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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刚：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3 月 7 日上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委员进

行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石泰峰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今天会议，听取委员发言。

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

士田刚作了题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这是田刚委员代表民盟中央作大会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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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的

重要任务。国之命脉，重在人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无论从规模上、结构上，还是质量上仍不适应新发展阶段

的总体要求。尤其是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人口

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等背景下，国家对拔尖

创新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前所未有的迫切。

调研发现，我国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体系结构、评价机制和办学自主权等方

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此，建议：

一、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和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合理衔接、不同

层次学校贯通培养、教育领域内外协同育人，构建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

特别是贯通培养具有连贯性和周期长等特征，更符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和高水平

科研成果培育规律。应注重发挥本科与研究生贯通培养的优势，探索在部分学科实行

本硕、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教学

内容与教学环节等方面加强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引育中的主体作用。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

引导高校与国家级科研机构、头部科技企业合作，或者独立建立若干基础学科、前

沿科学研究中心，科教融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持高校在全球人才市场上配置优

质人才资源，着力引进享有盛誉的战略科学家和极具创新潜力的青年才俊。相关部

门打破壁垒、共享资源，建立健全海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降低申请“中国绿卡”

年龄、居住时长等门槛，逐步扩大申请人类型。

三、建立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相符合的高校分类评价体系。长期以来，一些国外大

学排行榜成为我国高校竞逐的“标杆”，很多高校为追求更高排名，注重“生产论文”

而忽视实际贡献。应尽快组建跨部门专家团队，建立中国特色大学权威评价体系。



46

行业动态
COMMUNITY UPDATE

46 中国数学会通讯   2023 年第 2 期 

评价体系应体现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导向，既为国家决定资源投入、评估办学效益

提供依据，也能满足社会在评聘人才、岗位招聘、高考择校等方面的需求。应按不

同大学的办学定位设计分类评价体系，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以引导高校形成

自身的特色优势。比如研究型高校，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的成效为主；应用型高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为主；

职业技能型高校，以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职业技能开发的成效为主。

四、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政

府行政监管与大学自主办学边界，明确规定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范围，推进权力

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建设，依法依规办学。完善高校招生、教学、评估、投

入等相关政策体系，赋权高校自主设置和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点，自主管理教师编制、

调节教师职称职级比例结构，自主决定教师聘任及确定薪酬分配等，以充分释放高

校办学的生机活力，激发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来源：新华网文字实录、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