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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中央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加强对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

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战略设计和集中部署，更加注重发挥教育、科技、

人才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政策演进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成章对教育、科技、人

才工作进行集中部署，释放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

信号。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战略任务中进行统筹部署成为二十大

报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2023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

改革”，强调“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深化科技体制、

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2024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重申“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并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构筑人才竞争优势”作出最

新重大部署。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提出：“教

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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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教育科技人才

工作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 

 高层声音 

 怀进鹏：聚焦三大类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聚焦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建

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实施“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持续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改革，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

协同，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聚焦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提

倡在政策资源配置上长期支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

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

鼓励青年科技人员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挑战科学“无人区”。 

——聚焦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

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打造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快

布局建设高等研究院，推动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促进高校科研

成果高水平创造、高效率转化。“量”“质”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4-8-8） 

 

 



4 

 

 专家解读 

 瞿振元：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意旨和路径 

第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既要认识三者

的内在一致性，又要看到三者的差异性。 

一致性：教育、科技、人才三项工作都是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根本目标，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根本目标和战略地位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三者之间的内在一

致性。 

差异性：教育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根本的价值追求是促进人

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科技

的价值追求是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

科技创新是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人才工作的价值追求在

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第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明确三者的

发展顺序、重点方向等内在逻辑和宏观战略。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成就，将教育、科技、人

才三要素进行一体化的有效整合，通过对发展顺序、保障力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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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等宏观战略的动态调整，变三者之间的张力为发展的合力，从而

产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第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抓好三者结

合的重点部位，特别是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建设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交汇

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着力做好这一重要工作，

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真正“一体”统筹、“一体”推进。

在体制机制上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改变过往三者分离的运行机制、探索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在政策支持

上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资金保障和管理上更加符合争创世界一流的发

展要求。 

第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教育要主动深

化改革。 

教育的改革，应该是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手段、

治理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高等教育要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

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增强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度。要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推动教育综合改革，

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落实好《决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把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和永恒主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 

（摘编自《中国教师报》202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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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加快推进“双一

流”高质量建设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征和内在

规律。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均是国家创新

体系的核心子系统，三者紧耦合、强共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综

合考虑教育发展的前瞻性、长期性，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复杂性，

以及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教育、科技、人才既要在空间上集聚、支撑

与发展，更要在时间上响应、融合与引领。 

树立“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大教育观”，以“大教育观”推

动“双一流”高质量建设。北京理工大学以“大教育观”引领“双一

流”高质量建设，主要聚焦“三个自主”协同发力。一是加快构建一

流学科体系，二是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三是全力推动科技自

立自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23（8）） 

 卢建军：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 

加快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教育是基础和

先导，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是动力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则

是产业根基。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关键。教育科技人

才三位一体推进，就是将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

动力“三个一”结合起来，落脚点就是要推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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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深度融合必须坚持企业为主导。企业作为需求、投资、管

理、转化四个主体，联合研究型大学在大学区域内建立四主体一联合

新型研发中心，着力建立应用牵引基础研究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到产业研发的创新链，开展有组织研发，解决企业“卡脖子”

难题，支撑世界一流企业创建、增强企业原创技术策源能力。 

推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举措。一是构建新型“一

中心、一孵化、两围绕、一共享”模式创新联合体。二是切实完善联

合研究院管理运行机制。三是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通社会金融

资本，建立校内外技术经纪人队伍，根据成果差异合理确定转化路径。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24（6）） 

 吴正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与高等教育改革策略 

1.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的高教改革重点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培育时代新人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一是

高教系统须秉持更加多元开放的大教育观，在教育教学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上进一步走出定势、以立促破。二是高教系统必须秉持大科技观，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进一步立足禀赋、以新化旧。三是锻造赋能社会进

步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高教系统须践行大人才观，在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中进一步多点联动、激发活力。 

2.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推进的高教改革进路 

一是构建以高质量教育体系牵引人才赋能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

的崭新格局。推进“三位一体”组织方式变革，全领域破除深层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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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障碍，聚势从局部探索向系统集成转变。二是构建以高水平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对接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战略支点。牢牢把握科技

命脉和发展主动权，全链条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聚智从破冰突

围向自立自信转变。三是构建以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科教融汇与产教

融合优化联通的适配系统。形成战略科技力量和产才融合格局，须全

方位激活创新主体和人才活力。（江南大学党委书记） 

（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202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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