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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with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chanism,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talent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as subsystems, by strengthening campu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e will improve the space, 
equipment and environment need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latform-talent (team)-project” in an all-round way, ensure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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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质转型升级的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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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高校由量转质升级过程中，深度分析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与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构建以协同规划
机制、教育教学与科技创新融合机制、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和协同发展保障机制等为子体系的协同发展机制，通
过强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完善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设备、环境等，实现全面提升
“平台—人才（团队）—项目”的协同发展，保障高校更好地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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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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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当

今，高校作为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重要聚集地，其高质量发

展对于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高质量

发展，教育、科技、人才可谓是“最大创新资源”[2]。坚持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才能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校各项工

作协调发展。

自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教育界各层人士在研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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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瞿振元从近现代世界教育、

人才、科技三大中心转移的历程指出，后发型国家在教育、

科技、人才是有机统一和相互支撑的实施路径应该有别于先

行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教育的全面

价值观才能实现国家整体性、长期性的超越 [3]。南京师范大

学顾建军提出秉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理念，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提供教育基础 [4]。怀进鹏在 2024 年 7 月 19 日中

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着重介绍了如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5]。其中，他特别指出“当前，教育‘量’

的短板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质’的提升成为紧迫的要

求”。这基本符合当下许多普通高校经历十八大以来，在包

括校园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方面的发展

现状和迫切需要，基于量质转型升级这一背景，以系统观念

来探索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高校中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

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场所，其高效的运行管理体

系为教育教学、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教育、

科技和人才的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直接关系到高校的高质量

高水平发展。

2.1 教育是基础
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协同发展，教育发挥着关键基础

性作用。在高校中，一方面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活动，培

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为科技创新输送有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不断提

升师资队伍水平，培养师资队伍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从而反

哺教学和科研水平。

2.2 科技是动力
科学研究作为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既能通过将先进

的科技成果可以融入教学内容和方法中，推动高校教育的改

革和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又能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创新

提升高校人才队伍水平，为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机遇；还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融

合，完成高校社会服务这一职能。

2.3 人才是关键
人才是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高校中，人才既

是培养社会人才的主要力量，本身也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

力量。人才队伍建设从学生质量培养到自身师资队伍的引、

育、培，都是高校各类资源建设任务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关

乎高校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

3 量质转型对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的要求

3.1 教育质量提升
在量质转型升级关键期，高校教育教学水平的关键评

价要素即人才培养和输出质量。人才培养和输出质量的提高

应更加需要注重培养学生自身的理论知识汲取和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过程培养提升，以此满足社会对高

素质人才的需求。

3.2 科技水平提升
高校发展水平的评价要素之一是科技创新水平。高校

作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之一，拥有社会难以达到的人

才聚集和高水平高精尖设备设施资源，应加强科技创新，提

高科研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3.3 人才质量提升
高校作为输出人才培养以外，还要持续吸收和培养自

身的师资队伍，要通过持续的教育教学改革来不断优化各层

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高层次人才，同时还要注重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的引培工

作，为高校人才库注入新活力，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4 “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4.1 建立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规划机制
高校的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就是制定高水平的长远

与短期相结合的发展规划，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将教育、科

技、人才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实现协同发展。具体包括：

一是在统一协调领导下，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协同发展的总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分领域发展目标，确定

一段时期内的战略发展重点。

二是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协调沟通机制，通过例

会制、月报制或其它方式，高效、准确和及时的开展信息交

流、经验分享，并最终完成问题的解决。

三是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统筹包括资金、人才和

设备设施等资源的配置，打通各领域之间的政策壁垒，实现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互融互促，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4.2 完善教育教学与科技创新融合机制
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教学和科研从来都是相

辅相成。对于普通高等学校，需要将教学和科研深度融合机

制持续完善。

一是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

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中，

明确增加科技创新的相关知识点和技能要求；打破学科界

限，设置融合教育教学与科技创新的跨学科课程；根据科技

发展的速度和趋势，定期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和调整。

二是持续开展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可以将科技创新项

目通过项目式教学方式对学生开放，可以通过探究式教学方

式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

三是通过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持续研究，通过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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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技术引进，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

设等，不断强化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之间的深度融合。

4.3 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协同机制
人才培养质量既取决于教育教学质量，也离不开学校

高水平科技创新。

一是要强化产学研合作教学模式，将企业等社会资源

纳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缩小教育教学和社会需求之

间的差距，实现高校与社会企业互利共赢的目标。

二是建立面向各类人才培养的科研平台共享机制，一

方面可以依托科研平台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设立

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本科生和研究生，以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平

台建设。

三是建立面向高水平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评价体系。

通过引入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建立多元化

人才评价体系，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提高教师人才队伍的科

研积极性。

4.4 构建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
在高校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过程中，包括政策、

资金、设备设施、后勤用房以及评价等保障机制的建立缺一

不可。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保障高校教育、科技、人才协同

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套行之有效、严谨科学的政策体系，能

够打通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之间的相关壁垒，形成跨学科、

跨领域、跨部门协同机制，为一体化统筹发展保驾护航。

资金足额投入和合理配置是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协

同发展的经济基础。高校在开展中长期建设和安排年度预算

时，需要统筹安排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资金投入，切忌

三个领域各行其是、独立投资。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

直接关系到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充分度。高校除财政资

金投资外，还应对外建立联合发展基金机制，鼓励校友团体、

科研机构和社会企业共同承担高等教育中的科研项目攻关和

高水平人才培养，充分发挥和提高各类资金的使用效益。

公房资源在高校发展过程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如何合理配置该资源是当前各高校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而

影响公房配置是否到位的重要因素是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在

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满足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时，公房

资源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效益评价机制来保障其配置是科学

可行、公平公正的。

设施设备共享机制建设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

发展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的重要举措之一。高校实验室、高

校的各类高精尖仪器设备一方面要满足高校在教育和科研

过程中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向社会企业开放，为企业的科技

创新提供支持；社会企业可以作为高校的社会实践基地，面

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为人才培养提供一线实践机会，实

现双赢。

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是作为闭环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能够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运行中发挥出

积极的推动作用。教育教学有质量评价体系、科学研究有项

目绩效评价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则有绩效考评体系，三者之

间应该是相互嵌套、相互促进的关系方能正向推动高校的高

质量发展。

以民航系统某大学为例，综合分析学校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新要求，学校当前发展中面临一些问题，诸如向上“突

破力”不强，横向“辐射力”不足和向下“支撑力”不稳等

方面。该校在面临民航运输业和航空制造业“两业”深度融

合、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在国家一

流学科、国家科研平台和国家级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

力，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断创新，带

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在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和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上屡创佳绩。该校深刻认识到，建设

教育强国，龙头是教育，要书写好交通强国民航新篇章则离

不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和高素

质人才队伍 [6]，只有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

能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民航大学这一总目标。

5 结语

量质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通过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以系统观念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明确教育、科技、

人才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机

制，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

培养；加强与企业、政府等外部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

作联盟，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同时，

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协同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要强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科技、

人才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设备、环境等，通过“筑巢

引凤”实现全面提升“平台—人才（团队）—项目”的协同

发展。如此，高校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优势，

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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