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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大学生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重新界定

了新时期人才的内涵和范围。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中仍存在学生创新能力不足、学生综合素质尚待提高、

高校资源配置和交流开放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改革教学管理体系，深层次激发学生创

新能力，加强高校素质教育，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完善高校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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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harmony, green, open and sharing”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also redefine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th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opening of ex-
chang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reform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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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further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strengthen the quality educa-
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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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青年一代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助力“中国梦”寄予厚

望，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需要国民教育体系的支持和指引，因此，大

学生教育改革终将是也会一直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2. 解读“五大发展理念”战略下大学生教育新方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1]。十九届四中

全会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大学生教育工作明晰了方向，突出了大学生教育改革着力点。 
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先导，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大学生教育

改革的工作指南。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是民族复兴的不竭源泉，创新发展处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位置。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

列[2]。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要深入贯彻到大学生的培养方案中，摈弃照搬教科书的教育方法，改变

“一张试卷定乾坤”的考核模式，鼓励学生创新，将创新深深植入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理念之中。协调

发展主要强调国家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对于大学生培养而言亦是如此，协调发展意味着平衡发展，

全面激发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提升新一代青年的整体能力，补足短板减少薄弱环节，既增加“硬实力”，

又增强“软实力”，厚积薄发，使得学生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发挥才能。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理念，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相互依存，不可偏倚。当前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在

青年一代的脑海中扎根，绿色发展的信念将会被一代代的传承，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和学生综合素质培

养方面已经逐渐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向倾斜，在未来的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

内容将会进一步强化。 
开放是共享在地域上的延伸，共享是开放在内涵上的升华。坚持开放发展，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世

界联系在一起，互利共赢，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追求以民富为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即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新生代青年应有世界视角，胸怀天下，

心忧民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建立了人才交流机制，但是规模较小，涉及领域较窄，在对外

开放战略布局不断完善的今天，打造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未来“人才”的培养将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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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充分吸收世界先进经验和智慧结晶。因此，提高教育质量，逐步普及高阶教育，

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素质，全面提升新一代从业者的劳动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才

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 

3. 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再定义人才标准 

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人才的定义也有所差别。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

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人才”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四有”新人，即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90 年代，素质教育的理念开始兴起，但是，只是停留在浅层的研究

和提倡，并未深入实施和贯彻。2000 年以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输出不匹配的现象始露端倪，人们开

始重新审视教育改革问题，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新时期，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对于“人

才”的标准也要因时制宜的重新定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

后。”[3]在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已经超越了技术创新的狭义内涵，延生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等很多方面的内容，这就对青年一代的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固步自封，不能

安于现状，不能被动抄袭，而是要以全球视角谋划和研发自主创新，遵循我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从我国

发展现状出发大胆探索、积极进取，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

展不平衡问题，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是立足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4]。在大学生培

养中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正是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内外环境，青年一代需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既需要攻坚克难，身怀一技之长，又需要全面发展，提升

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智力、体能等多方面均衡发展。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绿色发展并不仅仅指的是种植植被，满目苍翠，更多的是

整体的生态环境，包括治理雾霾、解决城市拥堵、清洁水质、保护珍稀物种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今天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正是明天建设小康社会

的工作者，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和培养必不可少。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从事何职何业，都要将可持续

发展作为座右铭，努力同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目标。 
中国的发展放眼于世界，立足于造福万民。“开放”和“共享”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最终

归宿。未来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才”的推进，未来社会的竞争也终将归结为“人才”的竞争，成长在充

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的“人才”应具有全球视角，成为世界市场浪潮中的“弄潮儿”，学习世界先进

经验并致力于不断打造中国奇迹。青年强则国家强，国家的富强将最终转向人民的共同富裕，让人民共

享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是新一代青年共同的使命。 

4. 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解析 

早在 2005 年，钱学森就曾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

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5]“钱学森之问”引起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在我国高等教育从

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学生创新能力有待激发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创新能力是在生产活动中不断提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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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新方法和新技术的能力。大学生教育应当成为社会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引擎和助力，但是，从目前

高校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来看，在我国高等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对于创新能力的关注度稍显不足，毕

业生的创新能力不能与社会需求接轨，造成大量摩擦性失业。 
一般而言，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一国专利技术的研发、论文专著的发表、高新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强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状况等。 
从官方数据上来看，见表 1，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高等院校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从 127,329 项增

长至 193,027 项，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高等学校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高技术产业 R&D 机构数

和高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都有所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逐年增强，但增速较缓，而

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差距。 
 

Table 1. Part of indicators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in China 
表 1. 我国高校及产业创新能力部分指标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万人) 83.88 85.18 91.36 98.4 

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万篇) 122 127 131 139 

高等学校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件) 127,329 149,524 169,679 193,027 

高技术产业 R&D 机构数(个) 5572 6456 7018 6399 

高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件) 114,562 131,680 158,354 179,6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N0T01&sj=2018。 

 
根据 IFI Claims 提供的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 2018 年度授权专利的统计结果，授权专利共计

308853 件，美国的授权专利数量最多，美国公司占 46%，亚洲公司占 31%，欧洲公司占 15%。中国公司

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表现突出，其获得的专利数量仅次于德国。IBM 公司名列榜首，授权专利 9100 件；三

星电气(SAMSUNG ELECT)名列第二；佳能(CANON)公司排名第三；第四名是英特尔(Intel)；LG 公司(LG 
Electronics)位于第五名，前五中未有中国企业在列[6]。 

根据麦可思调查研究，我国 2017 届大学毕业生有 2.9%半年后选择自主创业，大约有 21.3 万人次，

而在创新创业中，我国的大学生在科学分析、批判性思维、积极学习和新产品构思四种能力方面有所欠

缺[7]。 

4.2. 学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早在 1999 年，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正式进入国家教育战略决策中，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学生本身各方面的共同提高，学习成绩、生活技能和精神文明的全方位进步，协

调发展；其二，大学生所学所思与社会需求步伐一致，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 
目前，我国素质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长期以来对于学生考核模式的僵化，导致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仍放在书本之上，考试是学生发展方向的指挥棒，在大学考核模式

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学生的体质下降、肥胖、近视人数增多等现象愈加严重，综合素质的提高还需要漫

长的过程。其次，大学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是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支柱，独立、自由、创新、科

学、文明、求实、和平等理念是大学精神的主要体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说：“如果所

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纽曼也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是绅士。绅士具

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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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目前各高校的专业设置和大学生报考的专业集中度上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专业选择和时间分配仍大

多具有功利性，以尽快回笼学习成本，实现经济价值为第一目标，对于大学精神的培养尚待提高。 
再次，在最近几年的校园招聘会上经常会出现企业招不到人，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同时出现，体

现出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人为的造成摩擦性失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资源浪费，凸

显出大学教育中存在的盲目性和功利性。 

4.3. 高校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色发展，不仅仅指的是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减少浪费、

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在高校发展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大学生教育中植入绿

色教育思维，普及和引领生态发展理念；另一方面，改革高校管理模式，优化配置高校教育资源。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社会各方面对于绿色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房屋建设、水污染治理、各

种机械污染排放控制等等无一不与绿色发展相关。而在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中仍保持着原有的状态，与

绿色发展相关的专业开设相对较少，绿色校园文化欠缺，并且在金融、计算机等原有的热门领域有逐步

扩张的趋势，这与现实生活中对于绿色发展领域人才需求的实际相脱节，引发人为的摩擦性失业，造成

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此外，高等教育的优秀资源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型城市，中西部区域分布较少，教育资源在地理位置上的分配不均不仅会造成教育发展区域性

失衡，而且与教育公平、共享相左，最终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失衡。 
此外，高校整体制度上也亟待改革。目前国际上对于高等教育的层级设置已经较为成熟，普及本科

教育，加强研究生教育已成为趋势，此外，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建立多元化教育体系也早已在许多发达

国家开展，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尚显欠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基本上是“二八结构”，

即 20%学术型教育，80%的技术技能教育。而我国 2019 年在读研究生 273 万，在读普通本科生 1697 万，

在读高职高专生 1122 万，三者的比例为 1:6:4，导致布局结构、类型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与经济

结构、产业结构不完全适应[9]。并且，办学主体较为单一，教育层级划分和终身学习机制有待进一步完

善。 

4.4. 高校交流开放有待加强 

从宏观上来看，高校的交流开放主要体现在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有效性三个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已经在国际交流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建立了国际学院，设立了

一些国际交流项目，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从国际交流的广度上来看，我国留学生数量和世界分布范

围在近些年来有了稳步的增长和扩展，2018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 万人，中国留学生在读人

数占据了多个主流留学目的国的榜首位置，分别为日本(43.98%)、澳大利亚(34.8%)、美国(32.51%)、加

拿大(29.3%)、新西兰(28.56%)、英国(19.53%)；共有超过 460 万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高等教育阶

段的学习[1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流动中的主力，“去精英化”已经成为这股最大留

学潮的鲜明特点[11]。 
但是，我国高校在国际交流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从深度上来看，我国大学生出国

交流的领域较为狭窄。从 2019 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专业分布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留学

生的专业分布以商科、STEM 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主。以 2019 年我国应届海归就业情况为

例：IT 行业(32.5%)、金融(11.4%)、教育(10.6%)、广告传媒(9.7%)、房地产(5.6%) [12]。在其他领域则涉

足较少。其次，我国大学生国际交流的有效性不足。据调查，“海归”的实际薪酬水平普遍略低于预期。

留学回国人员中 73.5%的博士生、86.6%的硕士生、88%的本科生和 88.6%的专科生月薪都在 1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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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2.8%的博士生、40.86%的硕士生、47.74%的本科生、51.14%的专科生月薪在 5000 元以下[11]。虽然，

这只是从薪酬一个方面反映留学生现状，但是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对于大学生国际交流浮

躁化、非规范化的不认可。 

5. “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大学生教育改革与发展 

5.1. 改革教学管理体系，深层次激发学生创新能力 

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对于创新创业的宣传，更主要的是从教学和就业导向

上进行改革完善，引导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使得创新、突破、改革成为一种校园文化

和大学精神。 
总体来说，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有赖于教学管理体系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教学内

容、考核机制和激励方式。 
不少学者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既不能完全等同于职业教育，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素质教育，他们将创

新创业教育看作是一种新的教育观念，认为它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更强调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提高[13]。这就要求改变目前的教育教学模式和内

容，摒弃“填鸭式”教学模式和陈旧的知识概念，在理论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紧跟

时事、依托社会资源，拓展教学范围、更新教学理念，实现大学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考核机制是教育的“指挥棒”，改革考核机制是完善教学管理体系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高校对

于学生的考核主要还是采取期末“一纸试卷定乾坤”的传统模式，考试合格获得一定的学分即可获得毕

业资格。这种考核方式过于僵硬和体制化，应当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充分考虑人才供需均衡，以提

高大学生自身能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安排，制定一套可动态调整的大学生考核指标

体系，既统一考核标准，又体现地方性时代性特色，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引导高等教育的发展。 
如果说改革教学内容和考核机制是从内涵上深层次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那么，建立完备的

激励机制则是从外延上进一步鼓励大学生自觉自发地去进行创新创业的尝试。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需要

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多方面努力和配合，从创新领域的指导、政府财税的补贴、高新技术专利的保护、

高校技术知识的支撑、社会需求信号的释放以及社会资金的引入等多方面多管齐下，全方位鼓励大学生

创新创业，为营造大学生创新创业和谐的大环境。 

5.2. 加强高校素质教育，使社会经济教育协调发展 

提倡大学生素质教育其实质是对于高等教育本质目标的反思和再定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目标是提升

个人能力、实现个人价值、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改变当前高校理论化教学的思路，培养学生全

面发展，尽可能地补齐短板，实现学生各方面协调发展。对于高校教育的综合改革，要符合教育规律，

满足社会需求，实现内涵式发展和转型发展。 
加强高校素质教育，首先要弘扬大学精神，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大学精神是大

学在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思想形态，是支持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指引。

大学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学校园内，还通过大学生的走出校园而辐射全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积

极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

这些都要求高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

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大学精神、民族精神，传承国家传统优秀文化。 
其次，学以致用是许多发达国家所崇尚的教育理念，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将科

学技术的研发与转化作为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着重鼓励和支持。例如，美国政府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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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校签订项目合同推动高校科研，推动大学对中小企业开发开展技术转让；德国和日本都建立有专门

的应用科学大学着重进行科学技术研发和推广，并积极保护科研成果，尽早促成科研成果转化。这些发

达国家在产、学、官合作方面的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最后，加强高校间协同发展，建立校际联盟，优势互补，提高办学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在国内外

各高校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和特色，加强校际交流能够使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

界充分流动，实现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在与国内外高校的学习交流中，要认清自身的优势

和现状，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特点，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他人经验。 

5.3.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共享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一方面是指合理分配优质的高校教育资源，实现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减

少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应当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再定义人才培养标准，减少教育资源浪费，实现绿色发展。 
目前，我国优质大学教育资源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相

对较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少，这与经济区域发展相对应，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

的不平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其客观阻碍因素存在，这些因素并不能够通过高校自身努力来改变，

所以国家宏观层面的调控在优化配置高校资源方面至关重要，国家政策和政府资源应当充分考虑教育资

源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合理调整教育资源分布。 
其次，经济和产业机构的调整与升级需要人才智力作为支撑，高等教育的改革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调整高校专业设置结构，在保障高校学术性的同时，体现高校教育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实现高校教育与

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基于产业生命周期原理，必然会有夕阳产业不断被淘汰而朝阳行业冉冉升起，产

业调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产业的转型要求高校中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同步变更，

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人文的发展也要求高校教育能够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紧跟时代步伐。虽然目

前部分高校已经在增删部分专业设置，但是，仍没有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对接，在专业设置和课

程安排方面需要持续的调整，对于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专业和课程应果断的叫停，而对于社会急需人才的

领域应着力建设，在国家宏观层面指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尽早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

相协调，避免摩擦性失业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宏观趋势，在大学生教育中应弘扬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精神，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大学文化之中，强调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创造社会价值。 

5.4. 完善高校国际交流，构建新型立体化交流平台 

高等院校的国际交流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国际化视角，其内涵包括多个方面：国际化人才必须

学习国际理念、熟悉国际规则、参与国际活动、引领国际潮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立足于

本国现状，放眼于世界，在选择性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技术的同时，扩大我国高校的影响力，传播中国文

化，弘扬民族精神。 
目前，大学生国际交流主要分为学校组织和自费出国两个方面。国际交流的资源大多集中在“985、

211”等重点大学留学项目中，其他高校的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自费留学的学生受到学分、语

言、费用和就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选择面往往较窄，在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还容易受到中介机构

的诱导和欺骗。因此，实现高效的大学生国际交流深造，必须由政府主导，依托高等院校平台，构建完

善的大学生国际交流体系。 
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国际交流体系必须遵循权威化、透明化、立体化、多元化的原则。首先，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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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体系应当由政府主导，平台发布的信息、收集的数据以及公布的新闻应当具有权威性、指导性

和方向性，由政府统筹国际交流事由，将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引导大学生的交流方向和交流期限，使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提高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其次，高等人才国际交

流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使得所有的大学生能够公平的获得信息和资料，理解政策内容，明确学习方向，

找准交流切入点，最大限度的杜绝盲目跟风、“海归变海带”的现象。再次，大学生的国际交流应当立

体化，体现层次性和多元化的特点。高等人才的国际交流不应当仅限于理论交流或者以取得学位为最终

目的，而应当分为多个层次，既包括本科层面、硕士博士层面的学习交流，也涵盖职业技术领域的学习

交流，其专业领域应呈现多元化特征，囊括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方方面面。 
最后，高校的国际交流应当是双方向的，既有我国大学生的“走出去”，又有国外人才的“引进来”，

双方共赢，资源共享，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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