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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考试年鉴》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自学考
试办公室）编纂的教育考试资料性工具书。它是各级、各类教育考试部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策、做好教育考试工作情况的总结，是我国教育考试事业不断改革发展的成果记录。《中国教育
考试年鉴》的内容反映2006年教育考试的基本情况。《中国教育考试年鉴》年鉴的基本栏目有：教育
部有关领导关于教育考试的重要讲话，教育部考试中心（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自学考试办公室）工作情况和各类教育考试综述，全国教育考试大事记，地方教育考试情况，
各类教育考试统计数字，文献选编和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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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书籍目录

领导讲话　全国考办主任戴家干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农村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全面开创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面向农村工作新局面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在全国非学历教育考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全国考办主任戴家干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献选编　教育部文件　全国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件　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育部考试中心文件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分会文件　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文件　
会议纪要教育部考试中心　高校入学考试命题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社会考试　海外考试　教育考试
国家题库　考务管理与监察　评价　教育考试科研　教育考试信息化　教材出版　《中国考试》杂志
地方教育考试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辽宁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
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四川省　云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统计资料　200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
招生统一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成人
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电大注册视听生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NCRE）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
年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中国餐饮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
表　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岗位资格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调查分析师资格证书考试报考
情况统计表　2006年机械工程师资格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中国物流职业经理资格证书考
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中国市场营销资格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全国计算机数字图形
图像应用技术等级证书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6年中英合作专业考试报考情况统计表　2005年度自
学考试社会助学登记工作情况统计表全国教育考试大事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附录　附录一：教育考试机构通讯地址　附录二：部分考试时间安排　附录
三：大纲教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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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事业发展成就回顾教育部考试中心（以下简称“考试中心”）成立以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严格履行教育部赋予的各项职能和任务，主动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需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安全、高效地完成了高考等各项国家教育统一考试任务，为国家选拔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才；顺应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进和完善命题方式，命题质量不断提高，确保了各
项考试改革的顺利实施；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高效的考试管理体系，积极推进考试立法工作，为确
保考试安全、实施“依法治考”创造了条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稳步、健康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社会
信誉，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的开放教育制度，成为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全国累计有4 300多万人参加自
学考试，毕业生累计达到620多万人，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做
出了重要贡献。社会证书类考试发展迅速，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和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PETS）已形成品牌，规模持续扩大。与部门（行业）合作进一步加强，自主提供考试服务、开发考
试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年考试规模达到500多万人次。海外考试项目进一步拓展，与海外考试机构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考试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不断创新，承办海外考试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注重考试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促进了考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积极推进信息化
建设，提高了考试管理的科技含量和办公自动化的水平。培养了一支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考试
管理队伍，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改进，实行了全员聘任制度，提高了管理效能；新办公大
楼落成，极大地改善了办公环境，为考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十一五”事业发
展面临的形势本世纪前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
要时期。考试机构的职能定位、考试方式、评价手段和自学考试教育等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十一五
”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
专门人才和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巨大的人力资源开发需求是考试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完善，资格准入制度的建立使得考生群体日益扩大，考试类型日益增多；终身教育和学习型
社会的构建为考试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问；WT0框架下教育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为考试事业
向国际拓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当前考试中心事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要求进一步发挥考试的科学导向作用；在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完善、考试
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对考试的科学性、权威性、公正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试中
心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管理意识强而服务意识弱、行政意识强而法律意识弱、主观意识强而专业意
识弱的倾向，各项管理和业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验，科学性、规范性和标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离专业化考试机构还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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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考试年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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