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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
逻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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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提出了全新

的要求。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立足于洞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息优势、获得基层政府专项支持的资源优势、
学校数量及在校生规模的数量优势、专业设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优势,谋求特色发展之路。 培养高质

量的人才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扎根基层推进共同富裕、托举基层文化活动、普及工程伦理、讲
好中国故事和传递中国声音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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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
科院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1]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

路径依赖 ( path
 

dependence) 这一重要概念,是指

“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 [2] 。 广

而言之,“路径依赖”可以理解成传统经验、做法、措
施等对后来行为的惯性牵引。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

的过程中“另辟蹊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新的历史方位中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创造了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可

持续发展的伟大成就。 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114. 4 万亿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超过

1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49 年的 49. 7 元增

长到 3. 5 万元[3] 。 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有
利于我们在现代化实现的方法、途径、过程、效果、

前景等方面,打破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路径依赖”,立足于我国国情,让人民成为

现代化成功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和最终评

判者。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一大批新建地

方本科院校应运而生,“什么是应用型人才” “什么

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讨论,一直是地方本科院校

办学者和学术界广泛探讨的焦点话题。 应用型本

科院校在战略定位、人才培养、学科和专业特色、质
量评价标准等方面广受关注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争

议和压力。 然而,这么多年来,“开方下药” 的多,
“照方抓药”的少,甚至关于到底什么才是解决问题

的“良方”,一直未能达成广泛共识。 按照当前我国

高等教育系统资源的分配方式,本科高校尤其是新

建地方本科高校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行

政级别越高,综合性研究型程度越高,高校在招生、
政府支持、科研立项等方面就会获得越多资源。

目前,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新要求,重新梳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优势,从而为

应用型本科院校寻求特色发展的空间与路径,绝不

是夜郎自大和盲目乐观,而是为了提振信心,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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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改变应用型本科院校“夹缝中生存” 的困境;
“让有为者有位”,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为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群体肖像” 找到坐标,实现可持续发

展;踔厉奋发,呼吁广大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守住战位”,取得突破。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用型本科院校
提出新要求

(一)重新理解“应用”的内涵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应用型本

科院校群体而言,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其在

高等教育系统中大有可为的根本之“用”。 对于应

用型本科院校和应用型人才而言,所谓的“应用”,
已经不仅是作为知识传承和技术创新的个体层面

的单一、直观的应用,与此同时,也是作为顺应时代

发展趋势和推动时代加速前进的群体层面的战略

性、整体性应用。
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比喻成一场恢弘壮阔

的“攻坚战”,那么,在高等教育方阵中,既需要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创新型拔尖人才作为攻城拔

寨的“特种兵” “先遣队”,也需要广大应用型本科

院校培养的“工程兵” “装甲兵”。 一方面,我们需

要认识到,“创新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独立探究的精

神,关键在于突破常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

探究、独立发现,而不是迷信、盲从、墨守成规。” [4]

另一方面,认识突破以后,就需要数量庞大、素质优

良的“施工队”,把“愿景”变成“实景”。 对不同类

型的高校而言,这并非价值高下的区隔,而是合理

必要的分工。
(二)回应“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要求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盘活人

口存量优势,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

国的可能;也要求我们对规模巨大的人口提供更加

充分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全面提升人口总体的文

化水平和知识素养。 同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意味着我们要面对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巨

大压力,在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等

方面增加投入,从而确保现代化过程中全体人民共

同受益。 如何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实现公共服务

的供给和群众的多元需求的高效率资源链接,是高

等教育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应的现

实问题。
(三)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早日实现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保障,是广

大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分内职责。 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既从根本目标和长期愿景方面描绘了

共同富裕的蓝图,也提示我们共同富裕不是在同一

个时间点上的整齐划一和一蹴而就,而是要结合各

地区的实际情况,整体部署,有序推进。 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既没有可

借鉴的现成经验,也没有可以复制的“范本”。 在实

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整合调动包括应用型本

科院校在内的高等教育资源,通过系统思维和精准

发力,把资源禀赋、政策拉动、人才流动、技术推动、
信息互动等方面高效科学地协调,进而充分落实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把握定力,激发活力,盘
活动力,形成合力,都需要应用型本科院校充分发

挥作用。
(四)加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实现进程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

会理想,也是世界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5] 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求我们继续解放

生产力,创造更加丰盈的物质财富,也需要让地方

文化、传统文化、网络文化活起来,弘扬法治精神,
加强道德引领,推动精神文明水平再上新台阶。 现

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的能力、品味美好生活的能力、为更多人

共享美好生活的贡献能力。 人的现代化,既要摆脱

工具理性至上的束缚,更要实现精神世界的自我净

化、自我提升、自我完善。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回

应时代诉求,增强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把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传递给大学生,并且通过大学生

向社会进行宣传推广,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更为直观

地感受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五)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实现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要求和改善

当下生存环境的现实需要,都启示我们要敬畏自

然,敬畏规律,实现资源利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

解。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键在于人类在向大自

然索取资源的过程中,学会“系好安全带” “及时踩

刹车”。 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结合的

第一现场,具有得天独厚的空间优势、文化优势、资
源优势,能够形成强大的整体动能,在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主要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第一现场,甚至直接参与具体的改造世界或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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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 因此,体量巨大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毕

业生,是否能够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洞悉工程伦

理,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至关重要。 由此可

见,应用型本科院校还需要在人才培养的源头环

节,加强对未来世界建设者的能力塑造、价值引领、
伦理熏陶。
(六)服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战略大局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引领我们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角度,在推动人类整体进步的宏观坐标

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强文明对话,消除

误解隔阂,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实现

共存、共济、共赢。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人才培养

方阵中的重要力量,需要努力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

视野,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为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人类共同发展,守护地球家园,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国家层面正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探源工程,
这也为世界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求同存异、求同化

异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桥梁和窗口,为世界了解中

国对文明多样性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如何

让当代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现

中国形象,在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过程中

体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职责所在。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优势

　 　 “应用型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取

向。” [6]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须也

应当服务社会发展,回应人才需求。 社会分工的日

益细化,要求大学发展类型和人才供给呈现“异质

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应用型本科

院校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 “学以致用”成为地

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立身之本和特色所在。 “企业

是知识创新的信息源和运用场所,高校是新技术、
新知识的发源地,政府是重要的规划、引导、协调和

推动者。” [7]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于区域发展,立足

所在城市和省级行政区域的人才需求,离地方的需

求更近,对学校所在地辐射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需求

更为敏感。 “应用型人才就是与精于理论研究的学

术型人才和擅长实际操作的技能型人才相对应的,
既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素养,又能够理论联系

实际,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人才。” [8]

应用型本科院校具有洞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信息优势、获得基层政府专项支持的资源优

势、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优势、专业设置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优势。
(一)洞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信息优势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在融合中获得生长的过

程,它体现在产教融合、城校融合、学术与技能融

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共性与特性融合五

个方面。” [9]

近年来,一大批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过与地方政

府签订各种合作协议,优化人才支持力度,回应社

会发展需求。 相关高校立足于所在地的区域发展

需求、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布局、地方发展规划

等方面的特征和要求,发挥了洞悉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信息优势,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表 1)。
例如,南京工程学院 2021 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就

业率分别为 95. 8%和 98%,持续名列省属本科院校

前列。 学校实施产教深度融合,邀请诸多知名企业

参与教学改革,切实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探索

“高校+商会+企业”就业服务新模式,发挥商会集聚

效应,拓展高质量就业新渠道;通过深化与 230 余家

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合作,激活高质量就业新动能[10] 。
多年来,学校坚持聚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质量。
又如,黄淮学院应用型专业已占该校专业总数

的 86%[11] 。 该校近年来新增的 21 个本科专业、重
点建设的 6 大特色专业集群,大都与当地大力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主导产业密切关联。
广大应用型高校充分发挥自身洞悉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信息优势,不断提高学校对地方发

展的贡献度和人才保障度,有利于增强此类学校获

取地方性政策支持或资金支持的能力。
(二)获得基层政府专项支持的资源优势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从中央政府获取的办学

经费总额与研究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获得

基层政府的多样化支持方面占据着一定的资源优

势。 有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课题,研
究型大学可能无暇顾及,这恰恰给地方应用型本科

院校获得相关资源支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与此

同时,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或者省级行政主管部

门的领导调任高校,执掌校政,也为学校获得基层

政府的更多支持提供了合法合规范围内的便利。
除中央政府加大办学经费投入和支持力度以外,不
同省份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推动本省应用型大

学建设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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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来部分省市支持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具体举措

省份 具体措施 经费支持及配套 建设成效

四川省① 积极探索应用型高校
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近年来新设应用型本科院校 6 所,通过
试点,支持 24 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
型转型

支持 41 所高校立项建设 100 个应用型
示范专业

安徽省② 遴选“示范应用型本科
院校”

近 3 年投入 3. 4 亿元重点建设 128 个应
用型新专业,每年投入 1. 5 亿元重点支
持建设 18 个应用型学科

立项建设 9 所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山东省③ 积极支持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建设

山东省财政“十三五”期间加强资金统
筹和投入力度,筹集 20 亿元

总投资 15. 3 亿元,将山东交通学院、山
东建筑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 6 个应用
型高校项目列入“十三五”国家教育现
代化推进工程

河北省④⑤ 签订《本科高校转型发
展试点任务书》

省财政设立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试
点学校转型发展

确定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华北航天工业
学院等 10 所本科高校为试点学校,推动
普通本科高校逐渐向应用技术类型高
校转型

江苏省⑥ 实施一流应用型大学
建设单位计划

由本科高校根据省拨款制度等文件(苏
财教 〔 2019〕 158 号、苏财规 〔 2019〕 10
号),统筹学校相关经费

研制出台《江苏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标准》。 遴选 10 个左右应用型本
科院校,在“十四五” 期间,开展一流建
设单位试点,重点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
领先地位的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

江西省⑦⑧ 应用型高校建设项目
制定了明确的建设目标,旨在到 2025
年将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本科高校建
成应用型高校

遴选建设 8 ~ 10 所示范应用型高校,引
导本科院校转型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依
托大型企业集团组建现代产业学院

北京市⑨
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布局和推进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试点

推进职业和普通教育融通,优化应用型
人才培养,包括中高职衔接和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加强高校与产业融合,
对接高精尖产业和社会需求,重点包括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行业

建设约 80 个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通过
学校申报和市教委遴选,以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平台搭建,
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与此

同时,这些地方高校也有更加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发

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
供更加精准和高质量的人才支持和社会服务。
(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优势

根据教育部官网报道,2022 年 5 月 17 日,教育

部通过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 数据显

示,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 4 430 万人,毛入

学 率 由 2012 年 的 30%, 提 高 至 2021 年 的

57. 8%[12] 。 截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全国高等学校

共计 3 072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 820 所,含本科

院校 1 275 所、高职(专科)院校 1 545 所;成人高等

学校 252 所[13] 。 根据粗口径计算,“我国有三分之

二左右的高校在建设应用型或向应用型转变。” [14]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进程中,应用型高校培养的

应用型人才,在新时期的人才方阵中具有得天独厚

的规模优势。 未来,这些应用型人才将在各行各业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无论是作为已有人才队

伍中的存量资源,还是对于未来人才队伍而言的增

量资源,应用型人才都将在提升国民整体知识水

平,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缩小城乡、地区、业
态发展差距,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国家治理效

能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专业设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优势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将“探索建立应用

型本科评价标准,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

用能力”作为具体任务之一,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

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15] 。
应用型本科院校代表的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一个类型,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层次”。 长久以来,
外部社会评价中容易把应用型高校看成可分高低

的层次,而不是各有千秋的类型,这是应用型高校

面临身份困境的重要原因。 只有办学特色鲜明,才
有可能消除外界的误解,增强自身的信心。 “基于

学科与专业的特色就是应用型高校的核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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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16]从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来看,办学特色不是

一闪而过的概念创新,不是一厢情愿的文字游戏,
不是一蹴而就的自我标榜,而是建立在充分的社会

认同基础上的卓尔不群。 办学特色应该具有独特

性、稳定性、发展性、相对性、认同性、表现性、示范

性、区域性等特征[17] 。 能否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
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其影响力辐射范围也是一

个“同心圆”的结构,由学校对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度作为学校区域影响力半径。 “应用型高等

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化发展就是学校人才培养与

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产物。” [18] 人才

培养与当地发展和产业结构适应性越强,学校的办

学特色就越容易得到社会认可,并且会逐步扩大学

校社会影响力的半径。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方阵中,有部分院校已经在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 安康学

院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与 40 多家企

事业单位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合作建成陕西省蚕桑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富硒食品工程实验室、陕南民

间文化研究中心等 21 个科研创新平台。 该校围绕

安康地域文化积极开展陕南民间文艺、民俗方言等

方面的发掘研究工作,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紫阳

民歌、汉调二黄研究以及安康方言研究、“三沈”文

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
由此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自设立以来,就直

面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国

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新兴技术风起云涌,人工智能、大数据、城市

地下空间、数据统计精算、养老服务、社会公众等专

业人才缺口增加,这也对应用型高校进一步优化学

科建设,明确专业特色,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可为之举

(一)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聚焦民生需

求,回应老龄化社会需求

　 　 当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客观事实,如何服从和服务存量人口现在和潜在的

刚性需求,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中,以“贡献度”谋求“关注度”,进而转化为政府和

社会“支持度”的重要抓手。 在回应老龄化需求过

程中,南京工程学院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尼机电

签订康复医疗装备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与企业

共同面向医护、养老和康复三个方向,研发智能轮

椅、移位机、侧翻电动病床等产品,服务养老康复这

一银发朝阳产业。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和人口

规模巨大的压力,应用型本科院校及时调整和优化

课程资源,努力回应社会需求,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有所作为,是此类高校增强社会服务的针对

性和贡献度的关键所在。
(二)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引导毕业

生扎根基层

　 　 在新起点上,把精准扶贫对接到乡村振兴工作

中,不断总结精准扶贫工作经验,发挥应用型高校

毕业生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优势,通过

应用型高校毕业生在基层不同岗位上的精准服务

和智力支持,杜绝“输血式” “救济式” 的传统帮扶

方式产生的依赖性,对于进一步激发脱贫地区和群

众的主观能动性,进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至关重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擘画了乡村振兴的新蓝图。
在乡村振兴中,广大应用型高校的毕业生在“大学

生村官”“三支一扶”等相关岗位上,扎根基层,密切

联系群众,其工作思路、业务能力、奉献精神,对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学以致

用”的价值理念和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的能力特征,也为应用型人才在扎根基层的过程中

有所作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引导毕业生面向

基层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通识类课程,特
别是在经管类、艺术类相关人才培养过程中,适当

增加一些有利于毕业生顺利通过公务员、事业单

位、“三支一扶”等相关考试的课程,在公共课形式

与政策的教学安排中,适当增加社会热点、改革难

点、发展亮点,不断增强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与

群众换位思考的“共情能力”,有利于从源头上激发

毕业生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积极性。
(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
托举文化服务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需要我们在继续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物质文明可持续发展

的同时,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加快精神文明

建设的步伐。 当前,把乡村文化、红色文化、网络文

化、传统文化等相关资源盘活,为广大人民群众生

产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搭建更加广阔的文化舞

台,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服务,在人民群众心中播

撒更多的文化“种子”,推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代
际之间的文化互动和文化反哺,是广大应用型高校

在文化振兴中的时代使命。 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发挥专业优

势,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出实



6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3 月

质性贡献,是时代所需和责任所系。 挖掘本地文化

资源,凝练当地文化特色,感悟地方文化精髓,链接

文化传播资源,扩大地方文化的覆盖面和受益范

围,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生动

体现。
(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普及工程

伦理

　 　 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毕业生中,有更多的人毕业后从事能源、矿产、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化
学工程等相关工作,这些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更应

该在认识上充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应用

型本科院校更应该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中关注

工程伦理教育,从源头上引导学生在尊重自然、敬
畏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培养学生全方位的

素质。 从这个意义上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专

业,有必要把工程伦理相关课程提升到更重要的位

置上,注重全周期、全角度、全覆盖地增强学生敬畏

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五)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强化共情意识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数量上具有独特

优势。 大学生要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

音”中有所作为。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致力于通过

形式多样的公选课、跨专业选修课、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相结合等方式,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宝贵

资源,把“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等中国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宝贵财富,向外部世界传递;努力推动毕

业生在未来的跨国企业、对外交流、涉外服务等岗

位上,把中国爱好和平、珍视和平的传统及文化基

因,向更加广泛的国际舞台推广;把“人类命运共同

体”“丝路精神”等理念和实践,推介给更加广泛的

国际友人和国际组织。 尽管当前全球化遭遇了阶

段性困境,但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共情能力的

培养,带动更多的毕业生,主动与外部世界增加了

解、减少误解、实现和解。
总之,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及时回应时代发展

诉求,从自身已有的优势出发,打破路径依赖,强化

身份认同,彰显办学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

我国高等教育方阵的结构优化和内涵提升,从而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所作为。 这既是时代发

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中国高等教

育方阵中、在各类高校的“群体肖像”中脱颖而出的

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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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lined
 

the
 

grand
 

bluepri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a
 

huge
 

population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co-
ordinate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Chi-
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ese
 

institutions
 

should
 

capitalize
 

on
 

their
 

advantages
 

in
 

understanding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essing
 

resources
 

supported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he
 

quantity
 

of
 

schools
 

and
 

student
 

enrollment 
 

and
 

the
 

quality
 

of
 

program
 

offerings
 

that
 

serv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eek
 

a
 

path
 

of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By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re
 

making
 

contributions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aging
 

societ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upporting
 

grassroots
 

cultural
 

activities 
 

promoting
 

engineering
 

ethics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well 
 

and
 

conveying
 

the
 

voic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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