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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方案，二十大报告创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加强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坚实依靠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基础战略支撑。因此，我国加强国际化人才的系统

培养是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促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机制、质量、方向和评价的现代化转

向，才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同世界共前进的重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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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Chinese approach for the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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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unswervingly practi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 
Chinese approach to the world, and firmly rely on the support of three basic strategies of educa-
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of in-
ternational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echanism, quality, dir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
tional talent train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task and mission of Chi-
nese modernization to advance together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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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完成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我国摈弃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和世界产生

极大价值与意义[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对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可谓是为人类社会解决现

代化难题拓宽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我国这一卓越实践奋斗与理论生成，不仅有助于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而且有利于我国加强和畅通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面对气

候变化、经济复苏与动荡变革等问题，和世界各国一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和实现关键在于人才[3]。因此，二十大报告首

次系统集中部署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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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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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适应与迎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成就与丰富，国际化人才培养应当加以重视。 

2.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国际间合作强化趋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涵义、特征、本质、

价值等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围绕相关主题必然随着中国加强国际间合作形成相应趋向。 

2.1. 发挥中国人口巨大创造力，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未来实现整体 14 亿多人口的现代化，任务艰巨复杂，需要清醒认识、灵活处理国

际国内情势，从中国实际和国情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尤其是充分发

挥人口总量优势，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切实惠及民生，以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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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定推进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怀着饱满热情、勤劳实干地在世

界舞台上生产和创造，整体人口迈进现代化壮举将彰显国家形象、增加世界影响，对人类进步与文明发

展必然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2.2. 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直面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解决的贫富

差距、两极分化等问题，追求全体人民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共享共有现代化建设成果，推进和落实共同

富裕事业。而且中国社会发展处于系统转型期，通过“刀刃向内”的全面深化改革，跨越、排除体制机

制深层次障碍与弊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调和利益、凝聚共识，深化共同富裕认识，建立分配协

调制度，兼顾公平、正义与发展，为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防范、处理现代化难题与困境提供了中

国智慧[4]。 

2.3. 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世界人民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真实的富有，不是虚假虚荣和口头宣言，既有充裕物质条件，

还有灿烂精神文化，互为基础稳步前进。国内外交往中，中国智造、中国品牌、中国物产走出国门、驰

名中外，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更应作为软实力走近民心、走向国外，成为拓展内外交流与理

解的有效桥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畅，也离不开深化国际间交往合作。中国在同他国学习与沟通中，

加强自身物质技术与精神文化的认识、转化和创新，真正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

展，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全球治理中发挥更

大作用。 

2.4. 坚定和平发展道路，自立自强与世界各国安稳前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和平、尊重、共赢、发展的原则，不走一些国家依靠殖民、掠夺、战争、

侵略等充满罪恶血腥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和实践一条依靠自身接续艰苦奋斗的和平现代化道路。中国密

切联系人民又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

增长和安全发展的基本盘、动力源、压舱石，在国际抗疫救灾、经济复苏、环境保护等事务中彰显大国

担当，引领正确方向。中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平建设现代化的经验和

路径，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窠臼，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精优全新选择。 

2.5.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全球共护绿色生态家园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天人合一文化基因，拒绝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同自然的对立、攫取与伤害，避免出

现打破生态平衡、严重环境污染的恶果，谋求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兼顾生产持续、生活富

裕与生态良好的系统建设实践。同时，中国是有责任担当的大国，倡导和构建人类自然命运体，践行碳

达峰、碳中和承诺，始终秉持人民为中心完善生态文明体系。通过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内需、稳定自身又拉动世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式现代化同全球民众通力协作，永续发展与代

际共富，积极开展减能节源、攻坚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创新绿色生产、维护健康生态、优先自然

恢复等工作。 

3.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 

新时代十年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实基础，未来五年乃至十三年是中国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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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重要开局期和关键转折期。这一阶段建设任务繁重、目标完成紧迫、世界动荡变革，党、国家

和人民必须凝聚共识、团结一心，高质量、系统化、有效率地应对各类危机和挑战，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中国要走出不同于欧美国家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需要深刻学习世界现代化共性经验，完善中国式现代

化的鲜明特征。在不断增强国际合作交往的趋向中，国际化人才的有力支撑能够更好认识、比对、创新、

验证和推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显得尤为迫切。 

3.1.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现代化普遍性特征的表现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国际化等。中国带领

全体人民落实最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同样也是人的现代化最大数量普及。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事业开展，既需要大量具备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胜任力的人才参与其中[5]，又是每一国民

具备现代化素养，追求教育公平和国际转向的基本需求保障。只有真正最广泛地提升人口素质，重视民

众国际化认知培育，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终身学习、科学思维、创新理念、全球意识的优质人才，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在时代变迁、世界往来中形成最稳定的人力资源基础。 

3.2. 现代化的系统发展需要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原则，“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总体布局与协调

发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推动，需海纳百川吸收人类优秀成果与先进技术

经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强国际协作，必须加大各类熟悉国外文化、开展对话合作、参

与国际事务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国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加低收入群众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持续构建惠及全体人民的“橄榄型”社会。一方面离不开国际化人才在科技、能源、金融、粮食、

工业、卫生、文化、教育、旅游、新闻、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拓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

获得全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密切关注中国螺旋上升的稳健态势，伴随中国富裕群体数

量和财富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内需扩大，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各国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国际化人

才的培养推进与事业前景将迎来宽广舞台。 

3.3. 中国式现代化优势需要国际化人才参与建设 

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华民族不懈探索与谋求全体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民 40 多年更加积极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国式内涵与风范的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明晰。因此，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产主义价值与意义，人类共产主义事业推进需大量国际化人才参与建设。国际

化人才的培养、交流与实践，不但加深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增强自身文明水平，肯定中国迅速发展的

成就，突破西方价值标准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同友好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协商机制，还有助于

推进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传播、转化与理解，让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

乃至世界展现并拓展强大生机活力。经过国际化人才的沟通与连接，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既能不断丰富完

善，也能为世界政党和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理念、行动与成果同世界共享。 

3.4. 中国式现代化稳定环境需要国际化人才维护 

中国步入新时代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稳居第二，占世界比重已超过 18%，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 30%，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极大鼓舞。而且 21 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比发达经济体发展势头更为强劲，“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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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西降”趋势增强，世界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逐渐产生深刻变革。但是，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

遏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挑起贸易摩擦、金融设碍、科技垄断等矛盾，特别是美国近年极力推

行打压我国的政策和战略。全球性问题可谓是逐渐凸显，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安全、疫情肆虐、

局部冲突等等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越发上升，

全球和平稳定受到极大威胁。面临国际形势严峻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更是要顺应全球化潮流，培养和派

出更多国际化人才，促进我国善于明辨国际局势，认清国际关系，推进平等交流、资源互补，加强民间

和官方往来，鼓励世界各国团结自强，与国外人民建立深厚友谊，增强与国际人民一同应对挑战的意识

与协作。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的深化推进还需

大量国际化人才贡献智慧和辛劳，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营造稳定环境。 

4.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 

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基础的战略支撑在于教育、科技

和人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结构升级、世界格局转换风起云涌，

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因此，加强国际化人才

的系统培养是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优质教育体系、拔尖创新人才、自主人才培养等等方

面都需要重视国际化趋势与部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机制、质量、方向和评价需要加快现代化转向。 

4.1. 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融入世界，掌握科技前沿、关联经济战场、面

向重大需求。因此，提升与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有助于打造和充分利用国际交往合作平台，拉动

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协调推进，促成质量、结构、规模共同发展，助力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配置

资源作用。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的巩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管理创新、高效运行、深化改革等措施，

将完善人才分布结构，增强育才用才质量效率，极大改变我国短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基础研究人才、

关键领域专业人才等不足，提升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数量质量[6]，成为世界级重要人才高地[7]。 

4.2. 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联动逻辑以创新驱动为重心，提出培育高质量人才的关键目标[8]。国际

化人才培养是深刻领会三大战略的重要抓手，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对症创新驱动的短板与弱项，综合应

用学科交叉、产研结合、技术导向、科技定位、基础夯实、突出原创等创新途径，为国为党为民培育堪

当现代化重任的优质技术、技能、综合人才，进而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跟进公共卫生、新兴产业、

乡村振兴、现代服务、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现代化新发展需求。国际化人才培养在深嵌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坚持促进扩大开放局面的同时，还需统筹自主人才培养安全，警惕科技垄断、

人才封锁，增进本土创新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和可靠基础。 

4.3. 坚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立足点，国际化人才培养同样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是自立自强，在加大协作交流中，突破农业、工业、健康等关键领域的芯片、航空

发动机、尖端医学等核心技术，促进中华民族保持国际顶端竞争力，增强为人类和平造福的贡献力。国

际化人才培养当心怀家国、兼济天下，担负应对国内外局势、拓展中国影响力的重任，必须发挥和创新

党的全面领导核心作用[9]，激发国际化人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懈锤炼品

德毅力、积累策略方法，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和分析现实，更加明晰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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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彰显中国实干、讲好中国故事、维护中国形象、发扬中国文化。 

4.4. 优化国际化人才培养评价 

国际化人才培养成效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发展水平，必须树立科学评价体系。国际化人才培养中

学校、教师、学生应当严谨落实立德树人、师德师风、德才兼备、“五育”发展、“三全”育人等评价

内容[10]。整体评价原则既需关注真实贡献、全面发展等结果，又应突出潜心钻研、体验“习得”等过程，

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激励导向、自主参与、内生目标和成长空间，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企业

协同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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