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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
体系的理论认识

———基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视域

蒋华林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一项重大任务。 建设高

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目

标。 鉴于此,需要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什么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厘清其基本特征、基本框架,进而回

答怎么搭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等基本问题。 只有明确其核心要义,才能把握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

建设方向、内容和要求。 研究认为,所谓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指高等教育各方面、各要素、各环节、各
领域、各层级构成的,相互紧密联系、有机贯通、协调发展,且与经济社会领域其他相关体系耦合互动的

一个整体,能够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由此明确,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一要义是高质

量,以自身的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核心是立德树人,致力于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本要求是体系化,高等教育要自成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根本途径是统

筹协调实现平衡充分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概括而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有五个

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化个性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亮丽底色;二是协调化内在特征,既内部协调化

又外部协调化;三是现代化时代特征,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四是国际化显著特征,实现全球化的进化;
五是优质化总体特征,建成高效优质的高等教育。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内容涉及制度、人员、结构、
外联、保障等方面,具体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构建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

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二是形成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三是打造高

质量教师队伍体系,培育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四是建设高质量学科专业体系,形成同新发展格

局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五是构筑高质量布局结构体系,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和类型结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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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拓展高质量创新服务体系,坚持“四个面向”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七是深化高质量对外开放体

系,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八是夯实高质量条件保障体系,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提供高质量

的条件支撑。
关键词: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教育治理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教师队伍体系;学科专业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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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确立了“建成教育强国”的 2035 年远景

目标,同时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重大任务之

一。 2021 年 3 月,根据《建议》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构建高质量

的教育体系”作为“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内容。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政策导向下,高等教育体系理应是高质量的。 2020 年 12 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提出,“加快构

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开创高等教育提质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1] 。 2021 年 5 月,教育部、
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推动结构优化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共同行动方案》 [2] 。 2021 年 8
月,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4122 号建议从推进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建设、推进“双一

流”建设和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三个方面作了答复[3] 。 事实上,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目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点任

务和工作抓手,基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视域,系统探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也是必要的。 对

此,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基本特征是什么,基本框架是什么,应该怎么搭建等

基本问题。

一、关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研究的学术溯源

(一)关于“教育体系”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教育体系”的研究成果,可谓积累丰厚。 从中国知网( CNKI)篇名检索结果看,中
文文献中最早讨论“教育体系”的文献是 1957 年夏侯文的《匈牙利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科学研究概

况》一文
 [4]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教育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有

系统地进行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同期,吕型伟

(1985)率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5] 。 1990 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

是在 20 世纪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再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教育体系”一词出现了 8 次,除了要“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外,具体还有“终身教育体系” “特殊教育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教师教育体系”等。 在此前后,众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由此逐步形成“教育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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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二)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研究

在“教育体系”研究不断拓展的背景下,随着《建议》的发布,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研究成

果陆续出现。 2020 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6] 、副部长翁铁慧[7]等先后就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表文

章。 之后,全国政协委员管培俊全面阐述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价值、核心内涵和推进方

向[8] ;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点提出要“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立柱架梁” [9] ;靳玉乐分析了中国特

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主要任务和有效路径[10] ;陈放等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等 6 个方面探讨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内容和着力点[11] 。
(三)关于“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

1982 年,B·C·杉尼耳关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经翻译后,第一次出现

“高等教育体系”概念[12] ;1983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了完

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任务,高等教育要坚决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高等教育体系[13] ;王功安从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论断

出发,提出“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而且认为这是一条

基本经验[14] ;1989 年,金辉较早讨论了省区教育体系的建设问题[15] ;1992 年,王晋卿从高等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九个方面探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需要

坚持的若干方向性建议[16] ;1993 年,姜保年[17] 、郑国强
 [18] 分别探讨了省域(上海市和广东省)高等

教育体系建设;张羽最早提出(跨)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概念,建议建立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体系[19] ;
1997 年,吴跃文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含义和特征[20] ;2002 年,全国高校师

资会议提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21] ;2003 年,王洪才认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

键是建立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22] ;2015 年,刘华认为,应基于科学的区分标准与连通规则,重构我

国的高等教育体系[23] ;2017 年,叶国文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出发,认为需要构建契合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24] ;2019 年,卢晓中提出,应该兼顾

内外部背景的变化,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来构建高等教育体系[25] ;2020 年,陈金圣等认

为,在“双一流” 建设中要重视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26] ;2020 年,李立国基于我国人均
 

GDP
 

10
 

000 美元时代、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后的主要发展变化,认为应建立具有多样性、系统

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现代化第三级教育体系[27] 。 此外,还有大量比较研究成果,对国外高等教育体

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比较。
(四)关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

从掌握的文献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概念要早于“高质量教育体系”。 2010 年,陈新从

宁波市需求出发,提出构建高质量、大众化、服务型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28] ;同年《光明日报》推出

“专家解读《规划纲要》高等教育内容”,从高考改革、高校行政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解读了

如何打造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29] ;2021 年,王卫平结合山西实际,提出要加快建设支撑转型发展

的山西省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30] 。
从上述分析可知,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研究才开始铺开,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关于高质量高

等教育体系的文献还非常少。 而且,现有研究多是根据中央文件解读性地回答怎么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甚少回答什么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什么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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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义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概念应该怎么解构,涉及如何认识和理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只

有明确了其核心要义,才能把握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方向、内容和要求。
(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一要义是高质量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重大判

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2020 年 11 月,《 建议》 进一步明确,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其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强调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
要“推动质量变革” ,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 显

然,高质量开始是针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即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从根本上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才智力支撑。 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探索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

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 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 31] ,较快进入普及化

发展阶段,跻身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正在从规模扩张、量的积累发展阶段迈向水平提升、质
的飞跃新发展阶段。 面对两个大局,高等教育需要按照“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总体要

求,进一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因此,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把握高质量的总体目标要求,打造高质量的体

系,多干高质量的事,少干低质量的事,不干无质量的事,反对破坏质量的事,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
(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是立德树人

“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 [32] 。 教育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教书育人,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的职能,无论是经典的“三大职能说”,抑或是“四大职能说” “五大职

能说”,人才培养都是第一职能,其他职能都服从和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职能。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

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 [33] 。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只有培

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34] 。 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坚持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是“体系化”
所谓体系,字面含义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思想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35] 。 可见,体

系深刻蕴含着整体性的思维,突出了系统论的思想,体现了协调发展理念的精髓。 比如,我们常说

中国已经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36] 。 同时,要形成为体系,那么这

个体系各部分应当相互联系、相互配套,满足 1+1>2 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征,小体系还可以

构成大体系,如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十大育人体系”,整合

起来就是三全育人体系。 显而易见,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不应该是分散化、零星化、个体化、原子化

或拼盘式、捆绑式,而是体系化、一盘棋、一股绳,高等教育各部分、各元素、各方面要相互适配,共同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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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根本途径是统筹协调实现平衡充分发展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目的,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高等教育需要和高等教育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中,既有体系不完整,需要查漏补缺、“炼石补天”健全“四梁八

柱”的基础任务;也有质量不够高,需要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建设世界一流的高阶任务。 因此,高质

量高等教育体系要坚持统筹协调的思路和方针,既抓体系的基础完善,也抓体系的质量提高,破解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高等教育平衡充分发展。
根据上述关于核心要义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解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它应

该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即已形成体系的提高和完善,成为高质量体系,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而不应该是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或者说目前还未达到这样理解的发展阶段。 综上,可
以尝试下一个定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指高等教育各方面、各要素、各环节、各领域、各层级构

成的,相互紧密联系、有机贯通、协调发展,且与经济社会领域其他相关体系耦合互动的一个整体,
能够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里特别强调体系的高质量,如果一个高等教育体系某些

方面好,某些方面不好,算不上一个高质量体系,就像一根水管整体看起来是好的,但有几个小孔漏

水,影响水管的输水效率,那也算不上一根好水管。

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按照《建议》和《“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到 2035 年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要建成,以支撑建成教育强国。 那么,届时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什么样子呢,它应该具有哪些基

本特征能够帮助人们识别和判断呢? 概括而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有五个基本特征:中国

化、协调化、现代化、国际化、优质化。
(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中国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阿什比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37] 。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建设的高

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必然是“中国的”,带有“本土化”的基因。
 

我们知道,清末民初,近现代高等教育

“西学东渐”在中国产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和发展新型高等教育 80 余年来,虽有过曲折,但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的方针一以贯之,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

走适合中国的办学治学道路,而且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

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 [38] 。 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必然具有中国化特征,具有中

国特色。 这里的中国化特征,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对高等教育(高

校)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亮丽

底色和个性特征。
(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协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按照上述关于体系化的理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首先应该自成体系。 第一,高等教育内部要

紧密联系、有机协调、系统集成,实现内部协调化。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要五育并举,高职专

科、本科、研究生各层次高等教育的“金字塔”要结构合理,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

教育的
 

“立交桥”要互联互通,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的“两条腿”要平等相待,高水平研究

78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4 期　 　 　

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五指山”要长短适宜,部属高

等学校与地方高等学校要公平竞争,中心城市高等教育与其他城市高等教育要协调配合,各门类学

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要比例适当,教师队伍规模与素质、生师比等要满足需要,等等。 同时,
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层级化的,要建设好各省市区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这些区域体系要相互兼容,
不能相互封闭。 第二,高等教育外部要相互衔接、协同高效、融合发展,实现外部协调化。 按照潘懋

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应当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相适应,即高等

教育要坚持“四为方针”,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初等、中等教育等在制约与服务的相互关联

中互成体系。 如果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紊乱、相互不能协调共生形成良好生态,必将体系不成体、
系统难联系,高质量便无从谈起。 这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

(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已提出“五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具有追求发展和进步、表现人类美

好追求的价值意义” [39] 。 一方面,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进行建

设的,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理应是现代化的,意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 其中,
信息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信息化,以信息化推动高等教育

现代化。 另一方面,高质量一词本身也具有追求完善、指向未来的价值特性表征含义,随着高等教

育不断达致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将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水平和质量,即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

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时代特征。
(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国际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大学)虽然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带有本土化的基因,但又必须走出这样的环境,实现

全球化的进化[40] 。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不应该是闭关锁国的体

系,如果失去国际参照系,所谓的高质量将失去相当的成色。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

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

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鉴于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既要支撑和引领国内大循环,也要加快推进国

际化发展,形成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以更好服务国际循环,从而形成双循环高等教育体系,推动我

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这是全球化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显著特征。
(五)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优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体系是为高质量服务的,或者可以说,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发展高质量高等教

育,无论是协调化、现代化还是国际化,其根本检验标尺是质量是否够高,即优质化。 特别是中国化

的高等教育体系,如果不能实现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将影响中国化的说服力、影响力,优质化将是中

国化的最好证明。 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一定是高效优质的,立德树人符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发展水平和质量能够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科技需求和智力需求[41] 。
这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特征。

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及着力点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涉及面非常广,大体上涉及制度、人员、结构、外联、保障等方面,其中,制
度方面主要包括教育治理体系;人员方面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师队伍建设体系;结构方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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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学科专业体系和布局结构体系;外联方面主要包括创新服务体系和内外开放体系;保障方面

主要包括条件保障体系。 这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建设着力点,姑且称之为高质量

高等教育体系的“四梁八柱”。
(一)构建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

体系,从根本上说,需要适宜的治理体系提供体制机制保障,需要足够的治理能力确保工作得以推

进落实。 从现实情况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障碍是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不足。 为

此,一是围绕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总目标,以改革为动力,做好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研究出台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案》,明确高等教育质量体系的目标要求、重大任务、关键举措、实施步

骤等;二是在政府层面进一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管办评分离,理顺高校

与政府、高校与企业(社会)、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中小学校之间的权责关系,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增强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三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坚持依

法治教,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法治化的、良法善治的高

等教育治理体系;四是在高校层面建立健全以章程为统领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校
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和畅通多元主体共治的机制和渠道;五是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领会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丰富内涵,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健全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将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落在实处。

(二)形成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
好人才” [42] 。 高等教育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关键要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形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

体系、管理体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等[43] ,核心是形成一个人才培养的开放的有机生态体系或系

统。 应该说,经多次改革和实践探索,人才培养体系还存在“碎片化” “片断化”等问题,供给结构不

能适应需求侧结构变化,或者说适配性不高。 为此,在学校层面,一是按照立德树人目标要求,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三全育人”工作新格局;二是立足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打破学

科壁垒和学院围墙,不断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三是打破传统教学观念,重构通

识教育、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和体美劳教育,打通一、二、三课堂,打通教学和科研,联通校内培养与

校外培养、国内培养与国际合作联合培养,推进线上线下混合翻转教学,加强教材管理更新教学内

容,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适配性;四是加强“高大衔接”和终身教育,主动对接和衔接高中教育改革

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立交桥;五是建立健全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在省域和国家层面,重点围绕区域和国家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需求,统筹规划设计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明确培养规模、结构

和总体要求。
(三)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体系

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同样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教师是教育工作

的中坚力量。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44] 。 近年来,高校师德师风问题时有发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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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整体水平还不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为此,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培养与引进并举、
规模与结构并重、巩固与提升并行的开放、动态的教师队伍建设体系。 一是坚持兴国必先强师,大
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切切实实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大力增强教师职业对优秀

人才的吸引力,让教师成为更有初心情怀、更有使命担当、更有尊严荣光的职业;二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加强高校教师发展平台

建设,系统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着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三是不断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形成良好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和类别结构,建立完善传帮带

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

新团队;四是改善教师资源供给,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畅通国(境)外优秀人才、校外“实践派”
优秀人才的教师聘任(用)机制,形成“本土派”与“海归派”及“学院派”与“实践派”并行而有所交

叉的教师来源渠道。
(四)建设高质量学科专业体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而人力

资本的形成与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紧密相关[45] 。 学科专业体系既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方

面,也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有一种说法,评价一所高校的工作,“特色看学科”,“水

平看专业” [46] 。 经过“211 工程”“985 工程” “双一流”建设和“双万计划”等的相继实施,我国高校

学科专业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长期以来学科专业建设面向未来、面向前沿、适应需求、支撑发展不

够紧密精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割裂,学科专业深度交叉融合发展还有较大差距等。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47] 。 为此,一是坚持

学科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耦合联动的原则,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二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简称“四个面向”),主动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对接,布局和加快新工科、新文科、新
农科、新医科等领域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建设;三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增设

交叉学科门类的有关精神[48] ,大力推进学科互动、交叉、融合与渗透,加强交叉学科专业建设;四是

尊重学科专业建设规律,保护基础学科、冷门专业、长线专业,避免采取过度功利化和完全市场化的

二进制式调整策略[49] ,构建协同共生的学科专业体系;五是建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机制,有效整

合学科资源和专业资源,形成学科、专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六是增强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

管理能力,“深化学科专业设置与管理机制改革”,“按照高校自主调、国家引导调、市场调节调的工

作思路,完善有上有下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50] 。
(五)构筑高质量布局结构体系

区域布局和结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大短板,如何破解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

育体系的必答题。 如果不能实现平衡发展,将不仅影响高等教育本身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提高,
而且还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中西部高

等教育发展取得明显进步,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并未缩小,同时在各区域板块内部省区之间发展也

不平衡。 为此,一是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统筹体制机制,不
断优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完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

空间格局”
 [51] ;二是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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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52] ,加快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通过提升中西部教

育水平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 [53] ;三是完

善“双一流”建设区域布局,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布局的优化带动区域高等教育整体协调发

展,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四是注重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统筹公办高等教育

与民办高等教育、学历高等教育与非学历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和职业技术技

能型高校科学布局、合理定位、分类发展格局,增强高等教育体系的包容性,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
形成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六)拓展高质量创新服务体系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发展,除了培养输送人才外,主要通过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发挥引领和

支撑作用。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科研创新发展最迫切的问题是坚持问题导向做得不够,支撑发

展能力不足,引领未来能力更是需要加强。 为此,一是坚持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持续优化和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高校科

研创新体系,形成各类创新要素汇聚创新主体、社会各界支持创新行为的协同创新制度体系和社会

氛围;二是坚持“四个面向”,统筹急迫需要与长远需求、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短线研究与长线研

究,大力加强多学科融合的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研究,全力攻坚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布局

一批战略性、储备性研究项目,增强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三是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简化各层级审批手续,创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发各类创新主

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释放创新活力。
(七)深化高质量对外开放体系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应扎根中国大地,但它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只有保持

开放,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减少“熵”值,才有发展活力。 高等教育既要面向国内经济社会和其他各级

各类教育开放,还要强化对外开放,建设高质量国际教育体系,加快推进国际化。 当前,我国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程度总体较低、交流合作层次不高。 为此,一是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

度,重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全面开放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制度性开放;二是搭建开放载

体,创新开放项目,打造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综合性平台,深化国际开放合作内涵;三是坚持“请进

来、走出去”双向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办学思想观念更新,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形成“双循环”高等教育体系;四是赋能开放主体,落实和扩大高校对外合作交流自主权,支持

高校自主开展合作办学和对外交流。
(八)夯实高质量条件保障体系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内在包含有条件保障要求,需要高质量条件保障体系提供相应支撑,否则

不能生存和发展。 现阶段,高等教育条件保障体系存在重物资投入轻制度保障、重硬件条件轻软件

环境、重资源争取轻资源利用,见子打子、统筹整合不足等问题。 为此,一是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

一步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政策,全面落实财政经费投入,进一步优化财政经费投入结构,切实保

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二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出台和完善支持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政策文

件,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三是创新资源配置模式,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优化投入结构和区

域资源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四是加快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

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型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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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切实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改革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评价,建立健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综合评价机制,引导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健康有序推

进;六是加强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宣传引导,形成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五、余论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我国高等

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新起点的内在需要。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但更需要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体系的高质量

问题,要把尚不成体系的、体系化水平不高的部分、方面,或称之为痛点、淤点、堵点,加以调整、整
合,拧成一股绳,形成“航母联合舰队”。 这种自成体系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单兵突进的,而是与政

治、经济、科技等体系有机联系、协调互动、相互支撑、互成体系的。 同时,这种体系建设是一个动态

进程,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加以维护和完善,建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常规

评价机制。 如果能准确把握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框架,我们就能合理有序地推进体系建

设,不断提高体系的适配性、匹配度,于变局中开新局,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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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s
 

a
 

major
 

task
 

for
 

China
 

to
 

become
 

an
 

educational
 

power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e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key
 

goal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deeply
 

and
 

answer
 

scientifically
 

what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clarify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framework 
 

and
 

then
 

answer
 

how
 

to
 

build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nly
 

by
 

defining
 

its
 

core
 

meaning 
 

can
 

we
 

grasp
 

th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ers
 

to
 

a
 

whole
 

composed
 

of
 

various
 

aspects 
 

elements 
 

links 
 

fields
 

and
 

levels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organically
 

connected
 

and
 

coordinated 
 

and
 

coupled
 

with
 

other
 

related
 

system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It
 

can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the
 

first
 

essence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high
 

quality 
 

which
 

serv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ith
 

its
 

own
 

high
 

quality 
 

its
 

core
 

is
 

to
 

cultiv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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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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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o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its
 

basic
 

requirement
 

is
 

systematization 
 

which
 

means
 

higher
 

education
 

forms
 

an
 

organic
 

whole
 

by
 

itself 
 

its
 

fundamental
 

approach
 

is
 

to
 

achieve
 

balanced
 

and
 

full
 

development
 

in
 

a
 

coordinated
 

wa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o
 

sum
 

up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mainly
 

has
 

f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is
 

sinicization 
 

which
 

means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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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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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which
 

means
 

internal
 

coordination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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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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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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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t
 

of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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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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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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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realizing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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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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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which
 

means
 

constructing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volves
 

system 
 

personnel 
 

structure 
 

outreach
 

and
 

guarantee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to
 

eight
 

aspects.
 

Firs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second 
 

a
 

high-quality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should
 

be
 

form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rd 
 

a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system
 

should
 

be
 

built
 

to
 

cultivate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fourth 
 

a
 

high-quality
 

discipline
 

specialt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form
 

discipline
 

specialty
 

structure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ifth 
 

a
 

high-quality
 

layout
 

structure
 

system
 

should
 

be
 

built
 

to
 

optimize
 

the
 

regional
 

layout
 

and
 

typ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sixth 
 

the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expande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y
 

chain 
 

seventh 
 

a
 

high-quality
 

opening
 

up
 

system
 

should
 

be
 

deepened
 

to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ighth 
 

a
 

high-quality
 

conditions
 

guarantee
 

system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o
 

provide
 

high-quality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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