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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意蕴 
段世飞，钱跳跳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理论逻辑层面，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以服务人民为根本目标；高等教育优先发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立德树人；扎根中国，立足本土等。历史逻辑层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历经萌芽期、探索期、推进期以

及新征程四个阶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继承和

发展，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创新。实践逻辑层面，走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要坚

持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吸收国际经验，强化高等教育立法支撑与经费投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走人民满意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等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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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UAN Shifei, QIAN Tiaotiao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level,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include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aking serving the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Party,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cultivate moral character; rooted in China, rooted locally, etc. At the historical logic level,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including embryonic stage,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promotion stage, and the new journey;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enrichment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logic, to walk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higher education work; absorb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trengthen legislative 
support and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tak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modernizing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that satisfies the people.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educ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1]。在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将教

育、科技、人才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要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

国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基本原则，科技

的进步和人才的培养均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

育。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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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中，

眭依凡[2]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促进高等教育现

代化，实现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唯一途径。张志勇

等[3]分析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点明了中国式教育现代

化的本质特征，强调高等教育领域要以服务人民为

根本目标和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刘继青等[4]总

结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特征，并提出

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

举措。上述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并

将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子要

素进行论证。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在推

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出现的新概念、新

命题和新论断，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内

涵和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加

以阐释和剖析。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道路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历史的维度研

究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由此提炼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

逻辑。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逻辑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丰富、意义

深远，它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

论的延伸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高等教育意蕴和价值。

通过探究其本质特征和时代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把

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深层理论逻辑。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作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中之重，我国教

育应该走出一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中国

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5]。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人口占80%
以上，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1982年，全国

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2%，2018
年提高到29.3%。在党和国家的综合指导和整体布

局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不

断提高。教育现代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然而，在肯定过往成绩

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竞争

十分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之间教

育、科技与人才的竞争，因此，如何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乃至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要直面的问

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是世界第一，可以

说我国已经发展成了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高等

教育强国。在此背景下，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道路是必然选择。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既具

有“中国特色”，即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以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要素，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又兼具“世

界水平”，即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必须遵循

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中国式高等教

育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教育发

展过程，是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向具有现代意义的高

等教育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既要为

现代社会的发展服务，又要与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趋势相适应[6]。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必须依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走

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须始终服务于中

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道路要求加快改革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努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以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教育现

代化[7]。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1．坚持党的领导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党和国家始终将高等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

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

化道路的最根本保证和最大政治优势。在高等教育

领域，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高等教育管理全过程，牢牢掌握高等教育领域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8]。唯有如此，才

能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

高等教育强国目标。 
2．以服务人民为根本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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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然要以服务人民为根本

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他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9]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对高

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

段，如何保证高等教育公平，为人民提供高质量、

个性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形成结构化、多样化的高

等教育体系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需要回

应的问题。 
3．高等教育优先发展 
我国一直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

后，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道路就紧密联系在一

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

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10]。如今，党和国家事业的

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知识以及优秀的精英人

才，高等教育肩负着向国家输送知识和人才的重要

使命[11]。由此可见，教育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官，高等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龙头，更应该优先发

展，受到大力推动。 
4．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

代化道路必须始终坚持的人才培养立场。推进高等

教育现代化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

备，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以及时代所需的人才。

因此，高等教育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是“为谁培养人”这一问题的最好答案。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始终秉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原

则。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于个人而言，人生

的境界由价值观决定；于国家而言，道德社会的实

现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12]。 
5．扎根中国，立足本土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反对“国强必霸”、战争掠夺和对外

转嫁污染，强调世界的和平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3]。在教育领域也本着

同样的宗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具有社会主义因

素和中华文化元素的系统化、全面的过程，完全不

同于西方教育现代化[14]。因此，中国式高等教育现

代化道路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只有在扎

根中国，立足本土的基础上放眼世界，才有可能走

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培养出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意义 

1．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意义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意义是为

党和国家持续不断地输送人才。自21世纪以来，我

国人力资源呈现出数量增加、质量增长的趋势。首

先表现在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的大幅增长。2000―
2010年，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10%，

同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10%，这很好地

证明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15]。其

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

从1978年的1.11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333.2万人，居

世界首位[16]。一方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为党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大学肩负

着教育教学、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高

等教育除了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之外，也

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理论创新和产

学研结合的基础上，众多高校建立了创新实践平

台，平台产出科研成果并通过企业运作得以产业

化，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从而驱动

经济社会发展[17]。另一方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

化道路是促进社会公平、消除贫困的重要抓手。

2020年我国的贫困形态已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

转变，期间高等教育发挥了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切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作用[18]。通过让更多人接受

高等教育，可以使知识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进而实

现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2．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是为

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经验。

Altbach[19]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基本制度结

构以及知识基础都是西方性质的，当代所有的大学

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知识

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只有依附西方国家才能获得

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凭借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高等教

育现代化体系中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现代

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中国式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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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现代化道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力

量和创新价值。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

们深刻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高等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基础上，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办学方向，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实现的又一有力证明。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逻辑 

梳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史和

理论史有助于厘清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

历史脉络，进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道路的历史逻辑。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维度 

1．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萌芽时期

（1860―1949年）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学

生出国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洋务运动失败后，维

新教育思想登上政治舞台，其主张“经世致用”，

在教育领域采取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

等措施[20]。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

两面大旗，以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武器，为马

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创造了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

我国的传播，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思想逐渐成熟。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为新民主

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

中国共产党于革命根据地内创办了多所高等教育

机构，如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这些

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才为目标，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

核心原则。通过在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实践，中国共

产党人构建并完善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点燃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星星之火”。 
2．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时期

（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

化道路经历了曲折的探索阶段。1949―1958年，我

国主要学习苏联模式，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

整[21]，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我国高校系统的基本格

局。首先，建立专科学校，开办专修班、培训班等[22]。

其次，强调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了党领

导高等教育的原则[23]。建立了新型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

设干部。除此之外，还派遣学生到苏联的大学学习，

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骨

干[24]。其后，“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造成了极

大的破环，高等教育发展几乎停滞，中国式高等教

育现代化道路也近乎中断。 

3．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时期

（1978―2000年）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入全新

阶段。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

主权，推动高校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1993年《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提出应建立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并进行

了高校合并和调整、学科建设与重点学科和实验室

建设等改革措施。199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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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改革了

课程体系，增加了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同时推动

教学方法改革，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能

力[25]。在这些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

现代化逐步推进。邓小平“三个面向”强调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地位，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指明方向。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为推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得以建立新型科技体

制，培养出众多科技人才，推动了中国式高等教育

现代化建设进程。 

4．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2000

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又有

了新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优先

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2010年，“教育现代化”作为核心理念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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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被多次强调。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教育

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显著增强”的目标[26]。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发布更是彰显了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以上与教育现代化相关的政策文本指导下，我国

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高等学校学科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涌现出众多科技成果和创新创业人

才，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踏上新征程。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史维度 

1．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教育的性质

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他强调了教

育的民族性，内容的科学性以及方向的大众化。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教育的

发展中，必须坚持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

针。”[27]在以上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高等教育事业

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推进[28]。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邓小平将教育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地

位，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三个面向”，

同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张“要进一步解

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这种理念很好地促进

了教学、科研与生产的结合。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

高校科研能力显著增强，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速度明

显加快[29]。在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新思想、邓

小平教育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科教

兴国战略。他在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

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

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30]江泽民同志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检验教育创新的理论，最终形成

完整的教育创新思想体系。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创

新思想体系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注入

了新的活力。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

重大战略思想[31]。在高等教育领域，科学发展观坚

持“以人为本”，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坚持和发展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人民性，进一

步丰富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2．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对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党和国家教育事业面临的新形

势，以全新的视角深化了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高等教育事业中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针对中

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意义

的论断。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32]。“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培

养人才的根本任务，高校需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上好思想政治课程。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高

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通过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使我国高等教育走向

卓越[33]。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要做

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

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

引路人”[34]。他对高校教师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一，

要有理想信念；其二，要有道德情操；其三，要有

扎实学识；其四，要有仁爱之心[35]。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对于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是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既继承了马克思教

育思想、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新思想、邓小平教育

现代化思想、江泽民科教兴国与胡锦涛以人为本教

育思想，又深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部分，是新时代的重大

理论创新和实践依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

想中国化的新飞跃[36]。 

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

逻辑 

走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要将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作为目标指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中萃取其核心要义，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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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

实践逻辑，科学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一）坚持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党对

高等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的高等教育工作方针，坚持高等教育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以把握高等教育办学的正确政治方

向作为指引，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高等教育管理全

过程，牢牢掌握高等教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强的政治

保证和组织保障。作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前沿重

地，高校要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

程，用“大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 
（二）吸收国际经验，强化高等教育立法支撑

与经费投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政府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大力支持高等教育优先发展，其经验值得借

鉴。通过法律条文来支持高等教育是美、日政府发

展高等教育的主要举措。1944年美国国会的《退伍

军人权利法》让美国政府看到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

工具的可能性，也刺激了广大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

求[37]。1958年美国国会颁布《国防教育法》，承认

高等教育是一项国家事务[38]，进一步确认了政府干

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战后日本出台了《教育基本

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了战后日本高等教育

的性质和方向，对日本的学校制度和学校教育做出

了规定，其中明确说明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相关事

宜，强调了大学在知识发展、人类进步中的作用[39]。

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国应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

时代背景，面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建

设，推动高等教育相关立法工作的完善，以相关高

等教育政策文件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指

明方向，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 
科研经费投入是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

要保障。以美、日两国为例，美国政府1960—1965
年对高校的科研投入提升至150亿美元[40]，设立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进行系统性科研资助；

日本政府则联合产业界和民间力量重点加大对理

工科领域的投入。借鉴美日两国做法，我国应着力

增加对高等教育重大科研创新领域的财政投入，重

点支持能够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卡脖子”问题的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建立多元科研经费筹措机制，

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鼓

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高校科研创新；构建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鼓励产业界和民间力量有效

配置创新资源，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三）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构建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

大，逐步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

总人数达4 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

30%提高至2021年的57.8%，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

化发展阶段[41]。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的实现意味着

我国今后将进一步完成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

育强国的转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

标，必须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内涵

式发展强调通过优化内部结构、提升教育质量、增

强创新能力、突出特色和个性化发展等方式，实现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内涵式发展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体系应满足社

会多样化的需求，提供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

教育服务，包括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

育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社会对人才的

不同需求[42]；其次，内涵式发展注重尊重学生的个

性发展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此外，将现代科技手段融入

教育教学和管理是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高

等教育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推动智慧校园建设，实现教学、科研、管理的智能

化和信息化。 
（四）走人民满意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价值追

求[43]。教育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发展

人民，把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作为教

育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高等教育要

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扩大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覆盖面，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除此之外，

政府应不断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健全高等教育生均

经费标准，完善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把新增高

等教育经费更多用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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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改善上，提高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益；推进高等

教育数字化进程，全方位奠定高等教育发展基础，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44]。 
（五）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需要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思想品德、理想信念教育摆在

首要位置，坚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

节。立德树人中“立”的是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底色，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有

大爱大德大情怀之“德”；“树”的是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以及时代需要

之“人”。高校需要时刻检验审视自身，是否做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高等教育要把立德树人的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断提高学

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45]。 
（六）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基础上兼具国际视野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需要正确处理

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必

然会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就善于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从“师

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如今的

扩大对外开放无不体现着这一点。美国、日本、苏

联等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经验值得批判性学习

和借鉴，在学习借鉴过程中，应始终扎根中国大地，

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不同于

西方国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和中国特色特征，这

是一个既追赶又超越的过程。从社会主义特征看，

我国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着重突破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与

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成为西方国家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模仿者；从中国特色特征看，中华文化

绵延五千年，其中蕴藏着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利

用好这些宝贵遗产，继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教育中的

优秀思想，有助于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的目标。 
（七）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加强生态文明教

育，我国须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

为指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

进行改革，实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创造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独创的思想理念，倡导“在追

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

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此，我国需要开创高等

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国际

组织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高

等教育治理，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内涵，提

升高等教育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高水平积极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应有的贡献。 
（八）加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供给与对外传播力度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研究离不

开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

会科学。围绕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渊

源和实践逻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不断加强

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研究的理论供给，科

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生产出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原创知识与理论成

果。除此之外，还应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

出去”战略，对外传播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

的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与中国立场，为发展中国家

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促进

别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中国式高等教

育现代化道路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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