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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实行扩招政策以后，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提高到2021年的

57.8%，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契机，也为中国梦的

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各种教育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从马

丁·特罗的计算方法来看，我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是这种普及化并非是科学的、有效的

普及化，其中隐藏着很多问题。当前在大众为中国梦奋斗的过程中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问题较为突出，

如何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的惠及面，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成为教育界

研究的重点，研究尝试从高等教育的现存问题入手，试图探寻众多问题的解决对策，为富强、民主、文

明中国梦的实现探寻教育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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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ss enroll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increased from 10.5% in 1999 to 57.8% in 2021, 
ever since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was implemented in 1999, which resulted in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from popularity. This is a new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viding important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
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However,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various 
educational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at is, according to Martin Trow’s 
calculation method,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this 
popularization is not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opularization, and there are many hidden problems 
behind i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ublic’s struggle for the Chinese Dream,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educational equity are more prominent.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pand the benefi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et the general public share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Fac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and 
explores the path selec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has the 
motif of prosperity, democracy an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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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梦的内涵与意义 

1.1. 中国梦的内涵 

中国梦，是 2012 年 11 月 29 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过程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 
中国梦有着深刻的内涵特征：第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担当龙的传

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要让曾经饱受列强欺侮、还是发展中国

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第二，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没有人民富裕，发展就不算成功；没有人民幸

福，复兴就不算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

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进一步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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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三，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

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坚持把本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

类发展难题。一句话，“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1.2. 中国梦的意义 

中国梦的重要特征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的有机统一，是集体梦和个人梦的有机统一，蕴含和

彰显着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在中国梦的价值体系构成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了内在的、整体的、逻辑的统一，这为建构改革的主体共识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和民族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是中

华民族根本的价值追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和共同理想，凝聚着全体中华儿女企盼中华民族繁

荣发展的价值共识。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没有国家富强和民族

振兴，人民的幸福便不可能实现。近代中国贫困落后，民生凋敝，即为明证。毫无疑问，中国梦追求国

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特质，能够极大地积聚和有效指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自觉推动改革。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体现着中国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主体

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1]，中国梦是

人民的梦，就是说，中国梦构想的源泉和实现主体是中国人民，中国梦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中国梦依靠全体人民来创造和建造，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价值宗旨是人民幸福，中国梦也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就是说，共同的理想中包容、尊重和体现个体的价值与利益追求，每一位中国人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包括职业理想、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高尚理想，都融合汇聚在共同的理想之中，共同理想

的实现需要每一位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能力，而且新时代为全体社会成员实现个人价值和共同理想

提供了多样机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全体社会成员要自觉做改革的促进者、推动者和创造者，

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推进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创造幸福生活。 
中国梦呈现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的内在统一的特质。既高扬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整体

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同时又充分认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获得，这样在社会个体的层面，既要有整

体利益观，要积极地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能动作为，因为，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相通连。同时社会个体通过积极作为，又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梦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

社会个体积极参与改革、自觉推进改革，这是社会个体为实现中国梦的共同理想应有的价值选择，同时

在改革的实践中，社会个体的价值和利益得到充分实现，这样在改革实践中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与个体

价值的实现达到了有机统一。总之，本质地看，中国梦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充分实现的表达和载体，

以中国梦为引领，能够易于凝聚改革的主体共识，使改革成功推进。 

2.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对于中国梦的时代价值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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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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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每一个中国人为国家富强、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民幸福，为中国

梦的实现不懈奋斗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动力、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 

2.1.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国家富强提供强大动力 

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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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的宏伟目标。“强国须由教育奠基，教育助力强国建设”[3]，十九大报告把“建设教育强国”

确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要求“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

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做出的重大决策，为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以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伟大中国

梦的感召之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建设教育强

国”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动力。 

2.2.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民族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兴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既是国家意志，也是人民期待。“当今世界

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2]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资源是经济

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是立足我国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这一基本现实

的重要判断，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把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只有“教育上去了，将来人

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2.3.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人民幸福提供了有力保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目前，中国 14 亿人口中农民占 6 亿，大约为 42.86%，对大多数农村出身的

孩子来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仍然是改变命运，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无数考生通过高等教育

改变了命运，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子女上大学、找到适宜工作而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 [3]高等教

育成为强国富民的重要引擎。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截止到 2021 年，我国高校在学总人数超 4430

万人，毛入学率从 2012 年的 30%，提高至 2021 年的 57.8%，2019 年这一数据为 51.6%，2020 年为 54.4%，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连续三年突破 50%，我国“高等教育已然进入普及化阶段”[4]。2022 年全国考研人

数创历史新高，达到 457 万，高校毕业生人数共计 1076 万。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全国高校共计 3013
所，其中本科院校 127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89 所，成人高等学校 254 所。高等教育与为国家和社会发

展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2016 年至 2022 年高校毕业生累计达 6032 万人；高等院校承担了 60%以

上的国家基础研究和重点科研任务，承建了 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出了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

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

底靠人才、靠教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我

们要更加重视教育工作和高等教育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提升人民综合素质、改善民生福祉、促进

高质量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让高等教育成为立足当下、赢得未来的国之重器，源源

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高素质人才。”[3] 

3. 当前高等教育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

程不断加快，2021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8.8%，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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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率显著提高，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又适应了经济社会提高生产力与生活水平

的需要。”[4]然而，要在一个 14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情，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一些深层次的

问题将会随之凸现出来。 

3.1. 思想认识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普及化阶段，但不少人仍然以大众化甚至精英化的理念对待普及化，

这无疑将有碍于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更不利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4]目前，人们对于高等教育

的现状与发展，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盲目乐观，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毛人学

率就超过 50%，单纯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的实现作为跻身发达国家的标志，飘飘然，忘乎所以；一

部分人则悲观担忧，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数量上已经大众化、普及化，但培养规格降低，质量滑

坡，高校的扩招是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的。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进程中的质量问题信心不足，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深感担忧。此外，社会上还流行“恐高学历症”，认为高校扩招，高学历的人才

太多，用不上这么多高学历人员，过多地扩招，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文凭含金量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大学生

就业难等问题。上述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对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

响。 

3.2. 教育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以来，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5]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单地从数量上看，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普及化的目标，但是

对于扩招以后的教育质量问题人们尤为担忧。我国高等教育在实现普及化的道路上，从 1999 年开始的“扩

招”来看，呈“大跃进”式的方式去追求完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破 50%的历史任务，重数量、规模，轻

质量、效益。 
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扩招已经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不仅不能带动所谓的质变，而且会直接影响

到我国教育生态的平衡，影响到高等教育本身的健康发展，甚至会给经济社会全局带来不可估计的负面

后果。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尚不完全具备马丁·特罗理论所列举

的高等教育在功能、学生入学、注册方式、课程和教学形式、领导与决策等方面所具有的普及化特征，

因此我们仅仅进行数量扩张，高校职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普及化”。这种“形

式上的普及化”和“实质上的普及化”相距甚远，并不是只要 50%以上的毛入学率就达到了高等教育普

及化，只有满足普及化阶段所有特征的要求，我们才能进入“实质上的普及化”阶段。 
“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6] 

3.3. 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体现”[7]，“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

要手段和途径。”[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开始迈

入大众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不但没有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还

有不断凸现的趋势，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全国

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在地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上显得尤为突出。此

外，认识水平的差异，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过程的不平等，个人的价值取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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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影响教育公平及效率的重要因素。 

3.4. 就业难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增速均呈下降趋势，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进

程中，人们可能很关心高等学校的招生与培养，但更为关心的是高等院校的连年扩招后带来的巨大的就

业压力。尽管我国实施高等学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已经多年，人们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但是由于用人单位可供就业职位数太少，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需要，加上人

们的补偿心理、回报心理和攀比心理，又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

峻，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9]在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重

视。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 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 1076 万人，较 2021 年增加 167 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心病肺炎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受疫情影响社会

失业人员增多，他们将与高校毕业生同时面临择业问题。 

4.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教育路径选择 

4.1. 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摆脱认识误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岗位的智能化程度和技术含量迅速提高，

仅依靠少数精英人物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管理，必须依靠大量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才，依靠众多

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精英教育观念为大众高等教育观念。 
树立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一方面要树立从学术研究、培养精英为主的高等教育观念

到重视技术人才、应用人才的培养，从高等教育只能接纳少数人到向大多数人开放的观念；另一方面，

要确立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价值取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普及化与精英高

等教育相比较，显著区别是，普及化是多元化的入学、课程和质量标准，而精英阶段则几乎是统一的。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只有一个标准，不能等同划一。 
在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要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围绕培

养目标和全体学生毕业要求的达成进行资源配置和教学安排，并将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作为专业评价

的重要参考依据，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期间出现的学生大量增加与教师

无法同比例增加之间的矛盾，动摇了传统的教师控制课程的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互动课程模式，把学生置于发展的中心，鼓励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教学过程，让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发展、学会创造。只有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民主化，才能造就适应民主社会的高素质

人才。 

4.2.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拓展教育新形态 

普及化高等教育，应该作为一个新的教育观念来理解，它包括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有着多层

次、多类型、多体制的丰富内涵。其主要特点就是受教育的人数激增，若仅靠公立高校是不能担负这个

任务的，它们不可能为广大求学者提供足够的入学机会，加上大多高校都面临着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

要想在短时期内扩大原有规模也不现实，这就要求我们鼓励其他渠道的资金流入高等教育领域，鼓励民

办高校便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力争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教育和高

等职业教育方面有较大突破。”[10]“民办”“公办”应一视同仁[10]。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进人普及化发展阶段，民办

高等教育必将有较快的发展，质量也必须有较大的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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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生产、建设、管

理、服务第一线的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 

4.3. 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明确普及化教育任务的承担主体 

马丁·特罗(M. Trow)认为，高等教育规模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及普及化阶段时，高等教育

理念、功能、课程和教学形式、学术标准、入学条件、管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都有新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我国应在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和模式上实行多样化，使高等教育分

层、分类，按不同规格分流发展。要实施高等学校分类，明确普及化教育任务的承担主体。国家重点高

校必须重新调整专业结构，改革教学内容，办成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除了培养本科生以外，应多培养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放眼前沿科研课题，培养“高”、“精”、“尖”人才。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现有的

基础，大部分普通高校应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也要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研和学术活动，多进行一

些应用研究，开展科技服务和社会服务。“要用多元的质量观和标准激活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4]  

4.4.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情况也不相同，教育发展的

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对人才的需求必然有所不同，不同的生活水平必

然对教育的需求有所不同，不同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办学条件，必然导致对教育资源的拥有量不同，教育

发展的不平衡已成为一种客观现象。 
“良好的规划是稳健发展的重要前提，高校作为改革创新的实践者，必须在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指

导下走向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11]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应根据各省区人才市场、经济支撑能力

和办学条件来决定。同时，高等教育在教育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是什么，都应该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

高办学效益。 

4.5. 优化办学结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 

质量和公平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事业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2]。
2010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提出要“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13]。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必须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14]。在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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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高质量”

一词多达 46 次，并设置专章部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建设教育强国擘画蓝图[15]。当前，我国

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教育总体质量在不断提高，公平性在不断完善。“发展公平而

有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加强战略思维、全面布局、重点突破，宏观微观协同推进。”[11]高等教育系统

的结构优化，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从宏观层面来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政府

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来看，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高校系统改善结构、

发挥功能的重要途径。我国必须科学划分精英型高校与大众型高校，对其质量评价标准、拨款机制、招

生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使精英型和大众型高校并存，共同担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神圣任务。要不

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2]。 

4.6. 探索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 

高等教育普及化，意味着大学将向更多的人开放大门，吸引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这将要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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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经费开支，单纯靠国家单一的经费投人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人们逐渐认同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不

仅仅是消费性投资，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不仅是国家，

企业及家庭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根据受益原则，谁受益谁投资，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分担主体实

现多元化，这既可缓解我国因穷国办大教育的局面，又可调动与激发社会办学热情，从而为高等教育普

及化提供经费支持。 
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提高学校办学效益的客观需要。要统筹利用好、布局好各类教育资源，

尽可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和共享水平。一方面要从教育供给侧发力，加大投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要科学配置资源以增加优质资源的受益面。随着绿色、低碳、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入，高校协同

化办学的范围、形式、内容日益多样化，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协同、高校与企业的协同、高校与地方的协

同，高校内部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协同的双方或多方都从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各自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

术、人才、信息和经费资助等实际利益，使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结合我国国情和学校实际，采取

多种行之有效的协同化办学，实现教育资源重组，就有可能使有限的经费发挥出集中的效益，扩大办学

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推动高等教育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 

4.7. 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更

高质量和更充实的就业”。要顺应当前我国民生发展形势，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稳

定就业、保障民生是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23 日工作部署会议上

提出，要全面加强稳定就业工作，全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业优先”是当

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级政府应相应调整政策力度，包括减轻用

人单位负担、减税增收、为求职者提供在线职业技能培训和指导、调整人才引进政策等。各高校要重视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为毕业生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服务，协调好毕业、招聘、考试、录取等相关工作，

让他们顺利毕业，尽快就业。 

5. 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经，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2]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无论是坚持和平，还是战胜贫困、

改善环境，都要依靠教育培养有远大志向、能为人类造福的人才[16]。我们一定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有全球影响的高等教育，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宏伟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这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战略选

择。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内江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专项师范院校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

究——以内江师范学院为例(JG202131)；2021 年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改革发展研究所经济研究中

心重点课题师范类本科院校金课建设的现状、困境及路径研究(JJYJ3793)；2021 年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区域改革发展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双一流”战略下我国大学校训文化优化研究(JJYJ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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