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教研究 2022年第8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

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1］。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未来 1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

共识是什么，中国创新的着力点是什么。

一、国际共识

在跨世纪的 24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举办

了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一）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于 1998年在法国巴黎

召开。会议发布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愿景和行

动》（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宣言，指出

“21世纪将是更加注重质量（Quality）的世纪。由数

量向质量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

时代的开始”［2］。大会的主题是“质量”，谁重视质量，

谁将胜出；谁轻视质量，谁将被淘汰出局。重视质量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

（二）第二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第二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于 2009年再次在法国

巴黎召开。会议发布了《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

会变革和发展方面的新活力》（The New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Socie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公报，指出“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质

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至关重要，必须包括所有

利 益 相 关 者 。 要 建 立 质 量 保 障 体 系（Quality
Assurance System），形成多种评价模式（Patterns of
Evaluation），形成一种质量文化（Quality Culture）”［3］。

大会的主题是“质量保障”，要求建立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在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里形成一种质量

文化。

（三）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于 2022年 5月在西班

牙巴塞罗那召开。大会发布了《超越极限：重塑高等

教 育 的 新 路 径》（BEYOND LIMITS: New Ways to
Reinvent Higher Education），指出“面对日益复杂和充

满挑战的全球局势，我们需要迈出大步（take a
quantum leap）重塑（reinvent）高等教育，为世界高等

教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绘制蓝图”［4］。大会的主题是

“重塑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未来”。

1.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基本原则。大会提

出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基本原则：一是包容、

公平和多元化，主题词是“公平”，公平是第一原则。

二是学术自由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主题词是“利

益攸关方”。所有的利益攸关方不仅包括大学内部

的师生、管理者，而且包括社会、政府、企业，还有雇

主和用人单位。三是培养探究式、批判性思维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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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主题词是“创造力”，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标

准从原来的“我会干我能行”变成“我敢闯我会创”。

四是诚信和道德，主题词是“道德”，也就是学生不仅

要成才而且还要成人。五是对可持续和社会责任的

承诺，关键词是“社会责任”，即高等教育发展的小逻

辑要服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六是通过合

作而非竞争实现卓越，主题词是“合作”。这是未来

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要通过

合作实现卓越。

2.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变革方向。大会还

提出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变革方向：一是公

平和可持续地享有高等教育。二是为学生提供更全

面的学习体验，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特别是以学生的

学习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三是推动

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和交流。这与我国高等教育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出的“交叉

融合再出新”十分契合。四是提供满足青年和成年

人终身学习需求的途径，提出了终身学习。我国高

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要向适龄的青年和所有成

年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五是构建内容多样、方法

灵活的综合学习体系。关键词是“多样化”。高等教

育要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要推动多样化发展。

六是技术赋能高效的教、学和研究，关键词是“技

术”，高等教育数字化要为教、学和研究提供有效

支撑。

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三个关键词是超越

极限、新路径、重塑。“超越极限”就是要超越高等教

育的“围墙”，打破学科专业间的、高校间的、高校与

社会间的壁垒。“新路径”是打破原来高等教育的路

径障碍，强调探索和创新。“重塑”是要建立高等教育

发展的新范式。这三个关键词归结起来就是创新发

展，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所强调的根本动力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主题高

度契合、同频共振，也是创新发展，也是创新、创新、

再创新。

二、中国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与时代同行、创新发

展，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

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

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深化“四新”建设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面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从 2017年

起，我国相继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

设，对人才培养范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革。

1.深化新工科建设。新工科建设着力于理论研

究创新、内容方式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实践体系创

新，具体从五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抓理论，累计实

施 1 457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5］，通过项目研究

形成建设共识。二是建专业，包括改造老专业、建设

新专业，如 2021年撤销工科相关专业点 251个、新增

专业点 794个。三是改课程，建设了 3 000余条新形

态教学资源。四是变结构，成立 12个未来技术学院、

50个现代产业学院、33个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

五是促融合，探索构建产学研用多要素融合、多主体

协同的育人机制。建设 11个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设

立产学协同育人项目 7.9万个，建设 72个教育部-华
为“智能基座”协同育人基地。

2. 深化新医科建设。新医科建设定位于“大国

计”“大民生”“大学科”“大专业”，强化培养医学生的

道术、仁术、学术、技术和艺术，统领医学教育创新发

展［6］。具体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医

学教育专家座谈会。2022年 6月 15日，教育部举行

医学教育专家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加强

医学教育战略谋划，研究推进新医科建设，推动新时

代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二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计划经过 10年左右时间，建

成若干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公共卫生学

院，形成适应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高质量教

育发展体系。三是开展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为了创

新医学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医学生综合素质和

技术技能水平，教育部连续 10年举办“中国大学生医

学技术技能大赛”，在临床医学、中医、护理、公共卫

生、医学技术方面让所有学生不仅从书本上学到知

识，而且有更多的动手机会，未来成为优秀的好医

生。四是建设临床教学案例库。学生不能仅从书

本、黑板上学习临床医学知识，更需要从案例中学

习。利用临床教学案例库，可用案例培养值得信赖

的好医生。

3.深化新农科建设。新农科建设要面向新农业、

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态，要面向山、水、林、田、湖、

草、沙。为了培养未来的新农科人才，具体从以下五

个方面进行了建设：一是抓创新，教育部研制《关于

加快新农科建设 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

见》。二是抓专业，教育部研制《新农科人才培养引

导性专业设置指南》。三是抓交流，召开了全国新农

科建设工作推进会。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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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勉励大家面向新农业、

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态培养好人才。四是抓研究，

实施了 407个新农科研究实践项目。五是抓基地，建

成了184个耕读教育实践基地。

4.深化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旨在培养新时

代文科人才，构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具

体开展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召开新文科建设会

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成立全国新文科教育研

究中心，实施首批 1 011个新文科实践项目，推出中

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中国经济

大讲堂、中国艺术大讲堂。新文科建设要在高起点

中培养一批知中国、爱中国、懂中国，会讲中国故事、

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

总之，“四新”建设是包括教育思想、发展理念、

质量标准、技术方法、评价等在内的人才培养范式的

中国方案，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教育

应答，是高等教育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

时代应答，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要服务服

从于社会经济发展大逻辑的主动应答，是中国高等

教育对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给出的中国应

答。从 2017年提出“四新”建设以来，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正在逐渐改变中国高等教育

的样貌。

（二）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2.0
为了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我国实施了“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2.0。具体包括卓越工程师计划 2.0、卓越

法治人才计划 2.0、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 2.0、卓越

医生计划 2.0、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2.0、卓越教师计划

2.0。目前，教育部正联合中央 14个部委推动这项工

作，从原先的“单兵作战”到“集体发力”，已取得一定

的成效。

2022年 4月 19日，教育部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重要讲话精神一周年座谈

会，就加强卓越人才培养作部署。具体工作中，卓越

工程师培养方面，印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举办全国大学生工程

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提升大学生工程创新意识、实

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研

制《关于加强高校关键语言人才培养的工作方案》，

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涉外法治、国际组织、翻译等

关键领域涉外人才培养，持续推进高校与法治实务

部门人员互聘；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深化共

建新闻学院，研制新闻学专业类教学要点，开展“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主题培训、8期共培训 1 100余人；

卓越医生培养方面，开展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培育“医学+X”专业，建设 74家高校

附属医院为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卓越农林

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

革试点项目，建好生物育种科学、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紧缺专业；卓越教师培养方面，

举办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以虚拟教研室建

设推动形成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和质量文化，提升

高校教师教学研究与实践能力。

（三）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为解决“卡脑子”问题，2009年，我国启动了“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1.0。2018年，我国实施了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后者与前者的区

别主要表现为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拓围指从原

来的 5个学科拓展到 20个学科，从原来的基础理科

拓展到基础理科、基础医科和基础文科。增量指从

原来的 20所学校、80个基地增加到 77所学校、288个
基地，从原来的“千人计划”到“万人计划”。提质指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定位于为中国和世

界培养未来的杰出自然科学家、杰出医学科学家、杰

出哲学社会科学家。创新指“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2.0从入口选拔开始，在招生、培养、使用、保

障、评价等方面实现创新，培养人类未来发展的探路

者、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清道夫”。

高校已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北京大学牵头实施了计算

机领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也称“101
计划”），所有“101计划”的 33所大学共同努力打造一

流核心课程、打造一流核心教材体系、汇聚一流核心

导师团队、建设一流核心实践项目。用一流的课程、

一流的教材、一流的师资团队、一流的实践项目培养

拔尖人才。二是创建全国线上书院，以前，学校自主

推进改革；现在用线上书院把 288个基地、77所学校

联合起来通力合作。三是组织学生自主探究活动，

以前，主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通过“提

问与猜想”等活动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

（四）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2021年 9月，中央印发的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

教育文件指出，要有力支撑中西部经济振兴、文化振

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要“布一个大局”，以西安、

兰州、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打造高校集群发展的

“西三角”，使其成为西北高教发展的新引擎、西南高

教开放的新高地。要“推一组大招”，积极推动人才

西进，布局重大平台，强化条件保障，引导学生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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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和东中西

部高校协作。要“下一盘大棋”，完善人才培养、学科

专业调整、产教融合、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型

发展等五项机制。

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工作已取得一定成

效。目前，已有 119所东部高校对口支援 103所西部

高校。国家已向中西部高校单独划拨定向博士生招

生指标 4 972个、硕士生招生指标 1 642个，为受援高

校教师提高学历水平开通绿色通道。已实行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制度，为中西部 3万个乡镇卫

生院培养了 7万余名全科医学人才，极大提高了中西

部基层群众生命健康“守门人”的质量和水平。

（五）实施数字化战略，建设智慧高教平台

2022年 3月，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

线。它包括十大板块：课程、教材、教师教研、研究生

教育、课外成长、专题、院士讲堂、慕课西部行等，是

一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课内和课外教育横向

联通、本科研究生纵向贯通的中国国家高等教育智

慧平台。这个平台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资源种类全、服务类型多、应用规模大。国家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覆盖高等教育 14个学科门

类、92个专业类，提供了 2.7万门优质慕课、6.5万条

教材和课件等资源信息。平台不仅提供全流程教学

服务，如慕课作业、课堂讨论、考核测评等，而且提供

个性化支持服务，如虚拟教研室、心理健康咨询等。

目前，平台已有注册用户 3亿，访问总量 180亿次，其

中，国际用户达到 1 300万，覆盖 146个国家和地区。

假以时日，这个平台将成为中国在线教育领跑世界

的关键载体。

2.汇聚好大学、好老师、好资源。平台的课程主

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水平大

学的名师大家、院士学者主讲。平台从 5万门慕课中

选出了 2.7万门优质课程，其中包括 1 800余门国家

一流课程。

3. 高效便捷，实现全网好课一站搜索。国家高

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搜索方式多，可以通过课程名

称、学科专业名称、高校名称、平台名称等多种方式

搜索。搜索速度快，运用智能搜索引擎，实现了一键

在手、全网好课尽在眼前的效果。

4. 提供国际化、多语种课程服务。国家高等教

育智慧教育平台设有 2个子平台，即爱课程国际平

台、学堂在线国际版。平台拥有 14种语言资源，如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平台提供 936门国际

课程及配套服务。

5. 智能管理，实现平台管平台。利用平台实时

采集课程建设和应用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为在线

教学的建设、使用、学习和管理提供服务。利用平台

对学分课程教学行为开展监测，防止学生刷课、刷考

等行为。

另外，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在优质资源

共享、教师虚拟教研室、慕课领跑等方面都做出了非

常好的探索。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永远在线的“中

国金课堂”，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学的教

育愿景。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定位是什么？答案是“更

中国”“更国际”“更创新”。“更中国”就是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更国际”就是要有国际发展共识，“更创

新”是这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给出的关键词。新时

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就是走好

中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就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

（吴 岩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长 ，北 京

10081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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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Quantity”of Higher Education

LIU Zhenti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Everything has two attribute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As far as higher education is concerned,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en made,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However, researches on the“quantity”of higher education are quite weak. As one of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with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objective quantity, subjective quantity,
behavior quantity, etc., the quantity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its unique and independent values, including
abundance in self, comparison in degree, incentive in development and its function to quality.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the quant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do a good job in application, then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control and
evaluation, and finally in quantitative ethic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quantity; type of quantity; value of quantity; application of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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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sensus China’s Innov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U Yan1,2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16;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ocus of China’s innovation.
UNESCO has held thre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s with the themes of“Quality”,“Quality assurance”
and“Reshaping ideas and pract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focus of China’s innovation is to deep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New Medical Education, New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o implement the 2.0 Version of“Outstanding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 to implement the
2.0 Version of“Top-Notch Students Training Program in Basic Discipline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to build a national platform of“Smart Education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World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New Medical Education, New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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