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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各行各业的工作重点。 强化体系建设、促进内涵发展

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要以体系建设为龙头，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理顺普及化

阶段的结构关系，推动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伟大实践。

深刻认识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的内涵变化。 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走自

己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经验，迅速建立起适合当时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的大学学习，加快中国高等教育

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融合；“211 工程”特别是“985 工程”实施之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成为高教探索的重点；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 2020 年）》的制定与实施，对应用型

高校特征的思考迅速升温。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

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

国著名学府。 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 ”这一论断表明新时代高校的面向、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当下，中美战略博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了这一论断的前瞻性。 高等学校开启了从学习借鉴为主向创新模式的转变之路，其要义是在满足社会

需要中提升自我。

着力构建满足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学校需要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国家需求

中找方位开天地，实现内涵式发展。 世界高等教育已走过八九百年的历程，许多国家都结合自己的传

统、文化、体制等形成了自己的结构体系。 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有共性也有个性，但总体都契合国家发展

需要。 创新是心脏动力，应用是血液循环，国家、社会、百姓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这些都不可或缺。 高校

要在特色发展的道路上前行。 “十四五”时期，高校要特别加强“补短板”工作。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在

加快培养紧缺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上发力。 应用型高校要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增强社会适应

性，建设好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等“立交桥”。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模式变革。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激发的产业变革、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高教国际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下的线上教育大规模实践等，都在进一步推动

着教育的模式变革。 办学和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永恒主题，而时代正赋予其新的内涵。 模式要围绕内涵

展开。 新时代的办学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等学校要面向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服务中国

的发展，其办学模式需要跟进。 新时代的育人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推动建设良好教育生态，坚

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科学成才，高校教学模式需要创新。 新时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开发利用不可忽

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线上教学的混合模式将主导变革与发展。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作用在不断加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我国高等教育将在创新发展中为世界贡献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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