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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华诞之年。 从
70 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报告
擘画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的伟大历程，始终离不开高等教育在其中
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尽管高等教育强国的概
念进入 21世纪才正式提出， 但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的观念却一直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深
处。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置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要件、推动力量、实现
途径的战略位置积极探索、整体谋划，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 70 年的历史图示也演绎并勾勒出新中国 70 年
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的历史线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生动注脚。

一、调整与探索———奠定基础（1949—1978年）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轨迹、模式和环境。 中国共产党按照新
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结构模式、意识形态
建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 对高校进行接
管、接办、接收，实施有效改造，并积极探索新中国高
等教育办学模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服务，为新中
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人才服务。

1. 赋予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全新历史使
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等教育处境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生人民政权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密不可分。在
国际上，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孤立和打

压，在国内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 在这样一
个贫穷落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如何快
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富强目标，探索教育特别是高等
教育的建设发展，便成为党和政府实现国家目标的重
要途径。 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为中国的独立、
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一具有宪法意义的
纲领率先提出了以“富强”为国家奋斗的最宏伟目标
之一。同时，共同纲领还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加强高等教
育，注重技术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
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
的广泛需要。 1949 年底和 1950 年 6 月，新中国先后
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高等教
育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强调，高等教育必
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
而首先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1］。 1956年，周恩来同
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为国家培养各
项建设人才， 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
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同时认为高等教育是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
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3］1958年 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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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三点指示的第一点，就是“抓住党委领导”。 共同
纲领、指示和相关会议中党的领导、政治教育、革命工
作、工业技术、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国家建设等关键
范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确立了
方向并赋予了高等教育强国富民的重大目标使命。

2. 实施院系调整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
式。从 1949年到 1952年，新中国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即抗美援朝初步告捷，土地革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
逐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 新的形势衍
生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
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思想改造成
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内容之一。 1951 年 10 月，毛
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思想改造首先得改造各知识分子
的思想，使我国彻底的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
化是我国在各方面的重要条件之一［4］49。 为进一步加
强对高等学校的改造， 强化对高等学校的政治管理、
革命教育，也为国家加快实现工业化目标培养急需的
各类人才， 中央政府在 1952年下半年对全国高等院
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基本方针是“以培养工业
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
综合性大学”［5］。 1953年和 1955—1957年间，全国院
系又进一步补充调整。 院系调整中，以地质、矿业、钢
铁、石油、航空、农业、林业、医学等行业为基础成立了
一大批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不仅仅架构起新中国高
等教育基本格局，同时通过一定程度优质资源的整合
重组，客观上直接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为新中国工
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在此期间，《高等学校
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
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规
章制度陆续颁布，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过
50 年代三次院系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改善了宏
观架构，实现了发展工科和师范院校、加强综合性大
学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工业化人才库进行
量身打造的一次系统变革。同时，高等教育的结构、专
业、师资、课程被彻底改造，高等教育的设置基本适应
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这一次大调整
在从根本上摧毁旧的高等教育体制、秩序和结构的同
时， 也从根基上动摇了旧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事理、
轻实用技艺教育理念，为社会主义中国高等教育及学
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为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实现国家富强实施的一次重大国家战略。

3. 探索推进重点大学建设巩固高等教育初期成
效。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总目标和优先发展经济的
目标需求，高等教育部于 1954年制定了《关于重点高
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 提出重点大学的主
要任务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和帮助其他学校培养师资
等，并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6 所大学为全国性
的重点高校 ［6］。 此后，国家先后于 1959 年、1960 年、
1963 年分 3 次合计确立了 68 所大学为全国重点高
校。这一时期重点高校的行政指令色彩与社会主义工
业化时期的中心任务面临的形势与环境密切关联。时
任副总理李富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中指出，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7］。按照
西方国家重工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重工业的发
展过程应该是一个资本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新中国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国家重工业，短期内实现国
家工业化目标，基本途径即是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和计
划的方式，降低重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人力等资源成
本，以替代资本积累。因此，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指定重
点高校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成为国家优先发展
重工业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一环。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 得益于高等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汇聚和培
养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防
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高等教育的制
度、规章以及高校自身都遭受极大破坏。总体上，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 17年时间， 尽管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一
系列困难、甚至也存在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如全盘苏
化后“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285，高校存在专业设置过
细，忽视科学研究，重理工轻人文，文理分家、理工分
驰等现象，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的、正向的视角审视这
一特殊时期， 不难发现这样一条高等教育的发展路
径，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孤立、封锁、高压
处境下，在自身没有办学经验和办学条件支撑的客观
背景下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和探索。 其出发点、实践过
程和最终价值取向， 都是试图通过加快发展高等教
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断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加速
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 这一时
期，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办学模式、地理分布基本构
筑起新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与雏形，为新中国真正独立
自主建设具有现代意义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史上的逻辑起点。

二、恢复与发展———实现跨越（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党中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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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在1977 年
底恢复高考。党和国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不断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深
化高等教育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高等教育建设发
展再次注入新鲜血液，以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率先开
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重新谱写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新篇章，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1.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
展。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界和学界围绕高等教育强
国的理论与实践、 宏观制度政策与微观办学治理、社
会经济发展与高校基本职能进行了深入、持久、广泛
地讨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中
央，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对高科技人才的缺
乏，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
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 20 年。 ”［8］407为此，他主
动要求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其复出后在教育领域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恢复高考，极大激发广大青年学子学习
热情和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他将科技教育与四个
现代化有机衔接，明确提出“搞好教育和科技是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和科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关键”［9］。 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高等学校作为现代科学技术
生产的重要场所，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
人才和条件支撑， 高等教育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
1998 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宣布：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是实施科教兴国［10］。 此后，相当一部分高校进行了大
规模合并调整和再组建，新增了一大批高等职业院校
和民办独立院校，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提供了良好
的软硬件设施。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时期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 1978 年到
2012 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由 598 所增长到 2 409
所， 在校生规模从 85.63 万人增长到 3 325 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55%上升到 30%。 其中，1999年
到 2005年，高校招生几乎每年以 50万左右的人数增
长，截至 2012年，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
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见表 1）

2.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完善的制度体系是高等教育健康、稳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1978 年 10 月国家颁布《全国重
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为恢复高校
办学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启了新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机
制建设的重要步伐。 在此期间，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
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法规制度、 战略规划和相应举措，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 年）、《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关于加快
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1993 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1998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年）》（1999年）、《大学章程制
定暂行办法》（2011 年）等［11］。 一方面，通过不断建立
完善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逐步
迈上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特别是通过阶段性的战
略规划实施，着力引领高等教育向着既定目标有序发
展， 保障高等教育以至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另
一方面，为顺应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
的转变，同时确保高等教育在恢复发展的同时不断提
升质量，这些法律规章制度对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
养质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旨在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
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形成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良性机制。 高等教育体
制机制建立健全和完善， 不仅引导高等教育在规范
化、科学化轨道上快速发展，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有章可循，也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制度保障。

3.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高等教育建设不断注入
新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高等教育作为助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试验场和先行地。 期
间中共中央先后于 1985 年、1993 年、1999 年、2010
年颁布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文件， 并于

表 1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重要年份高等教育有关数据一览表

数据来源：1978 年以来的各项数据为教育部网站或教育部有关
司局发布的数据；1978 年之前的数据是根据有关教育史料和公开发
布（表）的文献反复比对获得的数据。 部分年份没有获得毛入学率数
据。 1960 年数据是在当时“大跃进”运动下，“左”倾冒进的产物。

1949 205 1.2 11.7 0.26
1952 211 6.6 19.5 —
1953 183 7 25.3 —
1957 229 10.6 48.28 —
1960 1 289 32.3 96 —
1965 434 16.4 55.6 —
1978 598 40.2 85 1.55
1985 1 016 62 170 2.91
1998 1 022 108 317 5
1999 1 071 160 413 10.5
2011 2 359 675 3 167 26.9
2012 2 409 688 3 325 30
2018 2 663 790 3 833 48.1

全国普通
高校数（所）

各年招生
人数（万人）

各级各类高校在
校学生数（万人）

毛入学率/%
年份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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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1988 年、1992 年 3 次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
作会议，核心议题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继续深化高等
教育改革，先后改革高校计划招生制度和毕业生分配
制、逐步下放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实施部委院校划
转调整、 推进学生收费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为高等教育不断注入新的动能，使高等教育符合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其中，国家关于重点大学
规划与改革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主要
线索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
之初邓小平就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
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
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8］539。 1978年 2月，国
务院发布《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的报告》，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 68所全国重点高等
学校，还增加 20所大学为重点高校。 改革开放初，为
尽快集中资源恢复办学， 中央对部分高校多次合并、
调整、组建，到 1981年陆续被认定的全国重点高校达
到 96所［12］。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初，国
务院分两批分别批准 15 所重点建设的高校。 1992
年，为进一步配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中央再次强调
着力办好一批重点高校事关高等教育大局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国家正式发布
《“211 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即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
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211 工
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
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重点高校建设改革工作。 至
2012年，全国共确立了 116所“211工程”高校。同时，
为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高校 ，从
1999年开始，国家正式启动实施“985 工程”项目。 截
至 2012 年，全国确立的“985 工程”高校共计 39 所。
通过实施“211 工程”和“985 工程”项目，国家在高校
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条件支撑、国际交流
等方面给予更多改革政策和经费支持，使这些高校在
改革过程中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来促进自身快速发展。
2012 年 5 月，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协同创新的
理念和要求，国家还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
升计划》，即“2011计划”。 “2011计划”成为继“211工
程”和“985 工程”之后，又一彰显国家意志的重点高
校改革战略。 通过连续不断地推进重点高校建设改
革， 赋予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的动能和牵引力量，整
体带动了高等教育向前发展。

三、深化与提高———追求一流（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促进高等教育
内涵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
历史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

1. 将内涵式发展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
路径。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强弱的
关键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现代高校不断提
出新的多元化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更多表现
为具有内涵式特征的综合性指标。 从 1978年到 2012
年，我国高等学校数量增长约 4 倍，在校学生规模增
长约 40倍，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生人数跃居
世界首位。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学术界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进行了深入
探索与实践，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
大理念与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相融合，开启新时
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征程。 在创新发展方面，引
导高校积极培育创新文化，系统推进育人方式、科研
体制、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改革，颁布实
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
的教育理念［13］，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努力培
养创新人才。在协调发展方面，更加注重不同区域、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协调发展，通过优化结构、提
高效益，引导高校因校制宜、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通
过差异化策略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在绿色
发展方面， 将高等教育事业建设与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有机结合，并融入高校学科专
业结构调整，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使高等教育更
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形成中国特色高等
教育质量生态。 在开放发展方面，积极响应社会经济
全球化的趋势和需求，充分利用并依托“一带一路”建
设契机，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开放力度、广度和深度，
高校之间的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更加频繁，高等教育
的开放度、包容度进一步增强，人才的国际视野、世界
眼光进一步拓展。 留学出国人员、来华留学人员和学
成归国人员大幅增加。 在共享发展方面，立足新时代
主要矛盾特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进
一步加大教育脱贫攻坚力度，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高等教育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通过全面
布局、优化配置，使更多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 将世界一流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目
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一系列重点
高校建设政策措施，特别是“211 工程”“985 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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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建设高水平大
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随着“211 工程”“985
工程”高校作为高水平大学被社会广泛认可，高校身
份标签化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如重点大学某些项
目建设的重复交叉、资金投入产出效益不高、高校之
间竞争意识弱化等逐步显现。 这一背景下，学界围绕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
成果进行了深入研讨。 2012 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
究团队率先将我国进入世界 1%的 “ESI 论文总被引
频次”的高校作为反映大学“学术声誉”指标纳入中国
高校评价中，引导高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研究
水平。截至 2018年 1月，我国有 219所高校的 893个
学科进入全球前 1%，其中有 45 所高校的 94 个学科
进入全球前 1‰［14］。2014年，中国科学院将“高被引科
学家”指标引入高校竞争力排行榜。 根据 2018 年 11
月，美国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
名单，全球 6 000 多（人次）高被引科学家入榜，中国
大陆共计 482 人次入选， 全球排名第 3， 是 2014 年
134人次（含港澳）的近 4倍［15］。 与此同时，2015年国
家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并于 2017年 9月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确定 137所高校为
“双一流”建设高校。 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所。 从 2012年到 2018
年，我国高校国际竞争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显示度
明显增强，“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成效初显。 世界权
威机构大学综合排行榜前 500 名中国高校数量增长
情况可窥见一斑。

尽管高校排名主要以西方国家设定的指标体系
为标准，并不一定全面科学也并非被社会完全接受认
可，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概念内涵，实质也是
以中国作为世界成员，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特别是发
达国家高校作为潜在参照系而设定的概念。 2012 年
以来，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从多个方面引入世界一流
高校排名规则，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真正迈上
了与发达国家一流高校同等的对话平台、相似的建设
标准及相同的起跑线上，避免了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
“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以及改革成效评价“自
说自话”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和
世界一流高校建设确立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也为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率作为高等教
育强国的重要使命。一国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
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科技发

展等领域的贡献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2012 年
以来，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2018 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高等教育迈上从大众
化教育向普及化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 与此同时，随
着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不断增加，社会总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不断提升。 2019年，国务院作出高等职业院校
扩招 100万人的重大决定。这是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关
键时期，通过发挥高校的调节器和助推器作用，在毕
业生就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国民素质整体提升以至
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高校对社会
发展最得力、最有效、最具调节功能的贡献。高等教育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直接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总支出
作为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贡
献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社会和家庭
对高等教育的总投入持续增长， 从 2012 年 8 505 亿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2 万亿元， 学生生均经费达到
3.6万元。另一方面，受益于高校师生短期规模聚集效
应，高校的建设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
量。 根据学界丹尼森因素分析法研究测算，改革开放
初到 20世纪 90年代，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为 0.48%， 到 2014 年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
献率达到 6.92%，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逐步增
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高等教育对科
技发展和高科技人力资源的贡献最具显示度。 2012
年来，高校牵头完成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过 80%，
吸引、造就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占总数 60%以上。 高校
在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获奖比例达到 2/3 以上，
其中 2018年高校获奖占比量达到总数的 80%［16］。 同
时， 我国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布局不断优化，
研究生人才培养发展迅速。截至 2018年 5月，全国研
究生培养单位达到 815 个， 其中博士授予单位达到
408个。 2018年全国在学研究生总人数为 273万，其
中在学硕士研究生人数 234万、博士生人数 39万人，
比 2012年 172万增长约 58%［17］。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坚实，高等教育在
社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并与西
方高等教育强国差距也不断缩小。

四、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
盼。党中央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积
极探索、深入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在“奠定基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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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跨越—追求一流”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实
践经验，获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
的深刻启示。

1.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办学模式。相比美欧西方国家几百年资本经济
发展积累以及几百年现代高等教育办学及其学术积
淀， 新中国 70年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
国建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中进行的，我
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在一个后发国家基础上逐步
实现的。 70 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建设能够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合作等诸多
领域、 多项指标上取得令世人认可并瞩目的成效，关
键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学模式。 在这一历史进程
中，始终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尊重基层创新相结合作
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最大驱动，在相对较短时间集
中力量和资源，对高等教育进行整体设计、战略规划
与部署动员，并推动发展。 这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获得
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
学模式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高等教育建设
实践中的院系调整、重点高校建设、重大规划实施、推
进“双一流”建设，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政府主
导、 高校发挥自主作用和社会广泛参与下共同推进。
正是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代接一代地
持续努力，一大批高水平大学逐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行列，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梦想也逐步成为正在实现
的目标。

2.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服务， 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8］。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了“高等教育建设
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指导思
想和基本策略。改革开放后，国家先后颁布《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等战略规划，都将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论述，而服务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鲜明的政治要求和时
代特征。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明确提出，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加快创建创新型国家、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
略导向，既是高校自身社会功能使命职责使然，也是
高校实现自身战略规划、长远发展、终极价值的重要
支撑和动力源泉。

3.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
展基本规律。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是高等教育在运
行和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必然的逻辑轨道。高等教
育思想家克拉克·克尔从历史的视角提出， 高等教育
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19］，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亦如是。一是要尊重高校自主办学权。 大学自治和学
术自由是现代高校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说自上而
下的改革是一所高校发展的最大外在驱动，那么大学
自治、学术自由则是激发大学办学活力、调动创新研
究的持续内生动力。尽管西方具有现代意义大学及其
倡导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
校办学自主权存在本质差异，但二者都渊源于学术与
创新的内核。 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要通过改革
创新，在外部不断完善高校法治环境，在内部不断优
化治理体制机制， 努力激活高校办学的活力与动力。
二是要注重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发展。纵览我国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质量始终是高等教育的生命
线。高等教育在每一次大的调整、大的改革、大的发展
后， 必定历经一段巩固提高的相对稳定时间。 70 年
来，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总体呈现出“大调整—巩
固成效、大改革—稳定推进、大跨越—消化吸收”的鲜
明特征。 其中，巩固提高和消化吸收的阶段正是后发
国家在高等教育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为确保高等
教育质量的必要沉淀和蛰伏，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最有效的保障。三是要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
传统。 70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表明，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 必须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世界知名高校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通过人才战略的
实施，不断提高科研教学水平；通过完善现代大学制
度发挥教师在学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要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激励等措施，不断激发
教师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主人翁责任感。四是要坚持
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原则。 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
克也强调，发达国家也“在各高等学校内部，特别在高
等学校之间，必须有重点的集中，必须有对重点的某
种优惠的待遇”［20］。新中国成立 70年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的历史图示，从很大程度是通过重点高校建设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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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线索呈现出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也在一定
意义上通过重点高校建设的成效来突出显示。在经济
财政比较困难的后发国家，重点建设好一批国际高水
平大学，以此形成局部优势和良性竞争。 随着国家由
富到强的发展转变，国家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经济欠发
达的高等教育地区， 促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真
正达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

4.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高等教育开
放办学交流互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
的加速发展，开放与交流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生存发展
的内在需求，也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建设发展学习借鉴
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
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
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
了。”［21］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
滚滚向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
进步，封闭必然落后。”［22］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高
等教育一直坚持走学习互鉴的道路。从改革开放之前
在特定背景下面向特定国家开放， 到改革开放后，全
方位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
模式、教育制度，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历经“单一学
苏—全面借鉴—交流互鉴”过程，特别是对待吸收借
鉴新知识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完全
模仿，逐渐发展为理性看待，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
放也正在历经深刻变化。 当今，开放是高等教育的基
本特征， 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对
外开放是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我国高
等教育对外开放合作， 必须持续引进国外教育资源，
合理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积极聘请国外高
校专家来华工作，吸收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教育
理念、经验和优秀文明成果。与此同时，积极向外国高
等教育机构展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经验，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外交流的互信互鉴，促进交
流的可持续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服务。

（黄兴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 100816；黄少
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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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nod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s a powerful country, it clearl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distinctive clues: from readjust
and explore to lay the foundation, from recover and develop to achieve leapfrog, from deepen and improve to
pursue first -clas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 power construction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revelation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lways adhere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school-running mode, always adhere to the servi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guide, always follow the basic ru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lways
adhere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open education mutu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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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st -external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 pha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change of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is accompanied
by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adjust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ject
catalogu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deep structure that affects the changes of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adjustment policy includes the lack of institutions under the isomorphic logic,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under cognitive logic,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under the logic of accumulation. Re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adjustment policy change, take the policy as the main line, adhere to
the future, coordinate the forward-looking layout, serve the social needs, promote cross-integration, highlight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turn to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to realize the isomorphic symbiosis of the discipline
logic and applic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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