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突出强调了农村教育的重要地位，为农村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力办好农村学校。乡村学校承担启迪民智的任务，“普及平民教育，提高平民知识”②，是农

村的中心和希望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乡村学校生源急剧减少，众多乡村

学校撤点合并，“村村有学校”的农村学校基本布局被打破，学校从村落中撤离。无论乡村寄宿制

学校的应运而生，还是乡村学校向城镇或中心村落的集中，都使得乡村教育的文化重心开始远离村

庄。失去学校的村庄失去了文化氛围，也失去了勃勃生气，正如一位乡村老人所说: “村庄没有了

学校，就像人没有了孩子。”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随着乡村小学的大量撤并，悠久的乡村教育文化根

脉失去了源源不断的滋养，犹如缺乏营养、根基孱弱的小树，不能成长发展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振兴农村教育，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融合起

来，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便使农村教育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 二) 大力普及农村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公正

王尽美认为，乡村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在于农民的贫困和农民不信仰教育。社会主义新时代，

农村孩子因贫困失学、辍学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但他谈及的农民不信仰教育在现实中仍变相地存

在，主要表现为农村家庭教育高投入与低回报之间的巨大反差引发的农民对子女接受教育态度的

显著变化。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着力改变乡村教育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状况，才能

让农民重树对教育的信心。
在全面普及城乡九年义务教育的前提下，推进教育公平公正、均衡发展成为我国当前教育发展

的重要战略任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促进教育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③为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应花大力气、下真功夫将乡村学校由“弱”变“强”。
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办乡村学校，首感困难的就是经济。”④经费投入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

发展的关键问题。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农村教学点有充足、独立的教育经

费，有效减轻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同时，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

不断强化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让农村孩子“有学上”，还要努力让他们“上好学”。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作为职业，教师“也同旁的工作一样，绝不是饿着肚子、光着身子能干了

的”⑤。乡村教师待遇不高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大力改善农村教师待遇，提

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增强教师职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制定长效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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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对于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晋级、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优先权，真正打

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
发展教育信息化。在旧中国，乡村学校教学设施简单，以记忆、背诵为主，音、体、美等科目无法

开课，严重影响学生对外界的认知和对知识的渴求。信息化时代，利用网络直播、录播、“双师课

堂”等互联网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和任

课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有效缓解农村师资短缺，开不齐课、开不好课的问题。实践证明，教育信息化

手段有助于解决农村教师发音不准、书写不规范等问题; 有助于拓宽其知识面，迅速提升教学水平

和技能; 有助于增强乡村学校的吸引力，减少乡村学校生源流失现象。
我国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存在的巨大差距，成为制约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采取增加经费投

入、提高教师待遇、发展教育信息化等措施，共同助力乡村教育，才能有效推进教育公平，实现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
( 三)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王尽美猛烈抨击乡村教育腐败黑暗的状况，揭示旧教育的本质，期

盼通过改造教育，增加平民知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提出的乡村教育改革对策、方略有助于

我们审视当今农村教育改革的定位与目的，为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途径。
农村教育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薄弱环节，能否多措并举、切实加强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成败的全

局。只有在包括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在内的基础教育得到健康发展，教育质量全面提高，乡村

振兴才能有强劲持续的动力。
转变教育理念。农村义务教育受城市学校应试教育的影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以培

养善于考试的学生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乡村学校成为乡村学生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工具。转变

这一理念，并非限制乡村学生的未来发展，而是要改变乡村教育只为培养极少数走出去的精英而努

力，忽视大多数乡村学生的未来发展。当前，农村教育必须杜绝“唯升学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综合考虑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水平，联系农村生活实际开设实用技术课程，提高农村学生的学习能

力、生活能力等。乡村振兴亟需大量既有文化素质又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新型农民。此外，在激烈的

升学竞争背景下，不仅乡村学校的管理者及教师的观念要及时转变，也要引导乡村学生及其家长树

立多样化人才观。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人人都应成为有用之才。
创新教学方式。现代教育是基于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因人而异、因材施

教，促进学习者释放自身潜能。在教学实践中，农村学校应按照“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要

求，积极探索多样化、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改变被动传授、机械训练、简单重复的课堂教学，把学、
思、知、行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通过教学方式的转变，帮助每一位学

生唤醒自己的优势潜能，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提高师资素质。王尽美把乡村教育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缺乏良好的师资力量。当前，我国教育

改革扎实稳步推进，已进入到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为任务的新阶段。教师素质高低、敬
业与否，愈益成为解决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瓶颈。为尽快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应加大农

村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力度，改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技能，努力让每一名乡村教师都能达到合格

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时，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培养音、体、美等农村学校紧缺的学科教师。
此外，完善师范生免费教育，为农村学校输送大批骨干教师。建立健全轮流任教制度，吸引、鼓励优

秀师资到乡村任教，实现当地城镇中心校与乡村教学点共享优秀教师资源。

［责任编辑: 翁惠明 wenghm@ 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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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West and Zhejiang
ZHANG Tongxin， ZHANG Yifei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China, famous Navigator Zheng He initiated and completed China's first strategic
action of ocean-going trade diplomacy, not only spread the rich products of China to the overseas coastal countries, but
also brought back the rare treasures of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rough trade exchanges and became the "link" of human
civilization. Zhejia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Zheng he's repeatedly under the Atlantic, witnessed its first East
crossing,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activity relics, as a rich shipping experience,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Zhejiang,
effectively supported Zheng he's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 the Atlantic. Through a series of feats, Zheng He demonstrated
the vitality and strength of the Great Eastern powers. Through analyzing the existing data,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role of Zhejiang in the strategy of Zheng He in the West.

Disscussion on WANG Jinmei’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
CHEN Lixia

WANG Jinmei, believing in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explored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teachers’ education
positively which formed into educational thought with abundant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have important illumin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actise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promote educational equality and realiz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nowadays.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Methods of Digitization of Commercial Bank
LU Minfeng, XU Yangyang

With the variation of marketing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ank ar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Digital
bank is the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ank. Digital bank relies on big data, block chain and Internet of
things as technology supports, deepening idea of customer-oriented and providing 24 hours financial service using means
of the Internet like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will build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and clients finally. In digital age,
bank?counters of commercial bank may not exist anymore. Digital bank is smart bank. It can provide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 to client automatically. Digital bank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in future, such as its competitiveness is weaker
than financial technology enterprise; if the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is reliable; if there is a balance between excessive risk
control and tremendous growth of business requirements. Digital bank has some differences with traditional bank in
nature. Digital bank plays not only the characters as credit intermediary, but also infomediary. Digital bank also should
play market credit role to expand from bank credit to market credit. Digital bank should strengthen strategic research to
make sure direction of transition at present. First of all, we should strengthen mobile terminal applications to optimize
customer experience. Secondly, we should put more attention to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echnological level. Thirdly,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our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diversified competition.
Last but not least, we should strengthen risk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client service.

How Can Culture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Zenggang, DONG Liw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pecial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in repor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brings the questions that how and in which way can
culture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can be discuss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taking culture as industry or 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ctivity to research or discuss 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econdly, researching the formation, transitions and changes of culture from economic angle; thirdly, taking
culture as external factor which can influenc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 Every country or every district
has its special culture. This culture can influence people’s behaviors and create different consumption view and
investment view which manifests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or development level. More precisely, Confucian culture as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untry with 5000 years civilization.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s Influence in New High-tech Enterprise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XU Wei, LIU Yang, ZHANG Rongrong, LIU Peng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in new high-tech enterprise has positive or negative influence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s controversial. Solving this question is helpful to concrete implement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ur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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