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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对教育工作的明确要求。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已达到 54.4%，按照国家规划要求，“十四

五”规划结束时还将达到60%。如何适应新发展格局

下的产业发展需求，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

期的国际竞争挑战，实现普及化阶段的教育高质量

发展？这些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教育结构调整和体系

建设的有效应对。

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教育的

重要任务。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在各级各类

教育的内涵建设上，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彼此的相互

融通，最终满足社会需求，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厘清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功能定位

基础教育是使孩子们感知客观、形塑主观、健康

成长的人生根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青少年获

得本领、奔向理想、通往社会的双车道，继续教育是

在职人员融合工作、选择发展、提值赋能的营养剂。

基础教育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教育

短缺时代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状况，不符合现代产

业分工的要求，只适合于粗放型发展阶段。而年轻

一代经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有规格有质量有秩

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和要求，同时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

形态。

（二）抓准抓稳各级各类教育的本质内涵

教育体系，对内是受教育者成长的路径，对外是

市场识别人才的符号。各级各类教育的体系建设要

抓准抓稳自身特有本质，按本质特征实现内涵式发

展，有效满足学生相应的成长需求和社会需要。

在整个教育体系的链条中，基础教育重在奠基，

职业教育重在尚技，高等教育重在培思，他们在体系

建设中内涵发展的重点分别是健康科学、熟练适用

和创新实现。高等教育要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服

务，培养各行各业的前端人才，实现对各行各业的科

技支撑，体系建设在普及化阶段需要体现出本质内

涵的一致性和特色呈现的多样性，高校分类发展是

面向社会分工要求的必然选择。扎根中国大地是大

学根本的办学路径，推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

加强学科交叉及产业融入、致力重大关键技术突破

是大学应答国家需求的关键，而在人才培养上需要

特别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练。

不同高校要依据自身特色和前瞻科技未来，在

内涵发展上下功夫，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找准自己的

办学定位，在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思维开发、问题解

决的匹配关系上实现自己的育人目标，评价改革要

针对不同学校的内涵特征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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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相互融通

完善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满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方向是朝着建设一个更大规模、更加

多样化、更加公平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而努力［1］。不同

层次类型教育的衔接沟通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面对国家高质量发展需求，创新是心脏动力，应

用是血液循环，都不可或缺。在创新方面，高校在

“十四五”时期要致力通过创新扩充经济发展新动

能，通过科技推动产业结构、经济业态、社会形态发

生变化，紧抓第四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战略

机遇，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成功实现；在应用方面，要重点解决好实用人才的培

养方式和提高成长问题，完善从中职到本科、从学历

教育到职业培训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完成好疏通和嫁接工作，使职业教育毕业

生能够在合规、有序、通畅的通道中实现学历提升，

但其办学模式、升学方式、考试内容等必须与普通教

育明显不同。

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力求增强自己的特色优

势，融合创新和应用，上下沟通、左右联通，合力形成

四通八达的人才成长立交桥［2］，建构出普及化阶段高

等教育多样化的理想形态。这也是通过体系建设而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原本之义。

（四）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有机契合

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到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蔓延、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都在深刻影响着

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走势；同时，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也已发生转换，国家发展正处于迈向人均

GDP 12 000多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节点。面向

未来，经济转型发展、城乡结构调整、区域主体功能

确立、创新战略驱动、劳动力结构升级等急剧变迁，

我们需要化解众说纷纭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

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需要防范“黑天鹅”“灰犀牛”

的风险隐患，需要用成熟稳定的结构性体系应对各

种变化。

我国已经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

作为一个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国，

经济健康和产业安全是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需要

加强和完善自身产业体系，将扩大内需和融入全球

相结合。教育需要应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助力

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构建为夯实强国基

业而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供应链，有效调整因冲突

加剧而引发国际分工变化的产业结构链。要特别注

重以科技革命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把制造业做大做

强，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实现区域和谐与乡村

振兴。其中，人口素质是发展的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型人才、工程

类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能熟练人才都不可或缺。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

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教

育发展必须关注的大局大势。2020年 5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会期间提出：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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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来又多次在重

要讲话中强调，新格局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成为重

要的国家战略。面向未来，环境复杂性和前行挑战

性显著增强，人才和创新是目标达成的关键，教育历

史责任重大、战略地位突出、服务全产业链条的任务

加重，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体系建设需要跟上。

（一）什么是好的结构体系

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包含着对结构体系的科学

理解、构建原则、调整依据及目标方向，也包括如何

看待各级各类教育自身、彼此之间及与社会间的相

互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还应包括结构体系

的自适应能力。

好的教育结构体系就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

时代教育结构体系建设的理想目标。好的教育结构

体系应能遵循教育规律、满足时代要求、形塑社会理

想，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定位清晰，各级各类教育沟通

衔接顺畅，整个教育结构体系开放包容，面向社会形

成自适应调节机制。其中，形塑社会理想和形成自

适应调节机制，是新时代对教育结构体系的更高要

求。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就是要在结构适应社会、

体系自身通畅且能自动适应社会调节上开展工作。

高质量教育体系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相互包容、

互为依存，其内在要素是一致的。但与教育高质量

发展首先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建设不同，高质量

教育体系构建重在满足人的成长需求和契合社会结

构要求，并保持教育、学校的活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工作要求、是内涵实质，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工作抓

手、是呈现形式，二者是同一事物的“里”“表”关系。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内

涵发展及完善自身体系，更要加强各级各类教育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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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社会的相互融通，注重把各要素有机地融入

面向个人、适合社会、开放灵活的体系之中。

（二）结构体系的现状与优化

教育结构体系是对国家基本教育状况的架构与

描述，需要成熟、定型和稳定。越是成熟的结构体系

就越定型，以宏观有序、微观搞活的总体状态满足着

社会的多元需求。而教育结构体系的构建、定型、完

善体现在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中，这一过程既与社

会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相联。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能够满

足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需求的教育

体系，这一体系庞大而运行有效，这是我们对教育结

构体系现状的判断和开展未来工作的基础。即是

说，教育体系已基本成形，教育结构趋于合理，但需

要与时俱进，需要进一步与教育、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成熟定型完善。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是优化完善，特别是克服过于刚性的问题，让教

育结构更加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让体系根据社会变

化而实现自主调节，还有就是把一些新兴教育形态

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合理教育形式有机地融入现行教

育体系之中［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从更加成熟定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三个

阶段，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总体安排和战略部署。

其中教育领域的引领句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系”，说明教育体系是制度性因素，体系建

设是制度性建设，各项教育改革要以体系建设为基

础进行制度性安排。还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提出的“教育体系”和五中全会提出的“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指的是同一个教育体系，是对

同一个教育体系的不同侧重表述，高质量是教育内

在要求，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是社会对接要求。

（三）结构体系的构建原则

第一，适应社会需要。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契合

度，是反映教育发展是否健康和国家竞争力强弱的

重要指标。教育规模越大普及化程度越高，对教育

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要求就越高。第二，方便个人

选择。选择性增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普及化阶段

更是这样。人的个性特征千差万别，对教育的需求

多种多样，教育结构体系在选择性供给、柔性衔接方

面都要不断做出改善。第三，遵循教育规律。教育

越发展，结构越复杂，体系越丰富，就越要依据教育

规律建构。其中，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及其相互、内外

衔接，一定要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内外部发展

规律的要求，这是完善新时代教育结构体系需要关

注的重点。第四，联结关系和谐。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内部关系协调不好，整个教育事业就难

以健康科学发展，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是永恒的议

题。这里有需求、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但和谐、有

序、平衡是政策的施力点。第五，发挥最佳效益。体

系的整体效益不仅仅是一个投入产出问题，更是一

个推动社会经济按新理念发展的重大效益议题。其

中，内涵式发展是关键，各级各类教育要按本质属性

发展。第六，动态调节通畅。自适应调节、适时动态

调节是复杂系统良性循环的保障。新时代面对未来

教育、社会发展复杂性的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作用和计划、政策手段的关键作用需要综

合运用，要注重建立起通畅的能反映动态要求的适

应性反馈调节机制。

三、完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所涉及的重要关系

结构反映状态、体系反映关系，状态需要稳定、

关系需要柔性，结构体系建设就是聚焦教育内涵结

构匹配社会经济、体系自身流转通畅且适应社会主

动调节为目标开展工作。结构是体系的基础，传统

的教育体系建设是以结构为重点，甚至探讨的就是

教育结构议题，主要包括层次、类型、区域、形式等，

在不同时期纳入过学科、管理结构等侧重方面。在

教育全面进入普及化的今天，社会复杂性在增强，国

际竞争挑战加剧，特别需要增强对关系的研究。改

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城镇化发展态势、国际

化影响加大、新型教育形态产生、社会教育因素增多

等也开始成为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变量。

（一）需要处理好的四种基本关系

“十四五”期间，教育结构体系的定型完善工作

需重点处理好层次间、类型间、形态间、内外间四种

关系。其中，层次类型关系永恒存在，但常谈常新；

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教育理念影响，教育形态较

之于过去变化最大，新形态、新业态层出不穷；教育

与社会的融合是近年来教育发展的短板，而社会对

教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教育结构体系的理想状

态是结构问题反馈及时，体系通畅自动调节。

层次间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层次不断上升上。

当前，各级教育均进入普及化阶段，其教育内涵的特

征及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构成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

关键。高等教育跨入普及化门槛后，硕士、博士研究

生的发展规模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

类型间关系主要反映在多样性上。这些年教育

类型的复杂性陡然增加，各项改革也非常活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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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指向理论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差异性，具

体反映在普职结构关系、应用型本科转型、学术性学

位和专业性学位、学科结构调整等方面。

形态间关系主要体现在新形态不断涌现。20多
年前谈教育结构体系几乎不太涉及教育形态问题，

因为几大教育形式非常鲜明，那时候提得较多的是

管理结构。时过境迁，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

大变化，信息技术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手段，课

外线上教育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这些都需要我们

深入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

的局面如何架构，是新时代需要关心的议题。

内外间关系主要反映在教育对社会的适应上。

这是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教育规模庞

大和社会变革加剧的情景下也可以说是教育发展的

关键问题。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社会，教育与社

会的契合度还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当今

的教育不适应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结构问题，是教育

在结构上存在着与社会的不匹配问题。

当然，也还有公办、民办教育关系，它既可以归

为类型上也可以归为形态间，所指形式也不一致。

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

（二）人口流动和城乡结构是影响发展的重要

变量

人口变化、迁移聚集和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

有关，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布局，是制订教育规划的依

据点，是配置教育资源的基础。从短期来看，各年龄

段人口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级各类教

育资源的需求；从长期来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

将影响市场人力资源状况。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人口质量、城镇化水平

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城

镇人口比重由 1978年 17.9%提高到 2020年 63.9%。

近年来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大规模流动的

总体趋势存在，但西部地区人口流出现象正在得以

扭转。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 2010年到

2020年间，广东、浙江、新疆、西藏的人口增长率超过

10%，北京、重庆、贵州、宁夏、福建、海南在 5%至 10%
间，上海、天津、江苏、山东、陕西、河南、广西在 0%至

5%间，其他省和自治区为负增长［5］，总体上东部地区

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 0.7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6］。

“十四五”期间，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结构体系

和教育资源配置产生较大影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

数继续增长，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呈上升趋

势，2025年上升至 7 303万，期间增幅为 5.2%［7］。随

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国家主体功能区

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将促进城市群落的形

成，高级专门人才将向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聚集。

至 2035年以前，由适龄人口数量增长幅度看本

专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的压力并不大，这将有利

于实现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正好可以抓住契机，

主动调整结构，理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

与社会的融合，注重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

群众升学需求，特别要瞄向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新动

能的战略要求。

（三）教育国际化影响的变数加大

国际化是影响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因素。2017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万大关，且增速明

显，2019年高等教育来华留学在校生规模也达到

33.31万人。如此大的体量，必然影响到国内的教育，

影响到教育结构体系的状态及其调整。进一步来

看，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和美国对我国打压的加剧，国

际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 1万美元大关，按照

正常发展，预测将于“十四五”期间进入世界高收入

经济体行列。届时，国家、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考

虑问题的思路都会有所不同。这是推动我国教育国

际化的积极因素，但由美国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

却是阻碍因素。

开放是大势，任何封闭的系统最终必将陷入混

沌、走向死亡，这是由系统科学揭示出来的客观规

律。经济全球化是总的趋势，各国自然禀赋不同存

在比较优势、资本趋利的本质不变、科技创新能够降

低成本，这些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主动关闭，但也不能被动

关闭，高水平对外开放仍是努力方向。2020年 6月，

教育部等八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即表明了我们坚持改革开

放基本国策的决心和相关的政策要求。

我们要对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趋势、规模、结

构、形式等有所预研，对他们如何与国内教育体系衔

接融合有所预判。如面对疫情后大量留学生的未来

学业需求，可以考虑多通道多方式建立中外高校教

育合作——由我国高校与海外高校达成合作育人协

议，双方合作完成疫情期间归国留学生的学业；推动

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与国外院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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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因疫情中断学业留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推动

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建设，与国外大学合作，开展语

言学习和基础课学习，通过合作加强交流。这些都

是与结构体系相关的新变化，要注重这些通道、合作

的长期性和规范化建设。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既是改革开放参与者也是

受益者。面向未来，更要发挥先锋队和融合剂作用。

（四）社会和线上教育成为重要的参与因素

近年来，社会参与和信息化技术逐步成为教育

的内生变量，渗透、应用越来越广泛，他们与学校教

育的互补衔接成为未来教育绕不开的话题。网络社

会正在形成，课堂与线上教育界限甚至不再清晰。

一方面要重视发展。从办学实践看，教育与社

会的融合是高等学校面向的重大议题，“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背景下二者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是根本的路径选择，深入社会、解决实际

问题是高等学校育人和科研的重要方向；从信息技

术的推动看，长期以来政府的高投入在疫情期间发

挥了实际的作用，教育战线“停课不停学”，直接推动

了教育新形态。未来的教育模式改革探索将进入活

跃期。另一方面要规避问题。学校是育人主阵地，

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要主动思考各种衔接问

题，按教育规律办事，注意规避不良影响。

教育不简单等同于课堂教学。要关注未来教学

场景、教育模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线上、线下+实践”

的混合模式正成为未来教育的生长点。人们经常谈

到的线上线下教育的混合式教学，不能是简单地将

线下课程搬到线上，而是要利用线上教学方式特点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现因材施教。精品线上课

程虽不能完全替代地方院校的课堂讲授，但会使部

分教师的作用变成辅导讨论，从而推动教学模式发

生变化。只有不脱离实践的教育，对人的成长促进

才是全面的，高等教育需要直面社会遇到的现实问

题。将来的学校可能越来越关注资源共享，成为对

各方开放的平台，形成大教育办学格局。

四、新时代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建构的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向建设教育

强国的目标任务，面向教育新形态的不断产生，一个

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体系对于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而建立起这样一个结构体系，需要以解决现实问题

和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导向。

（一）在高等教育发展大逻辑下思考结构体系

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表明我国已经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就高等教育而言，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

是：第一，时代和教育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有面

向“两个大局”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高

等教育普及化向纵深发展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等

核心要素；第二，国家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来应

对，特别要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创新发展

新动能等；第三，高校以在找准自己在体系中的方位

来应对，聚焦办学和育人如何适应时代要求、自己的

特色和内涵发展模式等；第四，评价改革要做好遵循

新发展理念的护航工作，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引领，至

少也要做到适应，要引领和适应变化。

“十四五”期间，教育体系建设在教育高质量发

展中具有龙头地位，起着纲举目张中的“纲”的作用。

建设重点是制度性地形成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助推

国家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包容“理论性、实践

性、应用性、技能性”多元人才成长需要的高等教育

结构体系。

（二）以提升国家创新发展新动能为关键来建设

结构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使得高新

科技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核

心因素，创新及其产品实现愈显重要。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根本推动

力，中美战略博弈是重要变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是新增变量。

创新是赢得未来的根本出路。在世界竞争日益

加剧的今天，不进则退，学习跟踪模仿已起不到治本

的作用，必须通过创新来推动产业经济社会的根本

性变化。

创新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十四五”期

间，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抓关键、补短板［8］。“关键”能

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主要在科技创新和高水平开放

方面，“短板”是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聚焦在民生和创

新方面，所以创新既是关键也是短板。高等教育面

向新发展格局应该是全链条全方位的，创新无处不

在——高新技术产业是先导,核心技术需要突破；而

民生产业是稳定的基础 ,技术技能附加值也需要提

高。每所高校都要把培养创新人才放在突出位置，

根据使命定位和模式凝聚创新方向方式。要向科技

要经济、向教育要人才、向创新要未来。

“四新”是高校创新工作突破口。新工科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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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大学形成“复旦共识”，蕴含着

理科找出路。“工”其实就是“造”，理科找出路就是根

据科学原理创造出新的产品，进而进行批量制造形

成新的产业。之后，传统工科大学利用集约工程技

术优势也开始向新兴产业进军。这其实就是在推动

产业经济的升级换代，因此新工科的提出具有战略

意义。新农科、新医科与新工科有相近性，一方面生

物生命科学本身就是科研的前沿，另一方面逆全球

化思潮兴起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更使大家看到了绿

色生态、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生命全周期的重要

性，学科方向形态及与之相关的产业都在发生变化。

新文科既涉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自信等价值

观软实力，也涉及智能技术等科技元素的融入，教育

的内容结构方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四

新”涉及学科交叉及科学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将催生

新产品，形成新产业，能促进创新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工作者更需要明白发

展的方位点在哪里。

（三）以高校分类发展为牵引来带动结构体系

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中，高校的类型架构是

基础性的，因为它既是显性的也是可控的，关键是思

路方向要正确。从根本上说，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结

构性矛盾是教育发展需要面对的永恒问题，人才需

求变化与教育结构体系密切相关，但这是一个长期

的缓变量，只能做大的方向性或战略性判断。不仅

如此，办学模式影响着教学模式，高校类型还决定着

人才的培养方式。

从大的框架看，存在着学科性人才培养和应用

性人才培养两个体系的学校模式［4］。国外是这样，只

是各国界限分明程度不一，德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

分明与不分明的两级；我国也是这样，“双一流”建设

和应用型高校转型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两

大政策方向。产业的先导靠创新创造、产品的质量

靠技术技能，“心脏动力”和“血液循环”一样都不

能少。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阶段，产业结构

调整加速，高等教育社会需求增长迅速。从世界长

期发展态势看也是如此。我国未来高校人才培养的

层次重心将逐渐上移，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人才

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与产业分布的“三、二、一”结

构相适应，就业和人才培养结构也呈现出面向“三、

二、一”产业的特点。新需求催生新职业，高技能人

才、专业人才、研发人员等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人才将

成为未来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重点，卫生健康、人

文艺术等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的人才也将成为社会需

求的重要关切。

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社

会人才需求职业划分的对应关系相对紧密，如以文

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家、工程类院校培养

工程师、专科学校培养技术员、技校培养技术工人。

后来，社会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高校也更加综合化

起来，高等教育更加重视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格

逐步模糊起来。再后来，又有了“211工程”“985工
程”“双一流”建设等一流大学建设和新建本科院校

的转型发展及职教本科，两个体系的高等教育逐步

明朗起来。但是从实践层面看，两个体系似乎又罩

不住，如原行业特色高校就不方便归类于现在的应

用型高校，那他们属于什么？为此，笔者也曾经把我

国高等学校分为“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三类［9］，
其实是把大部分应用型归到职业型里面去了。

现在分析看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

人的人才规格划分还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大类非常

清晰，当然每一大类也包含多种学科、行业、职业。

核心变化在于科学家不完全是书斋型的了，工程师

有了研究的成分，技术员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部

分技术工人需要有高学历，另外社会职业的变迁也

在急剧上升。

因此，根据我国发展现实、国际走向脉络和学术

划分逻辑，可按“理论型、实践型、应用型、职业型”四

类来设计我国高等学校分类框架，当然这一框架不

包含艺术、体育等特色院校，每一类里也幅度不同地

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应该说明的是，不管哪一类院

校，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都应该包括，人才培养的能

力构成也均为知识、技能、思维力三要素，培养过程

也均有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两大基本环节，但在教

学安排中理论学习、实践运用、动手操作分配的学时

比例及培养方式明显不同。不同的侧重点是：理论

型高校以学理探究为方向，在科教融合中扎根中国

大地，主要包括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地方综合性院

校，要特别重视学生思维力训练；实践型高校针对综

合问题解决，在产教融合中实现科技创新，主体就是

实施工程教育的院校，学生培养侧重思维力和多学

科解决综合复杂问题能力并重，通俗地说就是过去

常常提到的工程实践能力；应用型高校重视知识应

用，突出融入社会开展技术服务与推广，具体说就是

近年来推动的转型高校，培养学生侧重把书本知识

应用到现实场景之中；职业型高校即高职，实现校企

合作“双主体”办学，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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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动手操作能力训练。

复杂而有序地不断提高，才是系统进化的标志。

（四）以制度性架构为方向来完善结构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均把教育部分

的引领句聚焦在“教育体系”上，说明体系建设正在

牵引着整个教育工作。而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得更为长远，把教育体系

放到了制度体制层面。教育体系“对内是路径对外

是标识”，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笔

者把它论证为基本教育制度范畴［9］。制度管根本，成

熟稳定的教育结构体系是长久大计。

教育体系结构建设是制度性建设，今后一段时

间将处于由成熟定型走向完善巩固的过程中。我们

需要把前面所说的内涵、活力、开放等状态要素架构

好，把衔接、融合、通畅等关系要素梳理好，在面向、

模式、布局等创新关键方面留有一定的探索空间。

要注重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开展

高校差异化创新评价。确立高校评价的通用标准和

标志因子，通用标准是各高校都要遵循的对基本职

能履责情况，标志因子则是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

核心所在。如在人才培养方面，知识传授、技能训

练、思维开发是高等教育高级专门人才的共同规格

需求，但不同高校对其的匹配要求不同。

（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

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81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

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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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A Luting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Beijing 100816）

Abstract: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based on structure and connected by relationship. The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ncludes elements such as structure matching society,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 smooth system flow, automatic and timely adjustment and so on. The research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direction and“exterior interior”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variables and future work focu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system should fac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structural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dustries, consolida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s impact on school running, strive to improve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ake“theoretical, practical, applied, vocational”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o develop.

Key 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al syste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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