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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李萌萌　秦雅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谋划、系统部署，具有深远的价

值意蕴。本文站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剖析了三者一体化发展将可能产生的战

略意义和影响。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主要体现为教

育是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的基础，科技是教育和人才事业发展的动力，人才是教育和科

技事业发展的支撑。为进一步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需要突出建设强国的目标

导向、构建一体化的协同运行体制机制、探索一体化发展的科学评价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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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首次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事业进行统筹布

局、一体化推进，凸显了战略性考量、强化了基础性地

位、深化了规律性认识，不仅以系统性思维揭示了教育、

科技、人才三者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体现了党对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更为新时代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吹响了新号角，指

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路径，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部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1、聚焦内涵式发展，有利于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潜

力与韧性。

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强调了教育在发展中的基础

性地位，使得教育能够通过开展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学活

动为科技发展和创新提供具备理性逻辑分析思维、扎实科

学基础知识、饱满科学研究热情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从而

从根本上筑牢科技发展的人才之基，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

潜能，积累科技原始创新人才储备，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

难题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高水平科学素养的加持也能

够优化国民素质结构，促进国民素养全方位提升，加快实

现素质教育，促进人口素质高质量发展，强化民族自信，

涵养国家发展底气，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对冲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风险和挑战。

2、着眼前瞻性发展，能够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

与前景。

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是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

局做出的重要判断，它摆脱了固化的思维定式、传统单一

的路径依赖，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辨析问题，以更加清醒

的思维去认识风险和挑战。科技因素融入教育能够开辟数

字化发展新领域，发挥科技的反哺作用，提高教育教学设

备的信息化，推动教育教学方式及学校管理体制机制进一

步革新，促使社会治理水平跃上新台阶，提高人口素质现

代化水平，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深厚的基础以及源源不

断的动力和坚实的保障，不断挖掘新发展潜力，拓宽新发

展机遇，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3、推动协同性发展，便于汇聚发展合力与动能。

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指明了奋斗方

向、提供了行动纲领。只有推动三者协同发力，立足作用

点，互相释放更高质量的利好元素，加速教育、科技、人

才同经济社会发展渗透融合，把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力量

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将我国现有政策、资源和环境优势转

化为教育发展优势、科技比较优势、人才竞争优势，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不竭动力、智力支持，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倍增效应和高水平的战略合力。

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联系

教育、科技和人才从本质属性上决定了三者不是独立

运行的体系，而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性，三者互有需

求、互有支撑、互为补充、互有带动，教育是基础，科技

是动力，人才是主体支撑，这三驾马车共同发挥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1、教育是科技发展和人才培育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