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解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实施方案(2018-2022 年)（要点）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教育部负责人就两个文件进行了解读。 

 

两个文件的定位 

两个文件远近结合，各有分工和侧重，共同构成了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

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定位于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性，与以

往的教育中长期规划相比，时间跨度更长，重在目标导向，对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总体战略安排，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国家现代化全局出发，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基础上，面向未来描绘教育发展图景，系统勾画

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愿景，明确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路径。 

《实施方案》定位于行动计划和施工图，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突出行动性、操作性，重在问题导向，按照可操作、可落地、

可监测、可评估的原则，聚焦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性

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按照可实施、可量化、可落地的原则，将教育现代化远景目标

和战略任务细化为未来五年的具体目标任务和工作抓手，指导推进今后五年教育改革发展，

确保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突出特点 

一是服务国家人民。从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主

线。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构建开放融合的现代教育体

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期盼，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

民。 

二是体现前瞻引领。梳理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前瞻性研究成果，提出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

基本理念。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新机



遇新挑战，对接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明确了推

进教育现代化的思路和方向。 

三是立足国情世情。对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安排，参照联合国 2030 可

持续发展议程，在国家现代化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中考虑我国教育定位。坚持扎根

中国大地办教育，聚焦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设定教育现代化目

标任务。 

四是突出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系统谋划教育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将体制机制

创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充分运用新机制、新模式、新技术激发教育发展活力，确

保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五是注重规划实施。坚持宏观引导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可落实的

战略任务，明确了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坚持总体规划、分类指导，使文件在规划教育现代

化全局的同时对各地推进实施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思路理念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其中党的坚强领导

是办好我国教育的根本保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不可偏离的根本方向；立足基本国

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是兴教办学的原则思路；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

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是事业发展的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是贯穿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主线。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

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 

基本原则即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

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 

基本理念即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

融合发展、共建共享。这八大基本理念，遵循了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也顺应了国际教

育发展趋势。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0 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

育强国行列。 

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一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二是普及有质量

的学前教育；三是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四是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五是职业教育服

务能力显著提升；六是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七是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八是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这八方面目标，涵盖了体系结构、普及水平、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结构、服务贡献能力

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同时，提出了 2035 年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主要量

化预期目标。这些目标的确定，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为依据，与全球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呼应，体现了中国特色，符合国情，体现了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

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目标要求。 

 

重点任务 

根据教育现代化的总目标，《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

略任务。 

一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二是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这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求。 

三是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全面扩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这是实现教育

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这是教育现代

化的基本要求。 

五是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这是服务终身学习、建设学

习大国的迫切需要。 

六是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和学校布局结构，努力提升高校

创新服务水平。 

七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为教育现

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八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推动教育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创新，以信息化推

进教育现代化。 

九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国

际组织的教育务实合作，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十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新机制，这是教育

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其中，教育优质化、普及化、公平化、终身化和创新服务能力反映了教育现代化的主要

内涵，教师队伍专业化、治理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根据 2035 年教育远景战略任务，《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提出了未来五年推进教育现

代化的十大任务，其中，立德树人是基础工程，基础教育巩固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

等教育内涵发展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是推进教育

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推进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是推动形成区域教育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重

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是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深化重点领域

教育综合改革是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包括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

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教育系统干部队伍。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 

二是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把教育投入作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性投资，深化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益，为实现教育现代

化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三是完善落实机制。构建全方位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有效机制，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优势转化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部门大协同、区域大协作，

推进教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