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①对这一命题的科学阐述与准确把握，不仅

是研究和认识教育规律的理论要求，也是改造现实、推动发展的实践需要。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提出了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深刻阐明了教

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五对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五方面战略任务和重

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鲜明指出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深刻回答了新时

代新征程为什么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

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规律

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

作者简介：任羽中，北京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北京，100871。
① 夏伟、成林：《马克思教育思想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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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羽中

摘 要：总结提出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规律

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发展，是重大的理论集成创新。

深刻理解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任务、目标要求和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就

必须准确把握教育的三大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具有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

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等六大特质，这是教育三大属性的具体

要求。正确处理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五对重大关系，要坚持系统观念，也必须把握好教育的三

大属性。

关键词：教育的政治属性；教育的人民属性；教育的战略属性；教育强国；马克思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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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三大属性的丰富内涵

教育的政治属性，是由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所决定的，是教育活动的本质规律。古今中

外，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列宁指出，不承认教育的政治属性是“资产阶级的虚伪

表现之一”①，“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②。教育的政治属性体现在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大是大非问题。2018年 5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

学考察时对教育的根本任务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③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语

就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规定。”④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精神，必须深刻认识到政治属性是教育的首要属性，持续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教育的人民属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2012年 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更好”回应人民关切，排在首位的就是“更好的教育”。习

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

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⑤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事业是人民的教育事业，即一切从人民的利

益出发，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教育的人民属性具体体现在人民是教育事业的出卷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教育工作者是答卷人，要从人民需求出发发展教育，要把人民满意作为评价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

教育的战略属性，是由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决定的，是教育活动的时代使命，在整个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教育牵一发动全身，影响深远。一百多年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及“学校”的篇目最多，“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

皆归本于学校。”⑦ 20世纪中叶以后，教育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作用更加显著。邓小平指出：“一个十亿

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

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

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到学校考察工作，都会强调

教育的战略意义。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教育从来

①《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6～387页。
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9页。
③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59页。
④ 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求是》2024年第17期。
⑤《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人民日报》
2024年9月11日。

⑥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⑦《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
⑨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37页。

22



论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教

育的战略属性在新时代新征程得到深刻彰显。

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是教育规律、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系统集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穿了“三大属性”这条主线。准确把握“三大属

性”，是理解教育强国特质和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建设教育强国所必需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是实践教育“三大属性”的具体要求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言中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

国的宏伟蓝图，深刻阐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保障、根本任务、重要使命、基本路径、核心功能和最终

的落脚点。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这一蓝图进一步凝练为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思政引领力、人

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科学解析“六大特质”的理论来源与实践

要求，要把握好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

（一）思政引领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教育三大属性的集中显现

教育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要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事业必然同中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

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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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树立这样的坚定理想信念，离不开强大的思

政引领力。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增强思政引领力的意义

更加显著。

思政引领力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保障。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无产阶级

脑海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因此必须加强理论教育，“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

主义的自发趋势”①。青年学生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从理想状态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对待

是非、正歧的判断力还不够强，很容易被误导，“倾向于对具有突出经验性的资产阶级理论发生兴趣”②。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有强大的引领力，既要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又要对有误导性的错误观念

予以一针见血的批判，确保育人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思政引领力也是教育的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要求。毛泽东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

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

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③人民群众希望下一代“有出息”

“有担当”，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青年一代的道德期待，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

取向，决定了每一个家庭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①《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② 鲍金、冯显婷：《作为意识形态之要件的灌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向一般性意识形态灌输论的扩展》，

《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6期。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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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竞争力直接体现了教育的战略属性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劳动力水平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高精尖技术领域的战略科技人才已经成为决定国

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谁能培养汇聚一大批顶尖科技人才，谁就能占据世界科技制高点，进而掌握发

展主动权。邓小平曾有论断：“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①掌握发展主动权归根结底是要

靠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人才竞争力塑造国际竞争力。

从当下国际人才竞争格局来看，自主培养是中国人才战略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正在从“超级全

球化”转向建立在主权经济体之上的“有限全球化”，②由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小圈子”限制了人

才的全球流动。于是，英法德等传统强国定向吸引部分国家的人才，日韩选择自主培养与国际合作“两

条腿”走路，每个国家都在根据国际人才流动的新形势制定最符合本国实际的人才战略。③中国是后发

国家，吸引人才的条件还不够强，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

需求又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才战略必须重视自主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④。

（三）科技支撑力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和民生价值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教育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础。在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一些国家在技术上与强国产生“依附关系”，其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

价值链中低端，发展政策的内外部掣肘因素很多，制约其现代化进程。⑤而且，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教

训表明，技术上的依附也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受制于人”，因为消费品价值、粮食安全等民生问题无一

不与科技相关。科技不仅是国家战略的支撑，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根本上说要靠基础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

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这类大学普遍具有较为悠久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办学传统，开

展基础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基础研究要秉持“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需要强大的精

神信念和日常的氛围引导。相较于企业研究机构和科研单位，高校的学术氛围相对宽松一些，节奏相对

“慢”一些，在探索性、积累性研究方面具有相对适宜的文化条件。此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丰富的学科

门类也为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从世界经验来看，学科门类齐全的地方，往往就是孕育

交叉创新的沃土。这也是大学涵育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

（四）民生保障力呼应了教育事业的人民属性

教育事业的社会覆盖面非常广泛，是社会民生之首。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党的一切

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抓好教育的民生保障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责任。

教育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都息息相关。一个国家要提升文明程度，就必须提高人民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②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东方出版社，2021年，第148页。
③ 参见秦琳、姜晓燕、张永军：《国际比较视野下我国参与全球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形势、问题与对策》，《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8期。
④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14页。
⑤ 参见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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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素质，抓手是教育。经过 70多年的努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仅成为中国家庭的共识，而且是头

等大事。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49.83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 2.91亿人。①我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学生的能力、品行养成和升学就业，关

乎千万家庭的生活。因此，促进教育公平与实现教育普及、提升教育质量同等重要，加大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均衡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五）社会协同力是对教育战略属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教育事业被置于“民生”部分进行部署和安排。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教育、科技、人才统归于第五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用一个独立的部

分来阐述，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协调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教育

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战略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教育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发突出，已经成为勾连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心枢纽。除

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近年来提出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家校共育概念，都突出了教育的协同作

用。增强教育强国的社会协同力，就是强调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枢纽性作用，形成教育与经济社

会协同发展、共生互动的能力。

（六）国际影响力体现了教育在对外开放中独特的战略角色

教育在汇聚全球创新要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一些强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

中心、世界人才中心，核心原因在于他们依托高等教育打造出了汇聚创新要素的“强磁场”。爱因斯坦、

奥本海默、冯·布劳恩等全球顶尖人才的流动都是在高水平开放的大学间进行的。正是他们的加入，极

大推动了美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大胆吸收和借

鉴当今世界的一切创新要素，不仅要“出去学”，更要“聚天下英才”。

教育是促进人文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特别是高等教

育，在促进中外科研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等方面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既要鼓励更多中国学生走

向世界，也要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学习，使其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世界与中国，并把想法和体会分享

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教育事

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教育的普及是我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办法，教

育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劳动者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迫切希

望破译中国发展的教育密码，“中国教育”有望成为新的全球公共产品。

三、教育的“三大属性”是正确处理“五对重大关系”重要遵循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正确处理

“五对重大关系”，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对五大关系的认知和处理事关教育强国的建设进程与建设水

①《截至2023年 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人民日报》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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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我们必须以教育的“三大属性”为遵循，把握其中的对立统一，抓住主要矛盾。

（一）正确把握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要体现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的统一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教育要满足民生需求，既要提高质量，又要聚焦解决教育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归根结底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做支撑。

教育是提升国家实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激烈的国际形势，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要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持续优化科研布局和人才结

构，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不断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

展。发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统一。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不是要在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之间“求交集”，而是把握其中的辩证统一，实现“求并集”。教育工作

要增强政治意识，把胸怀“国之大者”与解决民生之忧结合起来，以国家发展支撑教育发展，以教育发展

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力量、科技力量，实现发展链条的闭环。

（二）深刻理解教育的人民属性，正确把握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教育人民属性的重要理论渊源，它要求教育工作既要使个人掌握先进的知

识和技能，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最终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

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真才实学。”①人无德不

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培养辩证法。马克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指出“把

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②。社会主义是要促进实现人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要处理好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1957年 2月，毛泽

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

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我国教育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历

次修订也体现了“全面发展”的重要考虑。④

学习知识是学生的本职，只有在学校期间勤奋学习，才能通晓天下道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夯实成

长成才的基础，获得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但学生光有知识学习还不够，还要靠德育涵养优秀品德、美育

①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62页。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④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

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提出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继续坚持这一规定，强调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
方面全面发展。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021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
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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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陶冶高尚情操、体育打造健康体魄、劳育磨砺奋斗精神，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处理

好这一重大关系，要深刻理解教育人民属性的要求，坚持五育并举，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当

前很关键的一项任务是要扭转“分数至上”的不合理评价导向，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三）科学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

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是教育战略属性的最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关于教育

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

的。”①培养人才是教育的核心职能，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

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其中的“用”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只有在社会

发展中才能检验。王充《论衡》中提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②。黄宗羲曾批评他所在时代的空

谈者：“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③这其中的“郡邑之大利”就是社会需要。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理论界围绕教育“适应论”“超越论”曾展开过一场跨越世纪的辩

论。④一种声音认为，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另一种声

音认为，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引领知识创新，培养出能改造现存世界的人。事实上，卓越人才培养和满足

社会需求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适应”和“超越”的二重性交织融汇在教育活动中，二者分别

是对教育战略属性的现实意义与发展意义的概括。

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要回答“教什么才有意义”的问题。一是

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把握其中的源与流，从源头和底层思考问题；二是紧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完

善学科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发挥好交叉学科在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

不断提升人才供给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适配度。

（四）准确理解教育的政治属性，正确处理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

平衡好活力与秩序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上历久弥新的话题。新中国 75年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归结到

一点，都是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

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⑥教育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深深嵌入社会发展进程，

既能影响社会，又受到社会的影响。要在这种影响与被影响之间平衡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就要跳出教

育看教育，特别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教育系统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阵地，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毛泽

东曾有过担忧：“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

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⑦从现实看，教育工作的秩序不仅是指具体的教

①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60页。
②〔东汉〕王充：《论衡》，岳麓书社，1991年，第357页。
③《黄宗羲全集》第2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3页。
④ 参见冯向东：《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意味着什么——对教育“适应论”讨论的反思》，《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

第 4期。
⑤ 参见李友梅：《秩序与活力: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平衡》，《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38页。
⑦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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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秩序，更重要的是要有风清气正、健康积极的氛围，不断壮大主流思想、主流价值，挤压错误思想的传

播空间，使教育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学校成为真正培养人的场所。

活力与秩序，是“发展”这枚硬币的两面。要想为教育事业添动力、增活力，秩序是前提，关键靠改

革。学校是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主要场所，应该是富有活力和朝气的，特别要在教育教学模式、科研

组织方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主动革新，激发师生创新创造力，接续不断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五）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要体现教育政治属性的引领作用

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这对关系的核心原则，就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聚焦中

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使教育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这既是教育政治属性的内在要求，也体现

了教育政治属性对其他属性的引领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

大学”①的方针，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将高校数量调

整到 182所，新设立了一批工科院校和医学、农学、林学、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院校，初步

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步入高速发展期，在“科教兴国”战略引领下，

党中央对高等教育重新谋划，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促进高等教育实现规模化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教育事业也站上了新的起点。面对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教

育事业更需要坚定文化自信，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

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

等中国著名学府。”②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又强调：“人才培养体系必须

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③这是对扎根中国大地与借鉴外国经验之间关系的权威论述。加强国际交流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但

前提是坚持以我为主、坚定文化自信，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教育的政治属性，源自教育对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等）的根本性影响，深刻

反映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定位和奋斗方向；教育的人民属性，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

“底色”，阐释了教育人本性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

以贯之的坚定立场；教育的战略属性，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趋势的科学判断，是助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三大属性”是把握教育强国“六大特质”

“五对重大关系”的主线，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时代化

的最新成果，必将为指引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彦姝

① 施晓光：《探索奋进，砥砺前行》，《北京大学校报》2024年10月1日。
②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57页。
③ 习近平：《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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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Zhu Andong, Mao Xiaohua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s that by the year 2035,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ll be

fully established. It has made overall deployments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economic structur-

al reform,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at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higher level, and higher goals. The core of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o promote a bet-

ter integra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founda-

tion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adhere to and implement the "two unswerving", and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all forms of ownership.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or-

dinate in-depth reforms and high-level openings, and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Keywords: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i Weijun, Hao Jinbin

Abstract: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mmon prospe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

quality common prosperit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adhere to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dhere to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streamline the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 adhere to open development and broaden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persist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Political, People-centered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Ren Yuzhong

Abstract: Introducing "three major implications" marks a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se implication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ar-

get requirements and key relationships that need to be dealt with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have "six major

traits", which ar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major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Grasping the three

major implications also helps to correctly handle "fiv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

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people-centered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strategic im-

plications of education;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Marxist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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