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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把教育作为重大任务、摆在重要位

置，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凸显了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

殷切期望。高等教育强国（以下简称高教强国）是教

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与核心支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全力开

启高教强国建设的新征程，是高等教育战线的重大

使命和重大任务。

一、新时代新征程的高教强国建设需要把准使

命担当

（一）对标新的中心任务，明确高等教育目标

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既指明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新奋斗目标，也明确了实现这

一伟大目标的路径，为确定高教强国的新站位、新方

位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的高教强国建

设，要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以最

有效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最大限度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根本任

务，把增强高等教育与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协调程

度、对各领域强国建设的支撑力度以及提高人民群

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程度作为重点方向［2］，使高等教

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

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3］。

（二）锚定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把准高等教育

发展方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次强调科教兴

国战略，并把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一体谋

划、统筹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对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

环境和战略任务以及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

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的新判断，体现了党对当今世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体现了党对统筹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大支撑作用的新谋划。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

教育是基础。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表明，国际经

济中心、科技中心和教育中心的形成与迁移总是联

动的，而且区位和资源等先天禀赋优势的决定性作

用日益让位于科技和人才。当今世界，没有哪个经

济强国不是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也没有哪个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是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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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国乃至经济强国建设的基础。高等教育对于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必须在更高站位上认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的重大意义，明确高等教育在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新设计中的地位，明晰高等教

育在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

力聚合点上的方位。必须深刻认识到 2035年如期实

现建设教育强国目标的重大意义，按照党的十九大、

新时代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努

力在“两步走”战略中率先完成建设教育强国的任

务，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战略资源和创新人才储备；充

分发挥高校作为科学发现策源地和科技创新主力军

的作用，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

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强大支撑；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和高层次人才集聚平台的特殊作

用，提高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加大聚才引才的力

度，为人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聚焦重大战略任务，清晰高等教育工作

站位

党的二十大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

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

和未来 5年的战略任务做出系统部署［4］，指明了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原则、发展道路和重点任务。高等

教育背负着国家使命，承担着民族重托，必须按照国

家现代化的新定位确定自己的新站位，把为完成重

大战略任务提供高质量服务作为履行使命担当的主

要着力点。

1.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紧紧围绕构

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实体经

济、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战略

需求，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加

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方面充分发挥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作用，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赢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2.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夯实基础。紧扣深

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新要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作为

战略性任务，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集聚天下英

才，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

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3.为促进共同富裕注入动力。紧紧围绕深入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

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着力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振兴地方高等教育、提升中西部

高等教育基础能力、缩小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

差距、保障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的机会公平，在支撑区

域协调发展和引领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

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4.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智慧。紧紧围绕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的要

求，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合作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着力建

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保障。

5.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紧紧围

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等战略部署，提高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增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为增进同世界各国

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搭建桥梁，为解决人类面临

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二、新时代新征程的高教强国建设需要聚焦首

要任务

开启高教强国建设新征程，既是落实党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心任务的新需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进

入发展新阶段后的再提升。必须把准高等教育在落

实国家总体发展要求方面存在的差距，认清高等教

育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问题。把准差距是明确新阶段

重点任务的基本前提，解决新问题是缩小差距的重

要手段，两者具有紧密联系。

（一）面向高质量发展全局，把握高等教育发展

差距

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在科技和教育。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对于“增强

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

和水平”［1］具有重要作用。继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的新任务，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了加

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高等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教强国

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这

既是高等教育履行新的使命担当的前提，也是实现

高教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标志和关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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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地方和高校认

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

谋划和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在立德树

人、“双一流”建设、一流本科建设、“双高”建设、科技

创新、教育评价改革等各个方面，强化了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将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主线。发达省份紧跟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

趋势，加大创新发展的力度，努力在更高层次上推进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

积极发展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建设未来学院或现代

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着力提高服务

“四个面向”的能力。目前，协同推进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局面正在形成。

必须认识到，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一

场涉及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绝不是轻而

易举就能做到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高等

教育的主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

大课题。除了在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

理念方面的不足外，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解决的历

史问题和现实矛盾。如①高等教育布局体系有待进

一步优化。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推进共同富

裕等需求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仍不够合

理，在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有待解决、南北方

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城市群（都市圈）之间的竞争日

趋激烈的形势下，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面临

巨大压力［5］。近年来，大批“双一流”建设高校纷纷涌

向沿海地区办学，一些地方高校积极向省会城市聚

集，一些高校则跳出省会向异地扩张，这些行为对我

国高等教育竞争秩序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影响

应引起高度重视。②高质量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尚未

形成。一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陈旧，交叉学科、新兴

学科、冷门专业培养能力较弱，人才培养结构与科技

革命和产业调整升级的需求不相适应。人才培养理

念、培养模式落后，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流于形式，人

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需要。科研功利化倾向仍比较严重，符合“四个面

向”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够

高。③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系统仍有待优化。推动

高校转型发展的合力尚未形成，发展质量、发展动力

和发展效率与新时代新理念新要求差距较大。一些

省份面临外延发展、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叠加的

压力，财政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高校

分类管理、分类评价、薪酬制度、资源配置等改革仍

有待深化，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在新征程上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

面临一系列有待学术和实践层面深入探索的问题。

诸如：如何科学认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

义、定位、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如何在推进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处理好外部环境变化倒逼改

革与进入普及化阶段后自我提升的关系？如何处理

好建设一流大学体系与提升地方高等教育整体水平

的关系？如何以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为核

心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如何适应从乡村振兴到

创新驱动等多层次、多维度的需求来推进高等教育

供给侧改革？如何推动各级政府刀尖向内，在改革

评价体系方面切实发挥带头作用、示范作用和引领

作用等。

（二）立足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认清面临的新

挑战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是高等教育

进入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过去的二十多

年里，中国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精

英高等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迈进，在

继 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 15%进入大众

化阶段之后，2019年又跃升到50.6%进入普及化发展

新阶段，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不但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人类文明

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贡献了中国经验。

但也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晚了几十年，在普及化的程

度上还有较大差距，在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治理

上还缺乏经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践才刚刚

开始，面临着规模发展、质量提高、治理现代化三重

任务叠加的压力，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如

①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

影响问题。我国正面对新生人口增速趋缓、老龄化

人口增速加快、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的复杂形势。

这不但意味着以学费为重要收入来源的高校（特别

是大批新建院校和民办院校）面临严峻生存考验，也

意味着高等教育体系和格局面临新的分化。推进高

等教育整体转型和高等学校发展模式创新，已经是

不可回避的现实任务。②共同富裕理念下高等教育

普及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但要继

续缩小东中西部间的差距，还要解决南北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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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但要继续在总体上提高人民群众接受高等

教育的水平，更要关注农村及其他弱势群体接受优

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如何在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同时，重塑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体系，实现区域

高等教育高水平协调发展？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

施，缩小城乡之间、群体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的差

距，提高全体人民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水平？这些

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事关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③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背景下高等教育结

构体系的重塑问题。人类已经进入科技革命与产业

革命交互影响的大变局时代。科技革命加速了知识

的分化与整合，产业革命不断创造新的产业与业态。

两者交织在一起，使高等教育面临着知识结构与产

业结构双重变动的压力，也使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面

对更多的不确定性。科学认识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

结构协调演进的新趋势、新特点，在更高水平上重塑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和难点所在。④普及化阶段的公平与效率问

题。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是就全国总体

水平而言的。具体到区域和院校层面，既存在欠发

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高等教育规模上的差距，也存

在地方高校与中央部委院校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和财政支撑能力有限的情况

下，破解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既要鼓励发

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又要有效

提高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既要重

塑具有世界水平的精英教育体系、提高服务科技自

立自强的能力，又要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力度、提

升全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实现高等教育效率与

公平的协调，面临新的考验，需要有新的思路。⑤普

及化发展进程中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问题。进入

普及化发展阶段，既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具备了在更

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也意味着高等教育

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应有更大的责任担当。如何在实

现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把“四为服务”作为办学治校的根

本遵循，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把握好的基本

原则。

由上可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问

题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的

趋同性。这也表明，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

立足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一新教情，实现普及化阶段

的再提升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两者在价值和

任务上的协同，关乎高教强国建设的方向和效率。

三、新时代新征程的高教强国建设需要实现新

突破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高教强国的核心标志之一，也是实现高教强国

建设目标的主要路径。开启高教强国建设新征程，

必须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原则，坚持自

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努力使高等教育实现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性要素向引领性要素转变，从拥有现代化的标

志性因素向实现现代化的实质性变革转变，从在世

界格局中的学习、追赶地位向并跑、超越转变［6］。把

准高教强国的时代性特征和动态化趋势，以高质量

发展统领全局，以一流大学体系建设为龙头，以国际

化为重要突破口，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构建与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同步、与世界

科技革命和高等教育发展大趋势同向的高等教育发

展模式。

（一）开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开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新局面，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坚持“四为服务”为

基本原则，以突出“四个面向”为重点方向，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主

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着力塑造衔接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的高等教育布局体系、打

造服务“双循环”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建设支撑

新发展格局的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建构能够充分激

发各主体活力的高等教育动力体系［7］。

1.着力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高等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不仅表现在结构体系优化的新状态，更体

现为功能效率发挥的新境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核心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关键是转变发展方

式。要强化改革发展的系统思维，更好地协调服务

国家战略与服务地方发展的关系，更好地实现重点

突破与普遍提高的统一，更好地统筹深化改革与依

法治教，着力建构政府引导有力、市场调节有效、学

校反应迅速、内生动力与外部压力相协同的高等教

育动力系统，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效

率变革。

2.着力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更高水平的协

调发展。继续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强基础

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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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1］，全面满足创新驱动

发展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加强区域之间的发

展战略协同，建立保障高等教育资源有序流动的规

则与秩序，积极抑制经济薄弱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流失，有效调控新兴地区的高等教育扩张。加

强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内部的城市、产业、教育整

体性战略谋划，塑造新型城、产、教共生关系，提升政

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水平。

3.着力建构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评价体系。紧密结合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

需求，继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发挥评价制度改

革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杠杆作用。完

善国务院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评制度，将推

动区域内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导向并细化

到有关指标中，引导和督促省级政府聚焦重点任务、

履行统筹责任，鼓励地方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上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深化专项领域的评价改

革，在“双一流”建设以及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人

才评价等各个方面，剔除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

强化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

（二）开启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新进程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乃至综

合国力竞争，已非几所大学所能支撑，而是越来越取

决于以一流大学群体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综合

实力。一流大学体系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龙

头，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撑，是科技创新体系的中

坚。建设一流大学体系是实施新时代科教强国战略

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

和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环节。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

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建设一

流大学体系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新境界，也是高等

教育进入普及化后的新提升，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

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的重要手段。

一流大学体系是中国语境下的高等教育话语，

是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重

点。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既要将政治话语转化

为学术话语，深入探讨一流大学体系生成与演进的

逻辑、规律与发展趋势；更要将政策要求转化为现实

行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树立开放性视野，

强化系统性思维，探索创新性路径，开启实践新局

面。①全面准确理解一流大学体系。一流大学体系

涵盖了一流学科专业体系、一流人才培养体系、一流

科技创新体系、一流“大先生”群体、一流治理体系。

相比过去的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更加

强调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②把准一

流大学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流大学体系建设不是一

个个一流大学的简单累加，而是一流大学群体在层

次、类型、水平、贡献、影响力等方面的结构再优化、

功能再提升、制度再创新。应在塑造更优化的高等

教育空间格局、建构更灵活的学科专业适应机制、打

造更高效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辟更高水平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局面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努力实现新

的突破与超越。③加强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统筹协

调。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涉及中央与地方以及高等教

育体系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加强国家战略导

向与市场需求导向之间的协调，加大中央与地方以

及政府与学校的协同，构建一流大学与其他高校联

动发展的新格局。

（三）开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境界

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高教强国的重要内涵，也

是实现高教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路径。新时代的高

等教育国际化，肩负着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责

任，面对国家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要求，面临逆全

球化等严峻形势的冲击，急需在新征程上实现新

突破。

1. 开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境界，需要澄清对高

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化”等问题的认识。历史上，高

等教育国际化交织着“被国际化”和“要国际化”。既

有欠发达国家学习先进国家模式或经验，也有发达

国家有意识地向外传播文化，还包括区域层面如欧

盟推进一体化行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应

是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前提下，通过将国际先进经验

与本土实际相融合，实现自身发展上的突破，进而对

他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这种“化”的实

现，既要经历必然的发展过程，更要落到实质性效果

上；既包括要素结构层面的形态变化，更包含实际影

响力的形成与发挥；既体现为物质形态的发展模式，

亦体现为文化形态的话语体系。

2.开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境界，需要有新格局、

新思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体现在全球、

地缘、国家、学校等不同层面，也已拓展到知识、文

化、制度、技术等广泛领域。要落实中央关于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的新部署，认真分析和研

究实现高等教育高水平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系统布局，从紧盯欧

美走向全面展开，加强与其他国家及地区间双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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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交流，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提高合作水

平。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

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开放水平”［1］的决策部署，明确国内各区域高等教

育开放的分工与任务，紧密结合“东北海陆大通道”

规划、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打造中蒙俄

经济走廊等进程，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周

边国家的合作。积极应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新

挑战，借力信息技术开拓交流合作新路径、新模式，

提升在地国际化水平。

（刘国瑞，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辽

宁沈阳 11013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

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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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LIU Guorui1,2
（1.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Being powerful in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main symbol and core support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To start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it’s necessary to closely focus
on the new task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anchor the new layout of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cus on new deployment of major strategic tasks, and clearly define the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also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gap in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cogniz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confirm the main task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minist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system as the leader, and tak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hinese style of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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