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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根本保证、根本任

务、培养目标、价值旨归、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着力点及基础工作等重大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具有突出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

完善的系统性等理论特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做出了原创贡献，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了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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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工作。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围绕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

成了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

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

核心要义

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工作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

系。只有正确认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才能准

确把握其精神实质。

（一）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事关国家发展和

民族未来

习近平对于高等教育在国家和民族中的重要

地位曾作出过明确表述。他提出，高等教育是衡

量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1］办好高等教

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2］当前，我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等教育的

智力支持，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

候都更加强烈。［3］376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

国家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发展中国

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国家

的兴旺发达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发展

在根本上是靠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人才的培

养必须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高校每年直接

向国家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几百万毕业生，为国

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资源。习近平对

于高等教育在国家和民族中战略地位的论断，标

志着我们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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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

习近平高度重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他强

调，要办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4］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高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是

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高校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前沿

阵地，高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确保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

领导有利于凝聚团结各方力量，确保高校思想不

乱、方向不偏、行动有力，努力实现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教育

的最本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我们要善于把我国

高等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成功转化为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专业化高素质人才的能力。高等教育由

谁领导、如何领导的问题，这将直接决定着高校办

学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

根本上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也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只

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大学。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凸显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

（三）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强调，高等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立德树人是高校

的立身之本，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工

作的中心环节。［3］376-3772018年，他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高校要把立德树人有效地

融入到学校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各个

环节，切实做到坚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

根本，“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

作的根本标准”。［1］2022年，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再次强调，“立德”是高校育人的根本，要认真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5］34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讲话，

深刻论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

人，并科学阐释了“立德”和“树人”两者的辩证关

系。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于“树人”，即培养人

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人才培养目标中，“立

德”是第一位的。人无德不立，立大德方能成大

才。“立德”是“树人”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就高

等教育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出

了明确要求，要在增长知识见识、加强思想品德修

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奋斗

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6］

（四）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习近平强调，高等教育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要求达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7］高

校“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6］习近平在不同时期对“德智体美劳”五个方

面分别作过详细阐述：关于“德育”。2018年 5月，

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高校培养人才

一定要把“育人”和“育才”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其

中“育人”是人才培养的根本。正所谓人无德不

立，育人的根本就在于立德；［7］关于“智育”。2017

年5月，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广大青年

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

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

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8］关于“体育”、“美

育”和“劳动教育”。2018年9月，他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提出，学校要更加重视体育课，促进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健全人格；学校要

重视学生美育工作，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

断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学校要教育学生弘扬劳

动精神，培养学生热爱劳动，懂得劳动光荣的

道理。［6］

（五）高等教育的价值旨归：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5］34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立场

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

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教育是我国重要的民生问

题，关乎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寄托着千家

万户对未来的期望。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

顶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办好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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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贯彻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新时代十年，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达到了2.4亿，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是

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劳动力

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在教育方式、

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服务国家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我国一批大学和

学科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高等教育整体水

平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9］

（六）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

习近平强调，我国特殊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

国高等教育只能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要扎根

中国大地办大学。［3］376我国高等教育绝不能照抄照

搬一些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套用国外大

学的标准来评价我国的大学，而是要立足我国具

体国情和实际，扎根中国大地，要走出一条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10］他的这些

论述深刻表明，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才是适

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路线。对于

我国高等教育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国高

等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

情来发展，立足于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资源，以满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使命，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度教育发展道路。

（七）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四个服务”

习近平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必须

同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也必

须同国家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紧密结合起来，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376-377这“四个服

务”，是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

高等教育坚持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人民至上的

理念落实贯穿到高等教育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

环节、各个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实现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坚持为党治国理

政服务，就是要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努力培养参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充

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高等教育坚持为巩固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就是要充分了解

和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

要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加强制度理论和实践研

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高等教育坚

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是

要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努力培养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时代新人。

（八）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

力。习近平强调，“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11］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

出，要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管理和评价体

系，健全“三方”育人机制。［5］34他强调，创新是新时代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第一动力，高等教育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养造就一批拔尖创新型

人才。他要求，在全国教育系统中，高校要当好教

育改革的排头兵，率先进行教育改革，紧密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形成既有活力又有效率、更

加开放且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12］175新

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依靠改革创新，只有通过

改革创新，才能有效清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才能进一步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

展活力；通过改革创新，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经济社会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新时代新征

程，高等教育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摒弃不符合时

代和社会要求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模式，充分激发

高校广大师生的创新活力。建立以原创贡献、成

果转化、战略需求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重点推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

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优势学科，着力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

（九）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着力点：“双一

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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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

人数以及每年毕业生人数均位于世界第一，但是

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质量

和效益在同步增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1］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即“双一流”建设），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

要着力点。［13］这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虽然我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

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阶段

进入普及化阶段，但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整体上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坚持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的必要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为了加快推进新时代

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决定实施“双一流”建

设重大战略，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着

力点。新时代加快“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吸收

先进办学经验，创新治学理念，转变发展模式，以

培养一流人才为根本，坚持走以高质量为目标的

教育发展道路。

（十）高等教育的基础工作：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

习近平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在高等教育中

的地位作用。他强调，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高校

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高

等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是努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

伍。［1］习近平还对高校教师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如何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确立了目标。他指

出，高校教师要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学相

长，要努力传承好先进思想和知识文化，树立共产

主义信念，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要坚决拥护党

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把“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作为自己的职责使命；高校要重视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3］377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民族振

兴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希望在教师。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教师。要促进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必须要有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高校教师队伍。

二、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

理论特质

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

想深邃、论述精辟，具有突出的人民性、鲜明的时

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完善的系统性等理论特质。

（一）具有突出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属性。

马克思主义把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历

史使命，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

标，矢志不渝为人类谋幸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语境下，人民性在本质上要求必须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群众

观点，走群众路线，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

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成效检验

标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存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整体上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

离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期盼还有一定差

距。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立足我

国高等教育实际，坚持人民的根本立场，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断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新

期待，把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价值目标。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

其重要论述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将新时代高等教育

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出

要修好品德，丰富学识，增强体质，健全人格，提高

审美，热爱劳动。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

标，遵循了人的发展规律。

（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一切思想理论都是时代的

产物。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

的系列重要论述，是站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

位，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发展

形势和发展规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国内外形

势变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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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在不断变

化发展的。时代性表现为过程性、阶段性、变化

性、发展性。它在本质上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必须

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去认识世界。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具体表

现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整体质量和水

平还不够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还存

在较多不满意的地方。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提出，我国高等教

育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加快“双一流”建设，

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努

力地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这既是新时代我国高

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时代需要。习近平强调，改革

创新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高等学校要做好教

育改革的排头兵。［12］175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

（三）具有浓郁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或

民族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民族性是在长期的民族文化思想

影响和历史实践养成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

义认为，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具体不同的特点，并

且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特

点。这就决定了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矛盾

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民族性的实质就是特殊性。与其

他国家相比，我国具体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特殊

的现实国情，这就决定了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须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历程，我们先后学习

照搬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由于历史

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模式在我

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因“水土不服”最终以失败而告

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内涵式发展，加快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推动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我国高等教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是一条正确、成功之路。在习近平关于高等

教育的重要论述中，他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扎根中国才能

更好走向世界”。这些新理念、新主张体现了浓郁

的民族性特征。

（四）具有完善的系统性

系统，是指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稳定

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性体现了全面

性、结构性、层次性的思维逻辑。系统性在方法论

上表现为系统观念、系统思维。习近平明确指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4］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全面地认识问题、解决问

题，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重

要论述，是一个内容全面、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

理论体系。从内容上看，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

重要论述涉及到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

展的方方面面，深刻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

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

从结构和层次上看，在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中，提出

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通过加快“双一

流”建设为着力点来推动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习近平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战略

部署，又对高校改革创新、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成

长成才提出具体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既要吸收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

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既谋划了战略部

署，又提出了具体举措；既有宏观眼光，又有微观

视角。既谋划长远，又着眼现实；既放眼世界，又

立足中国。

三、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

价值意蕴

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发展马

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做出了原创贡献，为新时代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提出了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做出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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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思想

的基础上，围绕高等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做出了原创贡献。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马

克思提出，教育的理想状态是智育、体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15］列宁提出，青年大学生要与工农共同

劳动，将理论应用于实际。［1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先后提出“三育”方针、“三个

面向”和“四有新人”、“四育”方针。毛泽东提出，

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既有政

治觉悟又有知识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7］邓小

平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18］要努力培养学生成为既有理想、道德、知

识，又有体力的人。［19］江泽民提出，“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在继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思想

的基础上，习近平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创造性地把

“劳动教育”明确纳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系。

他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关于教育的发展方向问题，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先后提出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服务

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等思想观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

进一步创造性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坚持

“四个服务”。这些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

想的新境界。

（二）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

的竞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培养

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

长远发展大计。”［5］36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要

阵地。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高

等教育提供有力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从1949年的0.26%，提高至2021年的57.8%，从

全部在校生不足 12万人到规模世界第一，高等教

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1］但是需

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规模、结

构、质量、效益不够协调的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应有作用未得到

充分发挥。习近平立足我国具体实际，准确把脉

高等教育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观点。围绕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发展动力

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内涵式发展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必有之路。要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

发高校内在动力与活力。

（三）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了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

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纷纷争先抢占科技和人才高

地，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习近平明确提

出，中国高校要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新路。“双一流”建设，必须要坚持中国特

色。我国的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完全复制

别人的模式，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办好

的。［12］174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现状，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是多

样化的，不存在两条完全相同的道路。这是因为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道路，既具有由大学的共同

逻辑与基本规律决定的共性，也具有由大学的生

活环境与影响因素决定的个性，呈现出以共性与

个性辩证统一为基础的多样性。”［22］“中国特色”是

个性，“一流大学”是共性。“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充分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国特

色”的个性表现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型人才，

坚持“四个服务”。同时，习近平也非常重视吸收

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正确认识“扎根中国大地办

大学”与“吸收世界先进经验”的辩证关系。他指

出，我国高等教育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先进

的办学经验，更要立足国情、立足自身实际，遵循

教育客观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2］114要把融

通中外与扎根中国紧密结合起来，既要扩大对外

交流，开展高水平合作，更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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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中国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构建以中

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对于高等教育的深刻论述，为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提出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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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Meaning,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Xi
Jin gpin ’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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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proposed a series of original new ideas, new

thoughts and new viewpoints to solve such major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s the important status, fundamental

guarantee, fundamental task, cultivation objective, value objective, development path, development direction, development

motive force, development focus and basic work, and etc., which have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utstanding popu-

lar, distinctive times, rich nationality and perfect systematism. It has made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provided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put forward a Chinese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Key words: Xi Jinping; higher education; important exposi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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