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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大原则　实施三大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独立章节

进行谋划部署，使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提升到新

的高度。[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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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第一”原则、三大战略的重要论述，表

明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

科教融合的实践安排。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需要紧跟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三大原则，深

入实施三大战略，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行动方案和实践思路。

坚持三大原则，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遵循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三大原则，需要厘清科技、人才与创新三者的逻

辑关系。高质量教育体系是科技力量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要素

可持续供给的保障，是源源不断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的

基础，是激活创新元素，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首要条件。同

时，高水平的科技发展体系、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又能

极大激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三者相对独立，却又互融互

通，共同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提供

有力支撑。

（一）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则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学论点是邓小平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概括了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而提

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理论创造性的发展，也是

科教兴国的理论基础。[4]科学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发

展规模的质和量。一方面，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教学

改革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的兴起与

发展不断重塑教育教学形态，使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

育评价呈现新的发展样态，也使得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

式、教和学关系发生深刻变革。[5]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路径。科技是强国之路，是彰显教育水平的重要

参照。因此，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需要明确科技与教

育作用与反作用的逻辑关系，充分利用科技优势服务教育发

展，以培养人才服务经济发展，进而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事业提供有力支撑。

（二）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原则

人才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高层次人

才能够加快知识传递，成为教育发展的加速度。技能人才是

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6]创新型人才能够以

自身创新能力提升，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逐

渐从人口大国向建设人才大国、人才强国的目标持续推进。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培养一批具备理论创

新与实践技能高科技创新人才。教育是人才发展、培养、评

价的重要方式。推进人才建设工作，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促进教育的变革与完善。由此，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

逐步构建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以人民为中心，要培养和彰

显人才资源优势，为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三）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原则

创新摆在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位，是引领发展的根本动

力。尽管我国科教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但仍存在着区域、校

际、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且受变革传统教育观

念影响，我国教育仍存在教育模式单一、教育创新不足等问

题。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教育变革必须靠创新。教育创新

有助于教育发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及

教育方法的创新能够指引教育实践与行动，为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提供创新性支撑。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必须要以

创新驱动教育发展，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为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增添活力。

坚持三大战略，是建设教育强国的行动指南

科教兴国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是密切相关的，科教兴国

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科教兴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7]人才强国战略的

实现需要科技与创新的改革与推动，因此三者相辅相成，为

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战略部署与方案。

（一）坚持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要求，能够为科

技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科教兴国思

想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教育为本，教育为科技发展提供人力资

源，教育培养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劳动者，创造性发展和传

播现代科学技术。[8]科技兴国战略应彰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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