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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创新性
□	文 / 刘国瑞

摘 要：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既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探索的深化，也是

新时代高等教育社会责任与牵动作用的彰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式现

代化全局，处理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注重

发挥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作用，增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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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

教育”。[1]“龙头”既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定位，也是

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标志。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既有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战略部署与实践的继承，

亦有新阶段实现系统性跨越的新追求。这种新追求意

味着，要进一步摆脱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崇拜和模仿，

深入探索中国自主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要切实关注

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助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能力；要突破局限于高等教育本级的思

维模式，切实发挥高等教育在牵动整个教育体系高质

量发展中的作用。

  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应更加注重谋划

的系统性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

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

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都是

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对而言，高等教育现代化

要着力解决的是理念、条件、内容和治理等问题，而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注重解决的是体系、功能、动

力与效率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总和也正是实现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必须破解的关键问题。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与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具有高度的价值同构性、方向一致性和任务协调性，

必须统筹谋划、一体部署、协同推进。要立足中国式

现代化全局，处理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

关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高等教育现代化事关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是高等教育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的标志。要紧密结

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立足新阶段

的目标和要求，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定位、

新方向、新任务；要立足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殊国情，

把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

任务；要对标共同富裕这一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把

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人民

群众精神生活富有方面的使命担当。

高质量教育体系事关高等教育功能的适应性，是

高等教育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

求、最有效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基础和保证。

虽然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无

论是结构、功能还是质量、效益都还存在诸多不适应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之处。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建成高

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要准确

把握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方向和战略重点，

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实现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与

功能效率的系统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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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应更加关照发展

的全面性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短板在地方高等教育，实

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也在地方高等教育。新

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能仅仅盯住少数高校或发

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而应更加注重追求区域高等教育

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协调发展。这既是中国式现

代化本质特征的体现，也是共同富裕理想的必然要求。

总体上来讲，我国高校数量与实力的区域分布还

很不均衡。提升地方高等教育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

而发挥好进入国家和省两级“双一流”建设的地方高

校的作用尤为重要。一要高度重视其在促进区域发展

上的不可替代地位。中央部委院校要面向全国或整个

行业系统，而地方高校主要面向本地，地方“双一流”

高校在提升省域文化软实力、增强科技竞争力和人才

吸引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二要高度重视其在完善国

家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上的不可替代作用。在中央部委

院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多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实情

况下，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对于平衡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分布、优化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有重要意义。三要

充分发挥其在拉动本地教育体系协调发展方面的不可

替代作用。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态系统，

其协调与否离不开优势高校的牵动和支撑作用。应进

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支持力度，

创新合作与资助方式，进而拉动地方高等教育实现整

体性提升。

  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应更加突出思路

的创新性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展开。[2] 人类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关口，数字

技术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环境、健康、人口等全球性

问题日益关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终身学习日益成为

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人类亟须跨越新的文明鸿沟……

世界大变局对大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学肩负回

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为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提供支撑、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桥梁、为

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为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新

的文明境界提供动力等重要使命。这是各国高等教育

实力、水平、贡献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高等教育强

国形成的新机遇。

新阶段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大学面向现实和

未来挑战在恪守传统与适应变革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的过程。创新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创

新力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的显著标志。面对大变革

的复杂环境，大学要准确识变、主动求变。一要保持

战略清醒，始终恪守大学的本质使命，坚持把知识创

新、人才培养和文明传承作为大学的根本责任。二要

展现新作为，聚焦“四个面向”，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为开辟竞争新赛道、发展新动能提供强力支撑；

着力建构自主人才培养体系，为一体推进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三要开辟新

境界，直面数字化的机遇与挑战，加强顶层设计和战

略谋划，推动高等教育向数字教育形态转型、向智慧

教育层次升级。四要探索共同发展的新思路，秉承人

类共同价值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着力

构建更加平等、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格局。

五要履行新的社会责任，对标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的新要求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教育需求，拓展高

等教育功能，在建设终身学习社会中展现更大的责

任担当。六要塑造新的发展愿景，面向人类长远发

展的目标，着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建设可持续发

展的高等教育。 北京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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