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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
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直接影响高等学校向社会输送
的人才类型和质量，关系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和整体人才布局结构，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如何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以结构促发展，切实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当前

高等教育类型结

构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

系，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型结

构，这一结构由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院

校和高职院校构成。无论是从院校数量还是招

生规模来看，都呈陡峭的金字塔形：一是底部

沉重，高职院校无论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

比都超过 50%；二是顶部陡峭，以“双一流”

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和招生规

模占比都很小，机构数量占比不到 5.0%，招

生规模占比不到 6.5%。根据高等教育先行国

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和高等职业教育等新兴类

型通常是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化普及化高

等教育这一过程中的规模扩张主力军，会引发

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剧烈变化，所以大众化时

期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下移是符合阶段性

规律的；但先行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进入普及

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又会发生重大变

化，高等教育的精英性会重新增强，类型结构

会逐步上移，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随着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显得尤其明显。

▲现有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难以满足时代

需要的表现

陡峭的金字塔形结构，难以满足我国更高

水平创新需要。当前我国追求的是高水平创

新，尤其要在科学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

现突破。研究型大学是所有类型高校中学术水

平最高、科研实力最强的机构，是培养创新人

才的关键平台。然而，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

学生数量和机构数

量偏少、在所有类型

高校中占比偏低，这

种顶部过于陡峭的

结构很难满足国家对更高水平创新的需要。高

水平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创新水平的

主要障碍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研究型

大学占比太小，很难为关键领域的创新输送足

够多的高水平人才。因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及学生数量占比，对

我国提高创新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非常重

要。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难以满

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需要大量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合理选拔、精

心培养。本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阶段，然而当

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不但

降低了国家的教育投入回报率，而且不利于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招生过少导致初

选空间相对狭窄，将很多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拒

之门外，造成人才浪费。另一方面，研究型大

学本科生整体规模太小还会导致培养过程中

的问题，带来优秀学生之间不必要的“内卷”。

底部结构沉重，难以满足新时代产业结构

升级和数字经济的需要。新的数字产业对岗位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不仅

需要拥有某种技能，还要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

和知识迁移能力，能够融合多专业知识进行独

立思考，解决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要培养

这样的人才，光靠技术培训和技能教育不够，

还必须加大理论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力度。本科

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未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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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需求与国家对于拔尖人才迫切需求

（接上页）重要区别，就是本科教育在强调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专业基本

理论学习和通识教育，强调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训练，这种培养方式更有助于学生知识

迁移能力的养成，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

更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技能岗位要求。未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对本科学历的应用型人才提出

大量需求，如果不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将难以满足新时代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

结构升级的需要。

▲建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鼓励更多高水平大学成长为“双一流”高校，扩大研究型大学及高素质学生的整体规模。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教育经费稳步上升，这些为扩大“双一流”高

校及学生整体规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加大对地方建设一流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鼓

励更多高水平大学成长为“双一流”大学。

扩大本科院校比重，增加应用型本科院校数量。要实现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研究

型创新人才，还需要培养一大批高水平应用技能人才，这就要有足够的本科层次应用型院校作

为重要支撑。应当进一步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大力支持这类院校发展；同时，引导高职

院校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升级为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大学。

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真正有潜力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研究型大学应开展宽

口径、厚基础人才培养，鼓励所有学生充分发挥潜质。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展符合人才成长规

律的选拔甄别、专门培养。如此，在人才基数较大、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更有利于真正的

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摘自 2023-08-01《光明日报》，作者：胡娟 陈嘉雨）

教育是一所大学的根本，无论时代
如何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始终是高
校的职责所在。

从基础学科规律看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基础学科以获取新知识、揭示新规
律为目的。基础学科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
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所有技术问题
的总机关，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源头。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三方面支撑。
从人才维度来看，大学应当培育学生强烈的好
奇心、质疑与批判精神。从教育者维度来看，
大学应当拥有言传身教、精神感召的学术大
师，提供学知识、做研究的一流平台，以及包
容创新、崇尚创新的创新氛围。从政策制定者
维度来看，教育应当避免急功近利，系统性长
期支持，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健全基础学科研
究人才的评价机制，支持新型高水平研究机构
建设发展等。

浙江大学建立了从中学到研究生阶段的
长周期贯通培养模式，不断深化大学中学贯
通、本博贯通、科教贯通、产教贯通、学科交
叉贯通等，助力学生在多平台、多领域提升基
础能力、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加快成长为拔
尖创新人才。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在创新发展
中推进创业转化，建立了全链条创业体系。一

是激发创业意识，学校设有 154 门通识课程、
编写了 16 部教材，打造了《创业基础》MOOC
课程，年访问量超过千万；设立了全国首个创
业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展了中美法联合培
养全球创业管理硕士生项目等。二是培育创业
技能，学校入选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了
30 个院级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开展了 75 大类
140 余项学科竞赛，设立了 20 余个创新创业
类学生社团，深入推进产学一体，加快建设国
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开展了 18 个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等。三是对接创业融
资，学校利用浙大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紫金
众创小镇、全球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孵化创业
企业，开展校友创业大赛，通过校友设立的投
资机构等汇聚资源，助力企业融资发展。四是
推动创业公司落地，学校提供强大的项目技
术、创业辅导等，对接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代理记账、法律咨询、
财务规划、税务筹划等服务。（摘自浙江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 7 月 30 日在世

界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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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图强：
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就是让学生拥有预

测新趋势，有主动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心态和

技能，并具备前瞻性思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

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素养就是让我们

去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用全新的眼光

来看待现在。我们在谈论未来时，很多时候会

认为只有一个既定的未来，但如果释放想象

力，其实未来有多种可能，在开启更多可能性

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值得关注，什么是弱点。我们可以从

三个阶段来看待未来，第一个是可能的未来，

第二个是大家渴望的未来，第三个则是替代性

的未来，即另一种未来。这些解释让我们重新

反思现在的传统思维模式，这要求我们要有开

放的心态，充满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

大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但教学过程中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如何在传统教学

过程中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因为有时

学生并不认可未来素养的培养，他们更想要

得到一些实用的且对就业有帮助的技能培养，

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将未来素养纳入教学体系

中。另外，还有文化方面的障碍，未来素养与

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所以需要跨越文化障碍，

培养前瞻性思维。如何衡量未来素养教育的效

果？尽管直接效果可能很难衡量，但未来素养

能够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去适应瞬息万

变的世界，更好地抓住机遇。所以未来素养就

像创新创造能力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学生常常

设想另一个未来会是什么样的，通常情况下，

这个学生更容易打破传统思维，找到新的解决

方案来解决复杂问题。（摘自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微信公众号，2023-08-12 发布）

Q：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有哪些不

同？面对这些不同，我们的教育需要做哪些思考？

李召虎：人类的知识在无穷无尽中高速积累，
一个学生在校学习四年或更长时间，我们想把所有
知识和技能都教给学生，这是不可能的。大学首先应该培养的是学生的价值判断力与学习能力。

现代学生的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要远远超过我们。确实因为时代不一样，所
以感受不一样，他们对于吃苦的理解肯定也不一样。我们认识的苦是吃不饱穿不暖，他们认识的苦也许
只是没车开，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已经相当幸福了。现在有的学生在坚韧度和忍受力
上，确实相对弱一点。人总是要在困难当中，有所经历才能获得成长。我相信，我们和年轻人在做人的
基本素养和情怀价值上有相同的追求，在关键时刻和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也能勇敢地站出来。有些人总
爱说年轻人“躺平”，我一直不认可这一点。所以，不要轻易说年轻人不行，我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积
极向上，而且他们具备的东西是我们当年不具备的，这是人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Q：您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我国的高校乃至社会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思考？

李召虎：大学不是一个能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机构，它已经与社会深深地融合到了一起，这是高等教
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过去，高等教育因为办学规模小，学生毕业后不会担心没有工作。高等教育普及
化以后，势必要面对“学历贬值”等问题，这是社会不断进步所要面临的烦恼，和我们每个人成长中要
面临的烦恼是一样的。

可人类不就是要追求发展吗？现在大家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改变“学
历贬值”的现象，就要改变我们的用人标准，学历高低已经不宜成为衡量岗位适配的标准。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或许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高等教育一
定要改变这种思想。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教育的目标还存在太短视的现象，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这样的
问题。教育最本质的目的，是要去激发人的热情，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摘自《教育家》2023 年
7 月刊第 4 期,作者：王湘蓉 邓晓婷）

电话：0531-82765782
E-mail：gjzx@ujn.edu.cn 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3高教资讯

海德堡大学副校长安雅·曾兹：

高等教育的未来素养

华中农大校长李召虎：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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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8 月 1 日出版的第 15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文章指出，党的二十

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作出战略部署，要切实落实到位。

第一，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

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

性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第二，

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必须优化细化改革方案，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

引作用。第三，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要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科学规

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

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第四，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

靠高水平人才。必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

竞相涌现。第五，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要坚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

等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第六，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

态。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激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

峰的科学精神，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切实推进科教融汇，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

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摘自新华网，2023-07-31 发布）

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大会召开
7 月 30 日，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大会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学会 40 年
来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独特作用、作出的重要贡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
鹏指出，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龙头，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希望学会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精准阐释中央精神、正确引领思想导向、主动担当使
命责任中发挥重要作用，把学会事业发展深度融入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中国特色、
自信自强，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引领学会事业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服务大局，以更优的学术研
究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坚持团结引领、服务发展，以更强的内部制度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坚持改革开放、包容发展，以更广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摘自中国新闻网，

2023-08-01 发布）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开幕
7 月 30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

京怀柔雁栖湖开幕。论坛为期 2天，共有来自世界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余位嘉宾现场参会，

65 位高水平大学校长将围绕“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主题作报告。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教育强国建设，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着力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高等教育科技创

新能力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打造职业教育重要增长极，形成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相匹配的区域布局；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中国特色教师培养体系；实施教育数字化

战略，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将统筹

做好高水平、高质量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摘自央广网，2023-08-01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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