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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全国政协委员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张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批现代化人才，因此，我们亟须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思考和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现代化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和动态。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不仅继续面临学生数量增长的压力，而且由于在校学生人数增加、成本增长和关注提高，引发了

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和热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从绝对规模看，已成
为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从相对规模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0年的 3.4%提高到 2002年的
15%、再到 2015 年的 40%，2017 年达到 45.7%，标志着我国已从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进入大众
阶段，并即将步入普及阶段。 
    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结构体系、地位作用、社会环境都有了改变，办学理念
也要更新。应以动态和开放的眼光审视质量评价体系，而不能简单地延用“精英教育”的质量标

准。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深化高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构建终身

学习体系，使高等教育成为终身学习的高级阶段，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完善评估评价体系，分

类指导、分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发展，建设能够适应和引领高质量发展

所要求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使之更好地符合现代化的要求、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引领现代化

的未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要求 
    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更强调质量的要求。规模的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
提高，而质量才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主要源于解决仅有少数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
等教育的问题。1998年高校扩招至今，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增加了 3.3倍、校均规模增加了
6.2倍、在校生人数增加了 30倍，上大学难的状况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变。 
    当前，我国已逐渐步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而人力资本加快积累的新
阶段，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既体现了发展的差距，也蕴含着发展的潜力，

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研究人民的教育需求，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让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适应和满足新时代的新特征和人民的新期

待。 
    现代经济社会的迫切要求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由经济社会现代化引起的向现代高
等教育变迁的过程，也对经济社会现代化产生支撑引领作用。因此，应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对于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新动能和新需求。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素质整体提高，努力使中国由传

统人口大国转化为现代人才资源强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

转变，实现人的素质能力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过程，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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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

经验，探索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增强中

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塑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
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进入新时代，“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变，但发展的内涵

和方式必须改变。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不断深化

改革，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好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

高质量上来，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