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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底，我国上线慕
课数量超过5.25万门，注
册用户达3.7亿，数量和应
用规模世界第一

5.25
万门

￥ 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
能力建设工程，“十三
五”期间，累计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 107
亿元

107
亿元

这

教
育

十年特刊

编者按：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与时代同行，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一批大学和
一大批学科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人才培养范式全方位改革；中国特色的高校学位授予体系、专
业目录体系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在世界高等教育范围内发出了中国声音，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教育强则国家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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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世界规模最
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
门人才，为民族振兴、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教育事
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跨越的十年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
内涵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201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30%。2021年，这一数字是57.8%。

近十年，27.8个百分点的提升，记录了
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到普及化阶
段的历史性跨越。

5月17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教育这
十年”系列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我国已建
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4

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达13.8年。

“双一流公布！
我们入选啦！”今

年2月，随着第
二 轮 “ 双 一

流”建设名

单的公布，山西大学置顶了学校跻身
“双一流”名单的微博。除了一批新面
孔进入外，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最
引人关注的地方莫过于提出，淡化身
份色彩和“帽子”，避免在高校中划分

“三六九等”，鼓励高校探索自主发展
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由以数量规模为追求的外延式发展，
进入到了聚焦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
段。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高等教育的资
源配置模式产生了整体性变化，高等
教育的学科专业与课程结构进一步调
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的活力不断增强。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
体方案》，一批以“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为核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逐步形成。2017 年 1 月底，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实施办法（暂行）》。2022年2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双
一流”建设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大
步走上了坚持特色发展、强调多样化
探索、追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这些年，浙江大学坚持系统内涵
式发展理念，推动“学科—专业”一
体化发展，全面优化本科专业结构，
将 128 个本科专业优化调整为了 91
个，还围绕国家战略需要，新设机器
人工程和人工智能等交叉复合专业。

浙江大学学科专业的调整，是我
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一抹侧影。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共有265种新专
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前目录内专
业 771种；新增本科专业布点 1.7 万
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人才培养对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

4月15日，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教室里，重庆大学和新疆财经大学的
师生依托在线平台共上“工程经济
学”课程。课间休息时，新疆财经大
学学生杨薇薇“喊话”，以后也想考重
庆大学研究生。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重点建设策
略，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
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高等教育
投入增加与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
题。促进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协调并
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深入推进，教育部自2012年起
先后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
程、“慕课西部行”计划等，提升中西
部高校综合实力；教育部与相关部
委、大型企业、地方政府新增共建高
校151所，有效提升了共建高校整体
办学水平、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
的能力。

去年，青海大学牵头申报的“西
北村镇综合节水降耗技术示范项目”
成功入选科技部发布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这是青海大学承担的第6个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从以前援建高校

“拉”着做，到如今“以我为主”主动
做，青海大学内涵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从一所西部普通高校到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双一流”建设
高校，青海大学“三级跳”的背后，彰
显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
和高等教育活力的不断增强。

奋进的十年
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高校育人质量持续提升

燕园初夏，未名湖北岸，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教师王超、王振富、李智
强和对分析方向感兴趣的本科生边吃边
聊，“午餐会”成了本科生选定导师、
课题，参与科研的“前奏”。

“近年来，大量优秀的学生不再出
国，而是选择本土深造，因此我们从软
硬件等诸多方面入手，以本科生科研、
本博连读等为切入点，为本土化培养一
流数学人才提供全方位的坚强保障和有
力支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陈大岳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培养，教育部全面启动了基础学
科拔尖计划2.0。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
见》，进一步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目前，我国在77
所高校布局建设了288个基础理科、基
础医科、基础文科的创新拔尖学生培养
基地，累计吸引1万多名优秀学生投身
基础学科。

近年来，教育部以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四新”建设为推
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强调“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打响全
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实施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和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
划”，认定8031个国家级、8632个省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遴选认定首批3559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连续举办7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吸引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533万
名大学生参赛，推动形成了新的人才培
养观和质量观。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大学考察时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
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
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育人质
量。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17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意见》。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春夏之交，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
佛乡兴水村的村民陆续投放今年第一批
南美白对虾虾苗，这让负责苗种和养殖
的技术员、甘肃农业大学2019届水产
养殖学专业毕业生徐振兴格外振奋。这
里是甘肃农业大学培养服务“乡村振
兴”双创特质人才的实践基地，也是学
校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的广阔空间。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牢牢把握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这一主线，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将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心怀“国之大者”，培养一流人才。十

年来，高校已经成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
坚强阵地，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念更加坚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开拓的十年
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服务国家能力显著提升

今年4月20日，著名数学家丘成桐
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手中接过聘书，
全职加入清华大学，受聘成为学校讲席
教授……顶尖学者的“回流”，彰显着我
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
开放在新时代中奋进，在大变局中前行。
先后举办中国慕课大会、世界慕课大会，
形成了一整套慕课发展的中国范式；通过
了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认定，建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医学教育专业
认证制度。今天，在合作角色上，我国高
等教育正在由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在交
流方向上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我
国高校坚定走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
发展道路上。

2021年12月20日，石岛湾高温气
冷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并网发电。这座
被誉为世界上首座“不会熔毁的核反应
堆”的背后，是清华核能人和数百位科
学家的多年“磨一剑”。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
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党的十八
大以来，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
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实
现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累计招收2147名全科医学生，占贵
州省培养总数的41%，700名毕业生在
乡镇卫生院服务，服务点覆盖全省86%
的县区市，毕业生100%履约、100%入
编，遵义医科大学用十余年培养了一批
批扎根基层的健康乡村守护者；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由中科院院士黄建平领
衔的兰州大学大气科学教师团队，研发
出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预测系统，其准
确性在之后的多次局部疫情中得到验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主动肩负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和担当，服务

“四个面向”和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显著
提升，为高铁、核电、生物育种、疫苗
研发、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提供了关
键技术，参与研制超级计算机、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神舟系列等国家利器，高
等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

“十年间，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我
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在人才
供给和人才素质方面得到了巨大提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校科研与人才发展
部部长曾伟胜关注到，近年来大批计算
机、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方
向的人才进入产业，这些高校毕业生积
极拥抱产业、行业的变化，对岗位的适
应性明显增强。

吴岩总结道，这十年，是“高等教
育主动将自身发展‘小逻辑’服务服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的十
年，高等教育支撑引领了文化强国、人
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美丽中
国、平安中国建设。

阔步走向高等教育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梁丹

认定 8031 个国家级、
8632个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首批3559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

8031
个

660
亿元

首批“双一流”共
建各地政府投入
建设资金超 660
亿元

￥

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
4430万人，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达到2.4亿；毛入学
率从2012年的30%，提高
至2021年的57.8%57.8%

举办 7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吸引五
大洲120多个国家和
地区2533万名大学
生参赛7届

60%以上的国家科技
三大奖励由高校获得，
全国60%以上的基础
研究、80%以上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
高校承担6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
改革发展与变化成绩斐然，是奋进的十
年，跨越的十年，开拓的十年。从我国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
十年发生了三个转变。

在发展阶段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
从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为普及化高等教
育。这种转变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在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方面
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意味着高等教
育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了更
强的贡献力；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以及“四个服务”的能

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改革思路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

从以往的增量改革转变为存量改革，开
始了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这种转变表
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
变化，开始具有了新的发展动能与运行
机制，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模式发生了
整体性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活力不断增
强，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与课程结构等
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与优化；高等学校
的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在人才培养上，我国高等教育正在
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一种创新

性的教育模式，创新的理念已成为高等
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创新人才的培养也
正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
的一场集体行动。新文科、
新工科、新农科与新医科
等，已成为创新人才成长的
新平台。我国的高等教育正
在成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
重要支撑力量。

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发展与
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在
一条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上。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不断地
把高水平创新

人才培养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今天，我国高等教育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
标。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与办学质量都
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高教十年成功实现三大转变
谢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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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艺术展演的大学生
在表演民族舞蹈。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②西北大学青年学生文雪

在图书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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