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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下半年将召开党的十

九大。2017 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

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一、全面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教学中要

把握好主题主线和重点着力点。一要突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新创造，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二要突出治国理政这条主线，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

核心要义，阐释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追求、历史担当精神、真挚为民情怀和科学

方法论。三要突出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思想观点，展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时

代感召力。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教育，引导青

年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解

和认识。

二、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会议。宣讲六中全会精神，一要准确把握全会重要意义，宣讲好全会

精神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二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

主题，深入解读新形势新任务下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引导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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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三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围绕全会通过的《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加强

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讲清楚。四要引导青

年学生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宣讲中要准确领会、深入贯彻中央精神，灵活运用宣讲

方法，掌握宣讲艺术，用国情党情世情具体而深刻的变化说服人、教育人、引导

人。

三、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深入开展教育活动

要围绕青年学生关心关注的热点，聚焦主题，主动设置议题，有针对性地开

展教育。一要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大力宣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日益富强、

民族日益振兴、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生动局面。二要结合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宣讲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

求、基本原则、重要举措，引导青年学生按照党的要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三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四、准确阐释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

2016 年以来,我国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

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

良好开局。一要准确阐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我国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

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经

济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有所好转。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矛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

继续努力加以解决。二要着力宣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重点阐述党中央作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重大调整，要坚定信心一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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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向前迈进。三要深入宣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重点阐释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重点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

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四要准确把

握 2017 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重点解读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主要任务和要求。

五、全面把握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和主要任务

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全国农业现代化规

划（2016-2020 年）》对未来五年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作出了

明确安排。在教学中，一要引导青年学生了解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农业现代化已

具有坚实基础，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梯次实现的新阶段。同时还面临很多

新老矛盾，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民增收难度大等问

题日益凸显。二要引导青年学生把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定位、发展主线和战略重

点。在发展定位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

础和支撑。在发展主线上，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

矛盾，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在战略重点

上，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突出抓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个重点，紧紧扭

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三要充分阐释

农业现代化的主基调，就是要“创新强农，协调惠农，绿色兴农，开放助农，共

享富农”。四要描绘到 2020 年农业现代化前景，到 2020 年全国农业现代化要取

得明显进展，产能稳固、产品安全、方式绿色、设施先进、规模适度、市场导向。

六、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两岸形势复杂严峻，克难前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

一要深刻理解 2016 年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的重大意义。这是岛内政局发生重大

变化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面，对继续保持国共两党高层互动、巩固共同政治基

础，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福祉，具有重大积

极意义。二要准确把握指引两岸关系发展的六点意见，即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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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协商轨道。要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到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坚持

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南海问题的正确方向，使南海真正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三是中东局势依然胶着。中东地区主要热点依然高温难解，叙利亚政治解决进程

陷入停滞，也门冲突更趋复杂。中国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始终积极参与推

动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致力于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积极和中东国家深

化各领域互利合作。要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到中东乱局背后的历史、文化、宗教因

素和大国角力，理解中国的中东政策和举措。

三、认清世界经济调整变化

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国

际贸易和投资低迷，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一是引导青

年学生正确认识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低增长轨道。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英国开启脱欧谈判将进一步打击欧洲经济。新

兴经济体出现回稳向好势头，但结构性改革步伐缓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孕

育兴起，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酝酿根本性变化。二是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中国与

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深度互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贸

易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客观上拖累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步伐，也为中国扩大经

济影响力、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25%，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各国经济合作的主要伙伴。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中国将向全球提供越

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四、了解“一带一路”倡议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成为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合作倡议，取得一系列成果。一是 2017 年我国将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要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到此次论坛将深化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对

接，推动更多重大合作项目落地。二是“一带一路”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迄今已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积极支持和参与，我国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三是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加快推进。雅万高铁

开工，中老、中泰铁路等泛亚铁路网建设开工在即。我国同哈萨克斯坦成立产能

合作基金。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输机制已然形成。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发挥了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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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合作示范作用。四是机制创新取得突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

丝绸之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沿线国家积极探讨建立或扩充各类双多边

金融合作基金。一批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深入推进。要让青年学生认

识到，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

的姿态走向世界。

（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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