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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构筑我国

向北开放新高地。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

对外开放及教育领域的内容，高等教育向北开放意味着

实施更大力度的开放、拓展更宽领域的开放以及推进更

深层次的开放。在下一阶段，高等教育领域要就如何发

挥高等教育领头作用、如何依托高等院校提升向北开放

水平、如何让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东北振兴等问题进

行深耕。当前，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

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实现高

等教育的大胆探索、深化改革、先试先行，对于推动东

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的价值立意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东 北 地 区 发 展 始 终 受 到 以 习 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赴东北地区考察，并针对东北振兴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

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开放水平。”[1]由此，进一步强调东北振兴要寻求

新突破。因此，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要掌握契机，聚焦要

点，瞄准重点，在推进东北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中施展

更大作为。

（一）服务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

重要性，也为东北地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

和方向遵循。东北地区要充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资源

优势、基础优势，充分把握东北亚中心战略腹地，打造

国家向北开放最前沿；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发展冰雪经济文旅产业；继续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激发老工业基地核心竞争力，强化战略支撑。

把握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布局必然性，在高等教育领

高等教育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立意、要点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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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向北开放新高地是新时代东北地区高校推进区域突破发展的重要阵地。高

等教育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应当坚持服务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东北地区

高质量发展、面向2035教育现代化新征程的价值立意，以健全育人体系、加快高水平国

际化紧缺人才培养、推进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为核心要点，以增强教育向北开放新高地吸

引力、聚焦人才培养需求、扩大对外交流为战略路径，实现新时代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生长点、突破点、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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