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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七个要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的七个要点》一文中指出，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首先要聚焦直接影响核心学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相关要素，

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大学发展和创新活

力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为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开拓道路。

第一，坚持“综合改革”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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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美国加州大学的成功乃至美国

高等教育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等教育分类体

系的成功，我们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第二，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深度融合，构建拔尖创

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一要“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二

要着力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第三，坚持有组织科研与高水平自由探索有机结合，完

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如果将自由探索理解为科学发现的途

径，它与有组织科研恰好形成互补。

第四，坚持教育改革与人事改革协同联动，形成支持全

面创新的人事人才体制机制。要深化人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

的有效机制。要落实中央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三个优

先”。高度重视并通过系统改革，着力改善高校教师队伍质

量建设的关键指标。

第五，坚持高等教育与整个教育体系相互支持，建设高

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目标，还

要持续努力。

第六，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文章，形

成高水平教育开放格局。一要学习借鉴；二要交流合作；三

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第七，坚持守正创新与狠抓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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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深化改革贯彻到底。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为改革开道，

为教师减负，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学者，最大限度

地解放学术生产力。

2. 高等教育在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构建中的责任担当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教授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

体制机制》一文中指出，为深刻把握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

程对全面创新体制的战略部署，作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重要

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必须深入学思悟践，积极承担时代赋

予的改革重任。

第一，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明确大学改革发展的目标和

路径。高水平大学要形成战略中心型组织体系和资源保障机

制，不断提升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能力。

第二，响应现代化建设需求，优化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

结构。高水平大学应着眼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工作格局，对人才培养范

式进行全方位改革，实现教育系统功能适配度、人才培养目

标达成度和个体成长满意度的有机统一。

第三，深化科研组织模式改革，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机制。要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布局，积极深化与国家实验

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其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组成部分的战略合作。

第四，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培养汇聚国家战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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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立足国际人才争夺的主战场，做好“引”的文章。同

时要聚焦提升青年人才成才率，做好“育”的文章。

第五，支撑区域创新策源体系，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能。

高水平大学要深度对接区域和产业创新需求，推进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临床医学中

心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强化高能级平台的辐射引领作用。

第六，加强党的领导，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

供坚强保障。党的领导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高水平大学服务构建支持全面创

新体制机制的系统优势所在。

3.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孔令帅等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本质特征与实践路径》一

文中探讨了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的相关重要问题。文章提出，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理念、政

策、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协同联动作用。

第一，价值引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优质均衡

的发展理念。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为指导，不断增强教师教育

发展的育人性。二是坚持以全面协调为原则，不断增强教师

教育发展的整体性。三是坚持以优质均衡为目标，不断增强

教师教育发展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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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保障：共建跨时空、多主体、共生性的发展

体制。一是加强高校、中小学校、教师培训基地、政府、企

业、社区等共生单元的跨界合作。二是加强地区、城乡、院

校之间的深度合作，建立互惠共生的发展模式。三是推动教

师教育体系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一体化发展。四是严格执行教

师教育发展的政策规范。

第三，文化赋能：创设协作性、学习型、包容性的发展

环境。首先，培育协作性的教学文化，促进教师间的团结合

作。其次，创设学习型的文化环境，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主

动性。

第四，技术支撑：夯实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

基础。一是打造智能化的教师教育发展环境。二是加强教师

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三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保证数字时代

教师的主体性。

第五，内外联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开放性的发展

格局。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引

进来”就是要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有益经

验，提高国际资源的利用效能。“走出去”就是要做好我国

教师教育经验的对外传播工作，不断提高我国教师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

4. 区域整体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要求

浙江大学研究员韩双淼等人在《教育发展与区域整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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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耦合关系探析——基于我国 31 个省份的指数建构与图

形类型学分析》一文中对教育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的耦合关

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教育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各省份在重视当地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升级，以及地方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

长的同时，需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尤其是

重视教育系统各要素与社会其他系统各要素的协同耦合。

第二，重构教育体制机制。各省份需依据具体情境对教

育体制机制进行适当重构，尤其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进一步厘清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

第三，着眼本土实践和文化。各省份尤需充分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和规模优势，充分理解和认识

教育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的辩证、耦合关系。

5.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路径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郭国祥等人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一文中认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背景下，就当前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存在的不适应、不

匹配现象，应加快从政府、高校、就业市场等方面有针对性

地优化。

第一，强化政府对学科专业设置优化的统筹与主导。一

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强化先导产业专业建设力度。二是淡

化学科专业分类界限，促进高校培养新兴学科专业人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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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性。我国

各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不同的先发优势、后续追

赶优势。四是防止高校“一窝蜂”扎堆面向先导产业开设新

专业。

第二，提升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自主性及其能力。一是

高校应在外生产业逻辑与内生学科逻辑间取得面向新质生

产力学科专业调整的平衡。二是加大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学科

专业布局力度。三是鼓励高校培养跨界复合型工科人才。四

是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升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竞争

优势。

第三，加强人才市场信息对学科专业设置优化的反馈调

节。一是健全区域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反馈系统。二是充分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化现有区域人才需求预

测系统。三是在综合区域毕业生就业质量反馈系统和区域人

才需求预测系统，以及引入权威第三方评价机构和认证机构

等社会中介组织对高校专业、课程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的基

础上，分类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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