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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近现代世界教育、人才、科技三大中心转移的历程看，教育、科技、人才是

有机统一和相互支撑的，但作为后发型国家，具体的实施路径有别于先行现代化的国家。
要实现国家整体性、长期性的超越，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教育的全面价值观。 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要进一步明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内涵；进一步处理好与科研的关系，
加快使一批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密切与产业的联系，加深产教融

合发展，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合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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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１］，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独立成章、专题论述，
这体现了党对长期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

的准确把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独立成章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国家安全问题，

事关国家政权存亡；第二是依法治国问题，事关社会基本秩序；第三是教育、
科技、人才问题，事关强国建设的关键。 三个问题体现出以下逻辑：一是国

家政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二是社会秩序必须稳定，国家才能

发展；三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在教育、科技、人才。 这些都是党对长期执政的

规律的重要认识。 如果不加深对党的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只讲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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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的重要还是不够的。
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关系。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

进” ［２］，第一次明确指出三者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因此，我们要

进一步深入理解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教育的全面价

值，明确推进高等教育变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科学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关系

从世界近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教育、人才、科技确实存在

内在联系。 世界教育中心、人才中心和科技中心的转移是有一定规律的。
早在 １４ 世纪，意大利创建博洛尼亚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如伽利略、达·
芬奇、哥白尼等，他们提出了日心说，发展了天文学、解剖学、力学、数学等。
显然，意大利率先建立教育中心，继而成为人才中心，再成为科学中心。
１７—１８ 世纪中叶，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聚集了吉尔伯特、
波义尔、牛顿等人才，完成了力学三大定律、微积分的建立，开辟了力学、化
学、生理学等多个现代学科。 在这些高等教育的中心，聚集了人才、培育了

人才，促进了科技发展。 在意大利、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也按照这

样一种规律发展起来，实现了教育中心、人才中心、科技中心的世界性转移。
从这些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一般来说首先是建设教育

中心，然后是人才中心，继而是科技中心。 因此，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创新科

技、科技发展产业、产业引领经济，经济的繁荣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

历史自然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逻辑，也可以称为历史的自然逻辑。
但是中国是后发型国家，不能按照先行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发展自己，而

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中，如何处理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关系，就是

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可以从相关政策文件中探究与分析，找到其中的规律。
１９５４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任务。 是年 ５ 月 ２３ 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
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

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

的。” ［３］经济和国防问题都是当时国家建设的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只有解

决这些问题，新生的政权才能巩固，人民才会拥护，国家才会发展。
在 １９６４ 年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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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４］

第一次把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任务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明确作为国家建设

的主要任务之一。 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邓

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四个现代

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５］ 应该说，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是我们思想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把科学技术放在“四个现代化”的关

键位置，是对国家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 这些都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

家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１９９２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根本大计。”１９９５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

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明确要求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

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显然，在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过程中，
国家更加认识到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全国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在长期酝酿讨论的基础上，２０１０ 年教育部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在国家教育战略规划中提出“教
育强国”的发展理念和目标要求［６］。 这是对教育的地位和发展目标认识的

又一次历史性进步。 教育强国是一个中国本土概念，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国

共产党基于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

强国。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７］

从相关政策文件回顾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作为后发型国

家，首先是从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着手发展。 可在一定条件下聚焦少数特

定目标，以科技为抓手，集聚人才，实现突破，达到追赶甚至超越，如“两弹一

星”工程的实施。 这种发展逻辑是“科技—人才—教育”，而不是“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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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科技”的历史的自然逻辑。 这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逻辑，也是中国的成功

经验。
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发展逻辑可以实现局部的突破，如“两弹一星”的自

主研发成就，但很难做出真正原始创新的成果，更不可能实现整体性超越。
我们在实践中深切认识到：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还必须要从教育

抓起，提高民族素质、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从而打好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 在实

际工作中，“科技—人才—教育”与“教育—人才—科技”两种逻辑并用，两条

腿走路。 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成功之道。 至于如何用好两种逻辑，就是一个

重要的策略问题，需要用智慧来处理其中很多相互矛盾的问题。 至少，资源

总量是有限的，各方面的需要是无限的，必须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统筹

推进。
在今天，统筹推进的题中之义，就是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教育强

国建设，切实抓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从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看，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 如教育投入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一直在 ４％左右，但 ２０１８ 年

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是 ４．９％了［８］，２０２１ 年美国达到 ６．１％、瑞典为 ７．１％、印度

是 ４．４７％①。 显然，不仅我们自己感到经费不足、办学难，与国际比较我们的

比例也处于低位。 我们的经费筹措机制也需要改革，学费等 ２０ 多年基本不

变也不尽合理。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现代化是现代教育各要素持

续投入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积累。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包括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教育制度不断完善、教育教学方式不断改革、
教育经费持续投入、教育设施不断改善，等等。

二、准确把握教育的全面价值

实现教育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教育的全面价值。 在当

前的实际工作中，从工具价值上认识教育、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教育、从对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作用上要求教育比较多，而对于教育的全面价

值———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经济收益、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创新活力的看得

见的显性价值，而且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社会文明进步的看不见的巨大

的隐性价值———往往认识不足，也不够重视。

①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Ｅ． ＡＤＴ． ＬＩＴＲ．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ＸＰ⁃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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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却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局限在只是为了经济发展更好、科技创新更多。 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
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是为了让每

一个人都成为人格健全的人，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更幸福，从而使整个社会

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在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教育的全面价值，就是促进社

会的全面进步，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更应该重视这一点，强调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简称《教育法》）对这一点有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基础，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

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教育法》是从教育的全

面价值看教育的。 我们要坚持教育的全面价值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相应

地开展教育活动，特别注意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
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积极推进教育变革，扎实建设教育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９］。 从现在到

２０３５ 年要建成教育强国，只有 １２ 年的时间，如何使整个教育系统实现“系统

性跃升和质变”？ 标志是什么？ 怎样去做？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国际上对教育变革也有不少呼吁。 ＵＮＥＳＣＯ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面向

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 报告指出：当
今世界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教育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为我们带

来新的可能性，但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教育本身亟待转

型。 那么，当我们展望 ２０５０ 年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 我

们应该抛弃什么？ 我们需要创新什么？
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面对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深入思考：

教育为什么要变革，为了什么而变革？ 应该变革什么？ 怎样进行变革？ 怎

样实现高等教育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其中，以下问题相当重要。
一是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内涵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
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了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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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中国教育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

球第 ２３ 位，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升 ２６ 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 这个教育强国综合指

数是把教育公平指数、教育质量水平指数和教育服务能力指数三个维度加

以综合而形成的。 根据数据确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典、新
加坡、芬兰、俄罗斯、法国、加拿大、韩国、丹麦、瑞士和奥地利 １５ 国为当今世

界教育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 这些比较，对我们认识我国的教育成就、增强

自信十分重要。 但要进一步明确教育强国的目标内涵，还需要在此研究基

础上进一步丰富内涵，建立更为具体的目标体系。 教育强国的目标应当包

括内部要素发展目标、外部贡献目标，还要有国际比较目标。 而且，这种国

别比较，是同一发展时期的比较，即不是拿 ２０３５ 年的中国与 ２０２３ 年的外国

比，而是与 ２０３５ 年的外国比。 因此，还要对外国的发展进行研判。 就内部要

素发展指标而言，应该与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这些基本内涵挂钩。
没有规模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７０％
以下是不行的。 还要考虑结构，东中西部的协调问题。 要讲效益，大国办教

育不能不考虑效益问题。 公平方面，不仅是区域公平，也许要考虑阶层公平

问题。 同时还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 现在全球的高等教育

机构有五万个左右，如果说前百分之一，也就是前五百名大学是世界上的好

大学，那中国有多少大学能够进入前 ５００？ 多少大学进入前 １００ 呢？ 还要考

虑有没有世界顶尖大学，成为世界青年向往的学习圣地？ 这些都是衡量国

家高等教育水平非常重要的指标。 当然，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

的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尺度。 而高等教育强国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

念。 没有国际比较，何谈世界一流？ 何谈教育强国？
二是研究型大学如何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教育和科技的关系，很

重要的体现就是有没有一批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 所谓国家

科技战略力量，主要是指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

验室、重大科学设施这五个方面军。 其中，高等学校能够占到多大分量？ 起

多大作用？ 作多大贡献？ 这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科技发展方面，过去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科研

经费总量及占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研发经费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２０％显著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５５％，而且我们的 ＧＤＰ 也是迅速增

长的，这双重叠加使我国的科研经费总量迅速增长。 ２０２２ 年，我国的研发经

费总量达 ３０ ８７０ 亿元［１１］，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约等于从第 ３ 名到

第 １０ 名所有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 但是，我国科研经费构成中的基础研发

经费偏少，世界发达国家都基本在 ２０％ ～ ２５％，而我国的投入略逾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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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优势在基础研究方面，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低，再加上大学

科研经费占比也较低，妨碍着大学的科研能力建设和作用发挥。 应当逐步

改变这一现状，加大对大学的科研与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
近年来，高校的科学研究活动普遍存在“小、软、散”的问题，即小课题，

软课题，很分散。 所以教育部很早就提出了加强有组织科研的要求，希望能

够汇聚力量，合力攻关，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大成果，但成效有限。
我们要充分认识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性。 一是要认识科研范式的变革。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复杂问题挑战、开放科学文化和可重复性要求，科学研

究活动的理念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传统的科研范式逐渐被现代科研

范式所取代，个体化的科研逐渐发展为更多的群体性研究，单一学科的研究

发展为多学科的交叉，从理论发现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发展的单线条路径

发展为多线条汇聚。 总之，高校科学研究活动更加注重开放合作、高效和有

益于社会进步。 二是要看到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尤其是国家重大

需求，一般需要有庞大组织来共同完成。 这种组织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复杂

的事情。 三是要找准问题，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和抢

占科技制高点。 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上找准问题，
集中攻关，真正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占领世界科技

的制高点。 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今天要加以发扬，并且进一

步发展。 当然，加强有组织科研，也要支持大学里的自由探索的科研方式，
营造自由探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

三是高校如何与产业相结合？ 高校与产业的关系，从“失联”走向“融
合”，是高等教育一次重大变革，也是高校的一次形态变革，是在高等教育普

及化条件下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知识流动的角度，过去是

高校向企业的单向流动，至少主要是单向的流动；现在是、未来更是高校与

企业之间双向流动或双向交换。 相应地，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成

为必然的趋势。 随着知识的交换，人员也必然要交流，受教育的对象也会从

青年学生扩大到其他在职人员。 当然，高校与产业的结合，要根据不同学校

的办学定位、产业特点等而有所区别，不可一刀切、一个样。
四是如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责任；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高校和整个社会

的共同任务。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不能只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学校教育只是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在岗位上锻炼成长。 大量优秀人

才、拔尖创新人才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在竞争中冒出来的，是靠

实际成绩来证明的，而不是拔出来、捧出来的。 那种以为拔尖创新人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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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养的结果是不正确的。 “学校育才＋岗位成才”，才是拔尖创新人才成

长和涌现的一般规律。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纪之初就提出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

的基础教育。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更应该认识到，本专科教育正成为

许多高技能工作的基本资格。 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必需。 ２０２２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５９．６％［１３］，新增劳

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 １４ 年［１４］，人力资本总量显著增长。 在本专科教育

越来越成为人生发展的基础的背景下，应该强调本专科教育内容的基础性，
积极推进教育内容的改革，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重
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知识体系。 同时要关注教育层次的提升，要处理好本

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 本专科教育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研
究生教育是高度，高度不够难成一流。 因此要把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培养质量作为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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