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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塑造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2024 年全国两会，如何把握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许多代表委员重点关注的话

题。 

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

点，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在人才支撑、科技赋

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上见行动、有作为、作贡献。 

高校是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地”，人才优势凸显，要大力加强战略人才

队伍建设，打造体系化、多层次的人才成长平台，着力构筑有利于人才成长的

学术生态、人尽其才的环境氛围、人才各展所能的激励机制，培养造就一大批

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形

成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创新支撑体系。 

高校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个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要素，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调整科技激励政策。一方面，

积极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赋予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

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另一方面，有组织开展科研和科技攻关，努力产出

更多原创、首创、独创和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作贡献。要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把高校科技人才集聚的势能转化为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有效打通科技成果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联通渠道，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产业技术攻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推进新质

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高校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加快推进

ћḚ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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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建设。尤其要加大力度建设新工科、新农科，建设好卓越工程师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着力培养制造业急需的产品研发人才、经营管

理人才、高技术技能人才等创新型紧缺人才，造就更多制造业领域急需的战略

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大国工匠等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践行者，为培育壮大

新质生产力赋能助力。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

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

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要

发挥高校理论研究优势，聚合相关研究力量，有组织开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

发展的理论研究，为全社会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和高校更好支撑服务新质生产

力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总之，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作用，为培育壮大我国新质生产力做出高等教育应有的贡献。(摘自

2024-03-04《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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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支持团队协作。（摘自 2024-03-11 《中国教育报》，作者：汪小帆） 

 

教育部：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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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Ṛ ›⅞ўּו 1179є,ᾨ ᴧṵ 26ѯὺӞṏўֳў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会议，部署做好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据统计，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179万，同比增加

21万。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提出 26 条举措，要求各地各高校实施“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促进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

贵的人才资源。各地各高校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强化统筹部署、协同联动和高校责任，调动各方力量

形成全员促就业工作合力。《通知》强调，要大力开拓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推进构建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完善就业监

测与评价反馈机制，并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切实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逐级压

实工作责任，确保就业安全稳定。（摘自央视新闻，2023-12-05发布） 
 



7 高教发展资讯 

2024 年第 1 期 

 
 
 

Ề Ḛ Ễ ḢḚ Ẻ Ễ ϿỀ ᵌ ˘
Ề Ḛ╛Ḟ ᵋừҿ ˗Ӻ ˗ҞṖ

ҿ ᵏᵙ╛ҏ֮ ӇПḢḚ ˗ ˗ ҏ Ễ
Ͽ ˘︡ Ề Ḛ Ṗ Ễ ҃ỂỰ Ễ

Ṗ Ễ ᶨ Ḛ Ễ ᶴ  ̆   
         
÷֞ ὄϼṝş ♅ᵿ

֥  

♅║ ֥ ő ֥ᵿ

бᵎṪ ¡ ὄ¢ ♅

֥ ו ő ᶚ ő ♅ Ớ

₭ г ő е бᵎ†ќ ἂő

℮Ṫו♅ ὄ¡ ὄ Ѱ

ἀ бᵎ ṍ¢ ᶚ ő

♅Ᵽῦה ő ♅ ῦוₑ

ϓ֝ ő †ќ ♅ᾑ ♅

֥ᵿ ᵷ ¢֞ ὄ

ἀ ו♅ őϰ Ḳϼ

ὄ ή ו♅ ֥ ¢Ә

б ֞ו֥ ║ ו ֥

ő֞ ὄ ֥¡ ἂ ֥ő

║ ֥ ¢ ♅ᵿ Ἠ ֞

ὄ ő ♅ ֥ б₫

♅ ӊᴘ őὒ ֞ ὄ

ἂő Ӧו♅ ¡ֺ֬¡▲ᶢ

Ṿ י ֥ ֞ ὄő ה

♅ᵿ ֥ᵿ ᴮו

ἕ¢ ♅ ֥ ׅἀḲϼ֞

ὄőл ή ֥ϼ ἀ ֥

₭гו ἀ ő₭ᵷ ИҀ

֥ᵿ ő ὄ ᶚו

♅ᵿ ő· ו♅ ¡

¡ ¡▲ᶢ ¢ 

÷֞ Ӧ ϼṝş ♅♅Ὰ

 

֞ ♅Ὰו ᵿשőᵓ♅Ὰᵿ

║ ¢ ♅♅Ὰ

Ḳϼ֞ Ӧ װ¢ ő֞ Ằҍ

♅ṍ ᵿ ו ᵿ őẅ

ו ♅ᵿ ṟ┐ő┬„♅ᾺӦ ἀ

őṧ┼ ⅎ῁¡ ⅎ῁ᾭ

Ѱ ᵿ ő ₭ ֥ Ὰ

ᵓӝ ♅₭ Ḳ ő ӝ

♅ Ớő ἂ ♅ ő ♅ϲ

ő ᴮ ♅ Ӧ ᵿ ᵽőװ¢

♅Ὰṝ ԑ ַו♅ ἀᵿ

ő †ќ ἂ ⸗ו ♅ᵿ

ҝ ᵓ♅Ὰ ו ├֖¢֞

ו Ӧ ⸗ ו♅ ∏

ᶓ ő ׅ ῒ ♅ ₆ő

♅ ᾀ װ¢₅ἂו῾

ő♅ᾺוҞ ᵿ ᵿ

♦ϼṝő♅Ὰṝ ᴮ ו ♅

ᵿ ϼṝő ♅ҝ ᵓ♅

学科发展力与大学变革 
 



8 高教发展资讯 

2024 年第 1 期 

Ὰ ầ ő֞ו Ӧ

♅ᵿ ẵ ő Ự ♅ ő₅ἂ

∏ ¡♅ᾺӦ ᾭ ᾀ

ו ♅ Ѹᴄ¢ 

÷֞ ᾙ ϼṝş ♅

 

♅ ו ὄ ♅ᵿ

κו ő ֞ ↕ ἀ

♅♠Ҫ ᵿ ו ¢ ♅

Ḳϼ֞ ầᾙ ő ♅

ᵿ őԅ љ ὄ ♅

в┐őῒ ♅ ῦוᵟ ¢

ᶚ ő ♅ᶳвἀ б╫ἕő

ἂ ͛ ו Ԁ őᾬ┬

ҝ ♅ᵿ őῒꜛ ♅

ἀ ו♅ ő ♅ᵿ

Ḉו ᶑЮ ♅ᵿ ¢

♅ ᾬ┬ ו ⅔

őϴ ♅Ṫ║ᵿ ᵷΤ

Ϸ ¡Ϸ ♅   őӊ ¯

¡ ו° ᾨᶳὄ ¢

ᶚ ő љ ⸗ו ♅

ḆҪוőԅ ⸗ו ♅ ׆

⸗ו ♅ ׆ ⸗ו ♅

ő Ọ ו ᶳ ᾭẫ

Ḳṝлו г ҝ¢֞

♅ бᵎԋҝ ♅ ῦѰ Ϸ

ő Ọ֞ ᾙ Ḳṝ

ẫ őӦ ♅ ᶚ ő

Ҹᶳᵿὰ ♅†ќ ἂו῝ ¢ō

µṍי‾ ∏¶2023 װ 5 ő

ş ₀ Ŏ 

                         
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是高等教育改

革的重要课题。要积极探索学科专业

调整优化的创新模式，将学科专业链

精准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以

及全球价值链。强化“四新”建设引

领的学科交叉与专业升级改造，以“四

个面向”确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控机制，

适应新时代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

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高等教育

要深刻领悟党对新时代教育、科技、

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准

确把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要

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和优化，以高质量内涵式

发展，坚定走好新时代人才自主培养

之路，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

育强国的跨越。 

Ὸחἇּצ ∂ι‗ấҚἑ Ѯᶡ
ӌ  
在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我国高等教育要勇于承担时代使命和

责任，聚焦当今世界科技前沿、着眼

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抢抓新一

加强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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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

遇，以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深化人才培

养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以高等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独立

自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标识。党的二十

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了“三

位一体”统筹部署，从教育、科技、

人才三者内在逻辑关系来审视，教育

处于基础性地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基础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科技来源

于教育的生产和人才的创造，是经济

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关键动力

和第一生产力，助推教育改革和人才

培养的创新；人才属于主体性支撑，

是教育和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智力资

源。因此，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立足于新

时代、新征程和新要求，深刻把握教

育、科技、人才的内在逻辑关联，在

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理解我国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精髓要义，以教育

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以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赋能高等教

育现代化进程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

整，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

增加，各国纷纷把科技作为国际博弈

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

空前激烈。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所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要满

足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实现高质量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发

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

高点，最为关键的还是要靠自主培养

的优秀人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深化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改革，是时代之需、历史使命。 

以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引领人才自

主培养体系构建 

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

支柱，是高校组织知识学习和素能培

养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产物，是人才培

养的关键性“脚手架”，在推进高等教

育现代化建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

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种革命性、

颠覆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不断催生

出新需求、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面对人才培养各要素正在发生的变

化，高等教育要以大系统观和全局意

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进行学科专业的前瞻性调整和优化，

科学回应国家经济发展的世界之问、

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主

动创新人才培养供给侧的结构性改

革。学科专业的设置要科学得当、纲

举目张，与国家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

需求动态契合，满足国家对人才数量、

质量以及结构的全方位需求，助力人

才自主培养质量和人才供给自主可控

能力的全面提升。 

Ặז Ṗ ιᵼᶊֺḩ֫ ֫
Ṗὸ  

分类与定位是高校围绕人才培养

核心任务进行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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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结果。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

校，在学科专业调整和优化中要加强

顶层设计，遵循育人规律和知识发展

的内在逻辑，注重自身特色及优势学

科的文化传承，兼顾好守正与创新的

关系。要按照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

思路，结合高校自身的办学基础、办

学定位、优势特色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以扶优和立新为导向，面向需求侧凝

练学科专业方向，主动调整学科布局，

实现学科专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及全球价值链的“链链相扣”，

形成各类高校差异化发展的特色学科

专业集群，推进中国特色的人才自主

培养体系构建。 

研究型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 

研究型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和重大科技前沿突破的主要策源地，

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摇篮、创造先

进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是汇

聚战略科学家和中青年学术骨干的重

要平台。研究型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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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体系，着力培养未来的自然

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

家。 

研究型高校要着眼于自身学科平

台的特点和优势，提升基础理科、基

础文科和基础医科的建设水平，适度

扩大部分紧缺理科学科专业点的布设

规模，强化科教融合示范引领，建强

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引

导高水平研究型高校通过未来技术学

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等组织载体创新，以问题为导向，

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通

过虚实结合、网状交叉等组织形式，

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科教产教一体化

融合，实现基础和应用学科专业的集

群式发展。把握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规

律，探索促进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卓越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产学研链条

融合机制，以及本硕博学段衔接、多

主体协同育人的创新育人机制，实现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全方位统筹推

进。预测和研判前沿技术发展对相关

人才的潜在需求，坚持有所为和有所

不为，前瞻布局、系统谋划相关技术

学科专业，培养能够引领前沿交叉学

科和未来技术领域发展的科技领军和

卓越工程创新人才。 

应用型高校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 

作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体力量，应用型高校是产教融

合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主要阵地，

主要培养能够将科学原理具体转化为

专门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型人

才，以及以运用专门知识与技术推进

生产力提高为主要工作内容和目标的

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能力

表现为知识的实践运用和交叉创新，

这类人才主要包括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工程师、医师、律师、基础教

育教师等。 

应用型人才培养应加强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的总体指引，突出知识

技术的复合、能力素养的融合，推动

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对接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应用型高校的学科

专业优化调整要积极为区域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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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育人储能、科创赋能”，在科学研

判区域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趋势和产业

转型升级走向的基础上，找准自身的

差异化定位和学科专业优势，全面对

接区域传统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

优势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主

动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体布

局下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对

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新要

求，科学布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新能源等数智经济和低碳经济

社会发展急需的相关专业。要建立灵

活的专业资源分配、动态调整、专业

预警及退出机制，抓好学科专业存量

调整和增量优化两方面的工作，重视

对传统优势学科专业的转型升级，不

片面追求建设全新的学科专业，努力

打造与区域资源禀赋深度融合的优势

特色学科专业群，促进人才培养供给

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结构平衡和良性互

动。 

要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构建高

等教育与区域产业集群联动发展的创

新机制，实施学科专业集群化发展战

略。在行业特色鲜明、产学研融合紧

密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布局建设示范

性现代产业学院；在学科专业基础较

好、整体实力较强的应用型高校以特

色优势学科专业为依托，建设特色化

示范性软件学院、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等行业特色学院。通过产教融合与科

教融汇的组织载体创新，高度集成知

识流、信息流、资源流，驱动教育链、

产业链和创新链紧密融合创新，推动

高校学科专业集群建设服务、支撑乃

至引领区域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推进

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发

展。高校、行业、企业等产教协同育

人各方必须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做

到战略协同、组织协同、知识协同，

将“全链条设计、全要素配置、全过

程培养”的协同育人理念融入新兴专

业打造和传统专业升级改造。 

֧ԓ ấ ιӞ ᾨ א
Ҧקᴧṝ 

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改

革，切实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

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中的规划愿

景变成现实图景，需要树立系统思维、

全局观和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明确改

革的逻辑、内涵及实施路径。通过加

快推动各项综合改革举措，引导各高

校充分结合校情实际形成“一校一

案”，积极探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的中国方案、区域模式和校本路径，

回应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国家

安全和重大利益对人才培养布局的关

切和需求，走好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

之路。 

依托“四新”建设，推动学科专

业内涵式发展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四新”建设，是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
键举措。深入推进“四新”建设，能
够有效推动学科专业的内涵式高质量
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
化的重点领域，新工科建设深度聚焦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对
接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融合需
求，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引领高等工程
教育改革的方向，推动工科与工科之
间交叉复合，工科与文科、农科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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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间交叉融合，同时引导应用理科
向工科拓展延伸，培育新的工科领域
和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新医科建设则
紧密围绕健康中国战略，主动适应现
代医学和健康产业新发展需求优化调
整学科专业结构，以“医工融合”为
重点，积极探索医科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融合，培育“医学+X”“X+医学”等
多学科背景的新兴学科专业。新农科
建设突出强农兴农使命担当，面向新
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服
务支撑农业强国建设，持续优化涉农
学科专业结构，探索“农+X”“X+农”
多学科复合的专业升级改造和新专业
培育，提高学科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和
前瞻性，积极推进农科与其他学科的
深度交叉与融合创新，进一步完善“知
农爱农”人才培养体系。新文科建设
主动适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快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要求和新使
命，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
之理。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大背景下，
通过推动原有专业升级改造和发展文
科新兴专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科
人才培养体系。 

实施强院兴校，激活校院两级组
织创新活力 

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高
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强院兴
校能够优化上下联动机制、学科专业
调整与社会人才需求联动机制，平衡
好学校的调控能力和学院的发展活
力。在学校总体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
规划的统筹调控下，强院兴校改革能
够切实推动学院通过多样化探索，深
入把握学科发展规律、产业需求规律、
人才培养规律，全面增强人才培养主
体意识，加强主动思考和超前谋划，

深入凝练学科专业建设方向，重点围
绕产教融合、学科交融理念切实做好
学科专业的增量优化、存量调整和内
涵建设提升，自觉加强学科专业设置
调整和优化改革的积极性。实施强院
兴校管理体制改革，能够精准引导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在不同赛道、
不同领域办出水平，加快推动高校特
色发展，优化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
构、人才培养结构，加快构建高质量
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优化评价体系，构建学科专业动
态调控机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等教育改
革要用好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加强人
才需求预测、预警、培养、评价和培
养过程持续改进等方面的紧密协同，
努力构建以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为导
向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要在提升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四个
面向” 服务质量的基础上突出创新引
领，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作为高校学科专
业优化调整成效的基本评价标准。要
确保学科专业动态调控机制科学建立
在以“高校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
业评估和认证、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
态监测、国际评估”为主要内容的“五
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上。通过
国家调控、省级统筹、高校自律的学
科专业动态调整总体路径，立足国情
实际推进分类分层评价，引导高校根
据自身办学特点和办学优势，主动服
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新时代
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在不同赛道上
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摘自《中国高
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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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关键动力，而高校又是科技第一生产

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

重要结合点。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

要支柱，应用型高校拥有丰富的科研

资源、突出的应用导向和鲜明的地方

特色，具备独特优势与巨大潜力，承

载着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重要使命，

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科教融汇、产

教融合、新质生产力跃升的中坚力量。 

成果转化的三大关卡 

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上，应

用型高校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

这一进程依然充满挑战。这些挑战既

是应用型高校的发展障碍，也是推动

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首要挑战是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

之间的相对脱节。如果说研究型大学

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追求“顶

天”之功，那么应用型高校则主要聚

焦地方需求和产业需求，侧重“立地”

之效。然而，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多

样性和变化性，高校往往难以准确把

握地方需求，导致科技成果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同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也使得

高校科技成果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

要。 

资金与资源支持相对不足，是应

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另

一大挑战。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和长周期的特点，企业和社会

资本也因此态度谨慎与保守。与研究

型大学相比，应用型高校在成果转化

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这些问题使得

高校科研人员不愿对研究成果进行深

入试验、验证与市场推广，进而导致

一些具有潜质的科技成果无法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完善，是

应用型高校面临的第三大挑战。目前，

许多应用型高校尚未完全建立高度专

业化的成果转化机构和团队，无法为

科研人员提供专业且周到的服务与支

持。同时，成果评价和推广机制仍待

健全，一些具有良好前景的优质科技

成果难以获得相应关注、重视和推广。

此外，高校与企业、市场之间的协同

机制不够顺畅，导致科技成果难以转

化为实际应用。这些问题均制约了应

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

果。 

破解难题的关键妙招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应

用型高校要着力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产

业的紧密合作。同时，高校还需争取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 

首先，应用型高校需加强与地方

政府、产业界的沟通合作。坚持与地

方政策结合、与社会区域结构结合，

更加准确地了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从而及时调整研究方向，确保科

技成果与地方发展需求相契合。高校

还应坚持与产业结合，打破科研与市

场之间的隔阂，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与

应用型高校当成为科

技成果转化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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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工作，加速企业产品创新升

级，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落地和本土

化商业应用，从而加快培育新动能、

发展新经济，推动区域传统产业升级

和新兴产业发展。 

其次，应用型高校需积极争取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促成政

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设立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基金等方式，为高校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和科技研发提供稳定的经

费支持。高校还可与企业构建合作共

同体，在协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过程中，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此

外，高校应通过校友会、行业协会、

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等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

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 

最后，应用型高校需建立健全成

果转化机制。高校应设立科技成果转

化专门机构，优化机构平台市场化运

行机制，提供包括成果的评估、保护、

推广和转化在内的一站式服务，精准

识别具有市场潜力和社会价值的科技

成果，并采用创新性推广策略推动成

果快速产业化。同时，完善科研人员

激励机制，为其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成

果转化收益分配、职称评定和科研资

源支持政策，营造更有利于成果转化

的友好环境，推动科研人员积极 

投入创新实践。 

成果高效转化的前沿趋势 

展望未来，应用型高校在助推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作用将愈发显著。

随着科技创新不断加速和产业结构持

续升级，应用型高校将成为连接科研

与市场的关键纽带，推动科技成果高

效转化、顺利落地。 

在合作机制优化方面，应用型高

校将整合内外部资源，推进政产学研

用跨界融合。这种融合将拓展至人才

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领

域，形成教师、科研人员、企业家、

投资人、技术经纪人等多主体广泛参

与的合作网络，开展问题与需求导向

的高质量、有组织科研与转化，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创新动力。 

在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应用型高

校将推动服务模式全面革新，为科研

人员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服务与支

持。从项目的初步构想到最终的市场

推广，除了提供传统的基础服务外，

高校还将引进新的数字化技术手段，

实施全程无缝跟踪，建设围绕概念验

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全链条资

本支撑体系，提供一条龙精准化、个

性化服务，从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

创新热情。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应用型高校

将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引领高质

量发展。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高校将有效促进教育理

念和管理模式的全面升级，对科研成

果进行深度挖掘和精准匹配，并为社

会培养更多具备数字化素养和创新能

力的科技人才，从而使高校成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引领者。 

在开放式拓展方面，应用型高校

将强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融合

国外先进科技研发及其转化经验。通

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对接国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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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拓展国际化新空间，高校将不

断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能

力，为推动区域乃至全球科技进步和 

 

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

2024-01-30《光明日报》，作者：徐高

明)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工

作的若干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深化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

价改革 

1.完善定期研究教育工作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至少安排 1次专

题会议，研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解决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教育突出问题等重大事

项，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2.健全党政负责同志抓教育工作

机制。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

负责同志每人每年至少确定 1所学校

作为联系点，至少到联系点实地调研

1次，至少以形势政策报告、座谈交

流等形式为师生上思政课 1次，帮助

解决学校存在的实际困难。完善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年终述职必述教育工作

制度，将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推进依法治教、促进教

育改革发展、解决教育突出问题、纠

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维护教育安全稳

定等作为述职重点内容。 

3.强化督导评价和考核。坚持正

确政绩观，将教育评价改革落实情况

纳入对各市、县（市、区）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评价，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

作为对各市、县（市、区）党委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

重要参考。 

二、深化学校评价改革 

4.完善学校评价体系。坚持把立

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落实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推行

“基础性指标+发展性指标+创新性指

标”评价模式，基础性指标突出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依法治校和规范办学，

发展性指标突出努力程度、进步幅度，

创新性指标突出改革创新、特色亮点。

建立不同学校差异化评价机制和生源

关联学校评价机制。评价结果作为学

校改进提升的重要依据。 

5.优化幼儿园评价。幼儿园评价

以办园方向、保育与安全、教育过程、

环境创设、教师队伍、克服小学化倾

向为主要指标。推进幼儿园分类认定

管理。严禁用直接测查幼儿能力和发

展水平的方式评估幼儿园保教质量。 

6.规范中小学评价。中小学突出

教师队伍建设成效和育人实际成效，

重点评价学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建

设现代学校制度、规范办学、开齐开

足课程、全面落实课程标准、提升教

山东省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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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评价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

障学生平等权益、学业负担、校内课

后服务、安全管理、社会满意度等情

况。义务教育学校评价突出区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学校评

价侧重办学特色和多样化发展、办学

质量达标。系统推进中小学办学质量

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对学校奖惩、政

策支持、资源配置和考核校长的重要

依据。 

7.改进职业学校评价。围绕服务

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色的评价机

制。突出德技并修、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重点评价校风学风、

教育质量、就业质量、实习（实训）

成效、实际贡献、“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等情况。健全政府、行业企业、

教师、学生、专业机构等共同参与的

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 

8.完善高等学校评价。围绕服务

重大国家战略、满足区域发展需求，

重点评价高校创新驱动、服务贡献、

人才支撑、毕业生就业状况等情况，

支持各地实施高校服务地方和行业贡

献度评价，推进人才链、教育链、产

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根据高校发

展愿景、功能定位、学科专业等，完

善精准定位、分类错位、特色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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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评价，考虑不同类型层次和学科

领域，设定差异化评价标准。完善与

教师分类相匹配的评聘制度，提升精

准度和科学性。 

12.强化一线学生工作。制定学校

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责任清

单，健全教师全员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机制。落实中小学教师全员家访

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

高校要明确领导班子成员上思政课、

联系学生具体要求，并作为其年度述

职重要内容。完善学校党政管理干部

选拔任用机制，原则上应当有思政课

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经

历。高校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

至少须有一年担任辅导员、班主任等

学生工作经历。 

四、深化学生评价改革 

13.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健全覆盖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全

学段全类型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坚持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推行学生各年

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

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强化评价激励、

诊断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充分

发展、差异发展。 

14.完善德育评价。引导学生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评价学生

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心

理品质、行为习惯，综合考虑地区、

学校、学段、性别、年龄等因素，设

定德育评价指标。改革德育评价方式，

客观记录学生品行日常表现和突出表

现，多维度、多渠道收集学生表现情

况。 

15.改进学业评价。落实各级各类

学校学生学业质量要求，重点评价学

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

能力、沟通和合作能力。完善过程性

评价与结果性评价有机结合的学业考

评制度，统筹考试、作业、监测和日

常评价，持续开展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监测，强化结果运用。坚决破除简单

用分数评价学生的做法。强化实习（实

训）考核，确保学生足额、真实参加

实习（实训）。 

16.强化体育评价。完善日常参

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

结合的考查机制。完善中小学（含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报告书制

度，客观记录学生日常体育参与情况、

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定期向家长反馈。

科学设定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

计分办法。推动高校在招生测试中增

设体育项目。将体育纳入高校人才培

养方案，鼓励开设研究生体育公共课

程，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修满体育学

分方可毕业。 

17.深化美育评价。实施中小学学

生艺术素养测评，重点评价学生感受

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稳步推进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艺术

技能测试结果不作为美育评价的主要

依据。高校学生修满至少 2个公共艺

术学分方能毕业。 

18.健全劳动教育评价。细化劳动

素养评价制度，落实劳动清单制度。

全面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

果，加强价值体验认同、劳动习惯养

成、劳动品质和精神的考核。 



18 高教发展资讯 

2024 年第 1 期 

19.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评价机制。

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特

殊遴选机制，重点考察学生创新潜质

和实践能力。探索实施个性化教育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加强高等教

育与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

面的衔接。 

20.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坚持

正确育人导向，稳慎推进落实中高考

改革，深化考试命题改革，合理确定

考试难度，丰富试题形式，重点考察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将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结果作为中高考录取的重要

参考，全面实行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

学校（含技工院校）同批次录取，逐

步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录取学生

的倾向。健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机制，完善“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职教高考制度。规

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对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

取。 

五、深化用人评价改革 

21.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

“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落实平等就业要求，坚决克服各类形

式的就业歧视，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

户、就业、参加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

职称评聘、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

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坚持以德

为先、德才兼备，以岗定薪、按劳取

酬、优劳优酬。进一步深化高校“预

聘—长聘”制改革，扩大实施范围，

完善人才评价制度，优化人才成长支

持机制。 

六、强化组织实施 

22.建立落实机制。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制定任务清单，落实改革责任。

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问责追责。 

23.鼓励探索创新。支持各市、各

级各类学校稳妥开展教育评价实践探

索，组织实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评

价改革项目或试点。总结提炼典型经

验和先进做法，做好宣传推广。 

24.强化专业化建设。落实政府、

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评

价机制，健全各级教育督导部门统一

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引入专业

机构和社会组织评价。加强教师评价

能力建设和考试命题队伍建设。强化

评价结果导向作用，推进指标简约化。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教育评价、教

育测量等相关专业。推动现代信息技

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 

25.营造教育健康生态。完善全环

境立德树人机制，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引导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和成才观。建立教育评价提醒机制、

监测机制和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核机

制，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统筹各

类教育评价活动，减少多头评价、重

复评价，规范和减少进校园活动，减

轻基层和学校负担。引导新闻媒体加

强对科学教育理念和改革政策的宣传

解读，增进社会共识，坚决杜绝传导

不正确评价导向的各类宣传、炒作。

(来源：2024-01-08 山东省教育厅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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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高等教育研究“树大果疏”之困境 

—— 一种本土化对策 

“树大果疏”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表面繁荣实则匮乏的一种形容，原因

之一是长期以来研究的西方化范式取向使然。本土化是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

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转变，一是在顶层设计上，要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

评价载体丰富化、评价周期长期化和评价元素中国化；二是在实践探索上，要

建立一支直面现实问题、多元开放和充满自信的研究队伍。 

 

ǵ 顶层设计：完善高等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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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人才评价改革要推动高校教

育模式从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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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迎接数智化时代对应用型大

学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数智化转型”是一个利用数字

技术、人工技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

全链条的改造过程，主要通过深化数

字技术、人工技术在生产、运营、管

理、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应用，实

现行业、企业以及产业从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到数智化的

发展。 

当下，整个数智化的浪潮正

在改变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教

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正在加

快驱动现代大学的转型与变革。

推进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可

从四个方面实现“数智化转型”

与变革： 

一是创造条件，从理念观

念、硬件软件、资金资源等方面

建设智慧校园。二是开展新的专业布

局，推进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

式、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三是

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教师发展要主动

适应数智化时代的新挑战。四是大学

管理和大学管理者领导和服务方式需

要变革。 

二、构建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

的产教融合战略体系 

高校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应用

型大学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建设与发

展，需要系统化、整体性的顶层设计，

全面构建高水平或者应用型大学的产

教融合体系。这一体系大致包括以下

六个方面。 

（一）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特色

学院。现代产业学院是一种典型的产

教深度融合、具有地方产业特色、具

有学校学科专业特色的特色学院。现

代产业学院，实际上也涉及学校产教

融合的平台载体创新，涉及学科专业

集群、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科研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创

新。 

（二）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

专业（集群）。应用型院校的专

业集群建设强调亲产业性，强调

紧密对接地方或区域产业集群，

专业集群是深化产教融合的一

个重要抓手。产教融合的推进，

专业集群的建设，都会去关注资

源、平台、机制、内涵建设等关

键要素。所以，应用型大学要建

设一批产教融合型的专业，或者

是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的专业

集群。 

（三）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课程。

产教融合型课程强调从实践环节入

手，内容源自行业企业真实的工程问

题、工程项目，也就是所谓的“真题

真做”，要学生置身真实情境、真实工

程问题，注重对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

力的培养，让学生掌握、融合多学科

知识，能够处理具有复杂性、挑战性

的问题。 

（四）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基地。

改变传统单一的实习基地建设的观念

应

用

型

大

学

高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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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法，切实加强实验、实训、实习、

实践，即“四实”。常熟理工学院“五

合一”基地为学生提供教育实习和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的基地、教师产学研

合作基地、教师业界研修基地、学生

校外导师来源基地、学生就业基地的

“五合一”，聚焦育人和人才成长的目

标。基地建设具有人才培养、师资培

养等多种功能，把基地建设与利用基

地的多功能化、复合化、综合化等结

合起来。 

（五）加强产教融合型师资队伍

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师资要有来自高

校、行业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的，即师资来源多元化。对于高校来

说，更要使这些多元的师资互学互融，

要加强“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比如，江苏高校推行遴选产业教授的

机制，让产业教授在高校产教融合特

色学院、专业、课程建设上发挥作用。

江苏高校也在派驻教师到企业挂职

“科技副总”。实际上，这就是高校的

一批博士、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去行业、

企业研修、锻炼和学习。 

（六）加强产教融合的机制建设。

应用型大学深度推进产教融合需要建

立并形成产教融合建设的体系、制度

和运行机制。比如：要健全以产教融

合驱动学校变革的机制，变革相应的

学校的组织体系、管理体制、工作机

制；要建立学校资源筹措与配置的机

制，建立基于产教融合理念的教育教

学质量保障、监测、评价机制等。 

三、确立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

所需的核心理念 

理念、观念的问题是制约应用型

大学向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和一

流目标迈进的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应用型大学突破传统常规，更新

理念观念，深化向应用型转变，需要

确立以下五大核心理念。 

（一）学习的理念。美国著名学

者伯顿·克拉克提出大学“要建立强

驾驭力的领导核心团队”。应用型大学

领导核心团队特别要率先学习、主动

研究，领导核心团队要以上率下，形

成开展院校发展研究、工作研究的氛

围。没有学习与研究，就没有思想观

念的转变和新理念的确立。所以，对

大学人来说，首要的是做好学习、加

强对教育规律的研究。而且，这种学

习应当是真学习，是持续深入的学习，

不是短期的、浅尝辄止的伪学习。 

（二）开放的理念。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实际上也是开放型大学。可以

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开放的

观念。开放型也指“开放性、开放式、

开放态”观念。高校要确立开放发展

的观念，眼睛要向外、向上，积极主

动寻求各方的资源支持，提升学校人

才培养能力和服务所在区域、城市的

能力，这就是开放的观念。二是开放

的战略。比如说，学校在发展规划中

要明确确立实施“开放关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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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放的面向。怎么去开放，面向谁

开放，则要把握“四性”，即地方性、

区域性、行业性、国际性。我们面向

办学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区域开放，

面向我们学校服务的主要行业企业开

放，面向国际开放。五是开放的机制。

无论学校是部省共建、省市共建，还

是校地共建、校企共建，学校跟政府、

行业、企业的合作，都要建立相应的

开放办学的机制。六是开放的内容。

它涉及高校各个职能与高校办学各个

方面的开放，特别要落实到人才培养

模式以及课程改革上。七是开放的程

度。高校要主动与政府行业、企业、

事业单位交往、交流、交融，从互动

到合作再到融合，做到“在互动中合

作，合作中融合，融合中发展”。 

（三）锐智的理念。锐智实际上

就是敏锐、敏感、智慧，是大学对国

家、区域、地方战略需求的快速、敏

捷、准确、适切的一种反应。国家首

批 50个现代产业学院涉及 49所高校，

其中东莞理工学院获批了两个现代产

业学院，江苏有近 10 个。首批 50个

现代产业学院中，东部高校占了大多

数。可见，这些高校的敏锐度、积极

性更高，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面反

应更快，也更为“锐智”，对国家、区

域、地方的战略，对市场发展的需求，

有高度的敏锐性，对数智化时代的到

来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有很强的

敏感度。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很强的

适应性、引领性。 

（四）集群的理念。要确立“集

群发展”的战略和“集群发展”的理

念，集群发展特别需要有一种前瞻性、

开拓性、系统化、体系化的战略思维。

集群涉及城市集群、产业集群、高校

集群、学科集群、专业集群、课程集

群、产业学院集群等多个方面。比如：

高校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深化学科专业交叉融

合，持续推动学科专业“适应性调整、

战略性布局和结构性变革”，推进产

业、学科、专业、课程“集群式发展、

一体化建设”。如果说这是应用型大学

专业集群自身建设的体系，是一个“小

体系”的话，那么，应用型大学由专

业集群、学科集群、产业集群、现代

产业学院集群构成的“四位一体”集

群体系，就是一个“大体系”。这一集

群发展的“大体系”是要对接契合并

主动融入城市集群、高校集群中去的。 

（五）融合的理念。产教融合当

然是其中应有之义，对于应用型大学

高质量发展来说，还有科教融合、学

校与区域或地方融合、学校与所在城

市融合、校政行业融合、学科与专业

融合、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专

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等多方面的融合发

展。在未来大学建设过程中，“融合发

展”无处不在，所以要确立融合发展

的理念、战略、思路、举措及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来有效应对应用型大

学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各种挑战。（摘自

教 育 部 评 估 中 心 微 信 公 众 号

20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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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进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手段。我国有独

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建设中国特

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不能简单以国外

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

国大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

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教育规律和

时代要求的路径。把准中国特色现代

大学治理体系的内涵特征，是明确办

学方向、凝练特色优势、提升治理效

能的核心要求。 

党的领导强化高校治理的组织优

势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满足人民

的需求，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办好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则。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离不开坚定信念、

先进思想和伟大理论的指引。党在长

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理论

体系和方法策略，对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深入分析

党的独特优势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逻

辑关系，是在新征程上将各种优势转

化为大学治理效能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其创

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等优势

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

供了强有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

的基本原理，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顺应了国际高等教育发

展趋势，有效回答了高等教育的目标

定位、性质特征、发展理念、建设方

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

了中国特色大学治理的基本组织结

构。“政治家办教育”“教育家办教育”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结构

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诠释。一直以来，

把准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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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强化自身制度、理论和

组织优势为依托，持续推动我国高等

教育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

道，促进中国特色大学治理的价值体

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行动体系

不断完善，加快了大学治理现代化的

步伐。 

立德树人奠定高校治理的价值基

础 

建设教育强国，关键是要培养出

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人才。立德树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价值基

础。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高校的任务

体系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

合作。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

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理

念，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有效落实这一根本任务，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以教育之力

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从治理角度出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必须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

新时代，高等教育要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职责使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要始终坚持面

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发挥高校学科、人才和智力优势，

担当驱动创新的引擎，破解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最棘

手、最紧迫、最困难的堵点上精准发

力，凸显优势，攻坚克难。高等教育

必须切实处理好教学与科研、创新与

实践、对内发展与对外服务的辩证关

系，充分激发和释放人才、科技与创

新的巨大潜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作出更多基础性、关键

性和引领性贡献。 

从治理角度出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必须依靠人民办好教育。要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

的首创精神，积极引导人民参与教育

事业发展，构建家庭、学校、政府和

社会等广泛参与、支持和监督的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共同体。要探索构建政

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高校依法自

主办学的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不断加强校际、校地和校企合作，形

成多元协商、民主管理、资源共享，

教育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的合作办

学新模式。要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改

革，更大限度释放市场活力，激发不

同主体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能动性与

创造性，凝聚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建

设的磅礴力量，形成公办教育与民办

教育互鉴互联互补、共建共治共享的

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制度治校提升高校治理的质量效

能 

依法治校是我国高校管理改革的

必然趋势，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学化、

规范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大

学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大学作为高

等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迫切需要

深入推进依法治校、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大学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推进高校治理

现代化建设，关键是制度上自我完善，

以制度为基本框架建设高效的治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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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教育生态和学术生态。 

完善的法制体系和制度建设是实

现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坚持

依法治校、制度强校就是要完善大学

章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

制度，为构建科学民主的大学治理结

构提供机制保障。大学管理专业化极

强，在体制构建上，要推动“政治家

办教育”“教育家办教育”和管理队伍

建设，凸显大学治理结构的体制特色

和机制活力。在顶层设计上，坚持和

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以高校章程为依据，通过“废、改、

立、释”构建科学完备的内部治理制

度体系，要全面梳理高校治理、保障、

评价等各环节的制度体系，明确大学

治理结构的根本指向和价值导向。 

好的制度是生产力，尤其是评价

制度。笔者认为，从高校关键职能的

角度出发，评价高校制度体系应该至

少建立 3 个评价体系，即是否有利于

推进人才培养、是否有利于促进学校

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创新效能。高

校要结合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学校

特点，“一校一策”建立合理的、科学

的、动态的治理体系。同时，具体到

高校内部，要根据工作特点、职能目

标和现实状况，“一院一策”分层分类

做好二级单位的制度体系建设。 

此外，制度建设不应仅停留于纸

面，还应在人的行为与学校的活动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高校必须深化

民主管理，拓展民主管理和监督渠道，

充分发挥教代会、民主党派等群团组

织在学校组织、管理、决策、监督等

方面的作用，深入推进党务校务公开

和信息公开，确保师生对高校管理的

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推进高校

各项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

主监督。（摘自 2023-10-30《中国教

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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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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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 
深化产教融合 打造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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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 

 
质量是高校第一生命线，大学质量文化是持续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内在动

力。如何统筹推进内部质量保障和质量文化建设成为高校的当务之急。广西科

技大学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为根本，持续深化教学评

价改革，助推大学质量文化建设。 

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内涵要求 

良好的大学质量文化有赖于充足的条件保障、完善的质保体系，较为重要

的是全校上下对质量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获得各方的高度认同、理解

和支持，打造“生态”性质的质量文化，是高校追求教学质量保障的一大目标。

广西科技大学始终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健全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把质量价值观及质量标准落实到教学各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推进质量管理与质量文化有机交融。 

教学评价改革是推进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一轮审核评估将“质量文化”作为质量保障三大要素之一。现阶段，广

西科技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但质量保障行为多以行政管理方式为

主。学校亟待完善大学质量文化引领、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营造“自下

而上”主动参与的浓厚氛围，激发全员践行“质量至上”的内驱力，实现从质

量管理到质量自觉的转变，建设成熟稳定的质量文化。 
教学评价是学校常态化质量管理活动。师生作为教学评价的主客体，是大

学质量文化的承载者、实践者、创造者，教学评价改革过程本身就是培育质量
意识、不断强化质量文化的过程。广西科技大学推进教学评价改革科学、有效
实施，从而推进“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五自”质量文化建设
落实落细。 

教学评价改革赋能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借力教学评价改革，以“目标、问

以教学评价改革 
赋能大学质量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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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产出”为导向，凝聚全校之力，构建多元交互式、形成合力的大学质量文
化网状建设结构。 

（一）健全组织评价机制，激发主动担当作为。二级单位在教学评价改革
和大学质量文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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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ҹ Ⱶ̆Ҍ

Ғ≠ Ȃ ╠̆ ңҩῃ

ᴇṿҒ≠ Ҭ

̆ ᶫҒ≠ № ȁҒ≠ ╠

ᵀץ Ғ≠Ḥ Ῑ ⱵȂ

└̆ ᴑ

ҙ Ғ≠ Ḥ ̆

ľ2 ҩ ῤ +Nҩ Ⱶ Ŀ

̆

̆Ҍ

Ȃ Ὲ῍ ⱵҬ

̆ ⇔

Ҭ ̆ ꜚ ῤ ⇔

῀ᵬᴇץ ̆

ѿ ᴑҙ̆ ⱬ ľ

+ ⇔ +ᴑҙĿ

ῃ ᵣ ̆ ľ

ѿῈ Ŀ̆ץ ⇔

ꜚ ֟ҙ Ȃ 

└ ̆ ֲ ᴇľ

ĿȂ └ ᾟ̆№

ֲ ᴇҬ ῏ ᵬ ̆

ᴪ ֲ ȁ

ȁ Ҭ ᵬ

̆ ѿ ֲ ᴇ ‰

Ȃ ף ᴇ└ ̆

₮ ȇ ↓ Ⱳ

̂ Ȉ̃ȇ Ⱳ

̂ Ȉ̃ȇ Ⱳ

̂ Ȉ̃ȇ῏ԍ ѿ ⱴ

ֲ Ῑ ᶏ Ȉȇ

Ⱶ ᴋⱲ Ȉ ᴆ̆

ȁҒ ȁ ȁҒ≠ȁ ‰

ȁ‗ ȁҳ ȁ

ӥ ף ᴇᵣ

̆Ҍ ֲ ⇔ ῤ ꜚ

ⱬȂẫῃ ֲ № ᴇ └̆

№ Ғҙ Ⱶ ᴇᵣ

̆ ȁ ᵝ

≢ └ ᴇ

⇔ץ̆‰ ⱬȁ ȁ ȁ

ҹ ̆ ѿ ֲ

Һꜚ ⇔ ̆ ꞉ שּׂ

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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