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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明确提出，实现&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

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ldquo;五大理

念&rdquo;，也是推动&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

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过去那种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以牺牲环

境和透支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就需要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挥教育与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新不是凭空臆造的，它建立在知识的传播、转化和应用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又深深扎

根于教育。从国际经验看，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都是依靠教育

的力量，依靠创新取得成功的。

      因此，全面提高国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首先应从教育创新入手，大力提倡和实施创新教

育，培养出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进而提高整个民

族的创新水平。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教育改革创新市场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教育改革创新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教育改革创新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教育改革创新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教育改革创新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教育改革创新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教育改革创新行业发展趋势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教育改革创新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教育改革创新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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