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校设置与布局结构调整研究 

 

本研究在回顾总结我国高等教育院校设置和高校布局调整历

史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际院校设置和区域布局的相关经验，提

出我国“十一五”期间及 2020 年全国高校设置、布局结构调整的

工作思路和方案。 

第一部分 

院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经验与教训 
 

一、我国高校设置和布局结构调整历史经验 

1、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布局

的调整和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高等学校设置、布局先后经

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调整： 

——建国初期（1952－56 年）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 

——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期间（1958－60 年）高校大发

展以及 60 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高校的大调整；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1966－76 年）高校的“撤、

停、并、搬”；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高校的恢复性发展及布局调整； 

——九十年代加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快高教发展规

模以及高校布局结构调整。 

                                                        
 2004 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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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我国50多年来高校设置与布局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

训，是我们做好未来五年（2010 年）到十五年（2020 年）全国高

校设置与布局结构调整工作的逻辑起点。 

2、历史经验 

（1）适应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 

1952—56 年的院系调整主要解决如何使高等教育的产出满足

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对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问题。从 1951

年底到 1953 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先对全国的工

学院，随后重点在华北、东北、华东地区，然后又在中南地区对

高等院校进行了全面的院系调整[1]。 

这次调整将所有私立大学改为公办，明确了综合大学和专门

学院的性质任务，尤其是加强了工科院校的建设，适应了建国初

期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满足了新中

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中各部门、各行业特别是重工业对专门

人才的迫切需求。由此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密切联系实际，为经

济建设服务，有计划发展的轨道。 

——九十年代向西部倾斜 

“九五”以来，为了配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适

应西部开发对高层次人才快速增长的需求，我国高校设置和布局

开始向西部倾斜，教育部和国家计委除原有的“211 工程”拨款外，

                                                        
[1]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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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额外拨款重点支持西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办好一所地方高校，并

组织中央直属院校对它们进行对口支援。 

在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九

五”以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西部地区高等学

校数由 2000 年的 435 所增加到 470 所（其中普通高校数由 2000

年的 249 所增加到 331 所）。 

（2）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调整的需求 

——五十年代区域布局的高校大调整 

上世纪 50 -60 年代初，为了缩小沿海和内地发展的差距，国

家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内地，教育主管部门将沿海地区的有关

高校迁入内地，如：1952 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全面进行

院系调整；1953 年以中南地区为重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进

行专业调整，西北、西南进行局部的院系和专业调整； 1955－1957

年，将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同类专业迁入内地建校，扩大了内地

建校的规模，增设了新专业，提高了内地大学的办学能力，改变

了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的状况，高校布局极不平

衡的状况有所缓和，有力地支援了中西部的经济建设。 

——非均衡发展与区域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东部沿

海地区持续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

高校的设置与布局明显向东部地区倾斜，新建了一大批地方高校。

截至 2004 年 6 月，在全国 1683 所普通高校中，东、中、西部地

区分别占高校总数的 44.3%、31.7%和 24.0%。全国 528 所成人高

校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高校总数的 46.0%、30.7%和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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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1999 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人才需求，为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央做出了高教大扩招的决策，高等教育跨

越式发展，普通高校招生数由 1998 年的 108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

的 320 万人，同期在校生数亦由 340 万人增加到 900 万人。为适

应这种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全国共新设置普通高校 1128 所，占现

有普通高校总数的 69.2%。高等教育的扩大，民办高校得到迅速发

展，在新设置的高校中，民办高校 186 所，占新增高校的 16.5%，

占现有民办高校的 94.4%。 

（3）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 

——高等院校条块管理体制 

50 年代，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创办并直

接管理了一批为本地区服务的高等院校，且数量越来越大，从而

形成了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创办

和管理一批高校的体制。这种办学体制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

而形成和发展的，对于调动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

积极性，对口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很快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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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结合与两级管理 

90 年代初以来，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共建、

调整、合作、合并”为主要内容，将大部分中央行业主管部门所

属高校通过共建、划转等方式逐渐转移到地方，并最终合并到地

方高校之中。以 1998 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为契机，对原机械部

等 9 个撤并部门所属的 93 所普通高校、72 所成人高校管理体制进

行了调整。改革调整后，以地方政府为主，对当地高教资源进行

合理重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结束了行业高校自成系统、小

而全、封闭僵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局面，逐步形成了

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多元化

的新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增强了高校面向社会和市场自主办学

的积极性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求，1999 年全国第三次

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浙江、江苏等地利用公办老大学的教育

教学资源，大量吸引社会资金，探索了创办民营独立学院的新途

径。此后，在教育部和各省的推动及规范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

探索独立学院这一新的办学模式。截止到 2004 年 5 月 12 日，全

国举办及获得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就已经达到 226 所。 

——院校设置管理逐步规范化 

1992 年，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

院校设置评议委员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和《成

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及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评议

工作。分类制定院校设置标准，建立了全国和省两级院校设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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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机构和规范化的工作程序。提高了院校设置工作中重大决策的

科学性和民主性，使院校设置审批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 

二、我国高校设置与布局结构调整的历史教训 

1、缺少科学的长远规划，曾出现多次大起大落的现象，对高

教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几次波动情况的简要描述： 

（1）1958－1960 年的高校大发展 

1958－1960 年的三年国民经济“大跃进”中，高等学校的发

展也来了个“大跃进”。1957 年全国只有高等学校 229 所，但到

1958 年增加到 791 所，1959 年增加到 841 所，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1960 年比 1957 年增长了 462.8%。1958－1960 年高等学校的

大发展，脱离了我国当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水平，国家既承

受不起千余所高等学校的经济负担，也没有足够的高级科学技术

人才来满足高等学校迅速发展的师资要求。这种盲目发展不仅违

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也使国家的经济力量承受不

起。 

（2）1971 年的学校布局调整 

在 1971 年撤并高等学校的过程中，全面改变了高等学校原有

的布局，将一些高等学校从沿海地区迁往内地，从大城市迁往中

小城市，乃至迁往农村。如北京市原有高等学校 46 所，准备撤销

15 所，合并 2 所，迁出 13 所，北京只保留 16 所。哈尔滨工业大

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合并迁往四川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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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则迁往川东地区梁平县农村办学。特别是医学

院和农林学院大都被迫迁往农村办学，全国 47 所农林学院中有 23

所被迫搬迁，先后累计迁移 45 次。这类大迁移造成了高等学校布

局的混乱,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国家建设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 

（3）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高校恢复性发展 

1976 年全国只有高等学校 392 所，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后，国务院一次就批准和增设高等学校 169 所，由 1977 年的 409

所增加到 598 所；到 1981 年全国共恢复和新建高等学校 704 所。 

（4）80 年代中期的高校发展 

党的十二大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教育先行，以便为

各条战线培养高级专门人才，1983 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和国

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各省市遂积极设

立高等学校，到 1984 年高等学校达到 902 所，比 1981 年的 704

所增加 198 所，1985 年又增加 114 所，全国高等学校达到 1016

所。高等学校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个发展速度超过了当

时经济发展速度。 

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高等教育的调整改革，

必须依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高等教育事业在发展规模、速度

上应当避免大起大落，努力做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2、50 年代院系调整中，单科性的工科院校过多，不利于交

叉学科的发展和复合型人才的成长，规模效益偏低 

（1）行业办学简单地与行业部门对应，单纯强调对口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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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多学科的综合 

通过院系调整，将各综合性大学中的工、农、医、师、财、

法等系科分离出来，单独或者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建立起独

立的工科、农林、医药、师范、财经、政法等专门学院，综合性

大学实际上只剩下文、理二科。各高等学校之内又取消了原先的

院一级建制，在学系之下则按照国民经济计划中各行业部门的具

体要求设置专业作为专门人才培养的基本教育单位。 

调整后的综合大学没有各国通常都有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不利于学科的互相渗透，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

高度综合的趋势，也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成长和学术发展；无法

适应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和职业流动性显著增大的需求；

也不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2）高校规模普遍偏小，造成了有限资源利用不足，办学效

益普遍较低 

——高校规模偏小，造成了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和规模效益的

低下； 

——片面注重国家需要，不讲成本核算，低水平重复设置高

等院校和专业，产学研脱节； 

——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校与校之间存在教学科研设施重复

购置、利用率不高等浪费现象。某些高校的一个学院之内，系与

系之间，教研室与教研室之间，甚至教研室的小组之间也存在着

重复购置的浪费问题。 

3、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尚不完善 

（1）国家缺乏对不同类型院校的分类规划、分类指导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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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国内现行的高等学校分类方法，难以从办学及管理的角度对

不同类型的学校提出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使部分高校层次不清、

任务交叉、互不衔接，从而难以按类要求分类指导和科学管理。 

在高等教育规划方面，政府缺乏对不同高校的分类发展政策，

缺乏对高校的分类指导，不同高校没有明确的分工定位和分类的

质量评价体系。对高校质量的评价多数建立在单一的规模、层次

指标上，致使许多高校热衷于层次和规模的扩大，盲目地追求升

格，定位趋同，缺乏特色。 

（2）高校审批过程中审批程序和标准有待规范 

高等学校设置标准和程序尚待进一步科学论证，政策有待完

善。目前我国高校设置标准、规定（包括公立、民办和中外合作

办学）及有关政策和措施对动员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单位和个

人）参与和支持办学不够有力；高校设置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高校的认可、审批、评估体系不够健全等。在控制办学层次及保

证办学质量方面要求不严；高职审批过程中省级审批标准有待于

进一步规范。 

（3）地方院校缺乏地方特色，和地方经济、产业联系不密切 

一些地方院校盲目进行大学整合，片面追求规模，仅注重合

并的形式，而忽视了合并的内涵，片面追求大而全；一些地方院

校提出脱离地方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的发展目标及任务；而部分

地方当局对高校为地方服务缺乏长远考虑，对院校支持和指导不

够，甚至鼓励其盲目提高办学层次，使之不能发挥地方院校的优

势、难以办出特色、对地方发展未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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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散设置的较低层次的院校，办学方向不够明确，未能

更好地为地方服务，也难以得到地方的支持，造成人才资源及教

育资源的浪费。 
 

第二部分 

院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指导思想 
 

今后 5-15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高等

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

挑战，“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的确立，要求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院校设置和布局调整要面向全球，

立足国内，科学预测和规划，合理调整高校布局结构，优化资源

配置方式，合理利用资源，保证改革顺利实施，实现高等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 

1、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

需求 

世纪之交，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现阶段，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

指导高等教育的新跨越，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八

字方针，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经验，正确处理各类高等教

育的关系，思考和制定科学的高校设置与发展战略，实现整个高

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这就需要统筹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和不

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需要坚持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

构、效益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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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高校设置和布局结构

调整必须合理谋划，力求做到使各类大学都能够合理定位，以优

势和特色取胜。同时，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结构调整、

布局优化，提高高校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推进高等教

育的持续发展。 

2、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对高等院

校设置和布局结构提出新要求 

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科技创新步伐的加快和加入

WTO 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要求院校设置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产力布局相协调，要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结构调整和多样化相

适应；高等院校的布局要适应区域生产力布局，与社会发展需要

相匹配，使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协调一致，共

同促进。 

3、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发达地区加速实现市场化、

现代化，高校设置和布局要适应生产力布局调整的需求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发达地区加速实现市场化、现

代化，要求我们调整优化高校布局结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调

整、优化高校的布局结构，使之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 

在高校设置审批上，结合西部大开发，创造条件向西部地区

倾斜，具体考虑就是加大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审批力度。中、东部

地区高校设置向地市一级的城市倾斜，具体考虑就是要在学校布

点上，主要在有条件、有需求但缺乏本专科学校的地级市和中心

 11



城市设置高等学校，积极鼓励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地级市或中

心城市政府举办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原则上不鼓励在省会

城市布点高等学校。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高校设置和布局要考虑当地的实

际需要，要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要正确处理计划的宏观调控和

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城镇居民收入

的不断提高，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地方财政收入的增

加，为发展当地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力支持，这为高

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大学也必须以服务求支持，

以质量求发展，把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职责。 

5、法制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对高校设置管理提出新要求 

法制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真正处理好政

府、高等学校和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管理部门要

主动调整自身的宏观管理职能，要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放到重

要位置上来，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机制、拨款机制、法制

约束机制、评估机制等，通过多种手段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公共治理结构的改革趋势，

为了保证政府依法行政、激励和监督高校高质量地办学，在高校

设置和布局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上要综合运用法规、政策、评价、

认证、规划等手段，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要健全和规

范高校设置审批和评价制度，实现高校的依法设置和自主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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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球化背景下的院校设置问题：实现高等学校设置的多样

化和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

高等教育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研究和

思考高等学校设置就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立足中国的现实，用

国际化的准则来审视高等学校设置问题。 

确立公立和私立学校平等的观念，强化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

育同等重要的意识。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高等教育

办学主体已呈现出多样化和开放化的特征，这一趋势是与高等教

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相吻合的。我国今后高校设置的主体也应顺

应这一趋势。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打破公立、私立的界限，正

规与非正规教育的分野，使两者相互沟通，相互补充。 

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市场规则意识，适应市场化机制的要求

调整院系设置。高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紧密联系经济建设实际

调整院系设置，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提

高竞争力。 
 

第三部分 

院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目标 

 
今后 5－15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

经济将持续稳步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生产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对高

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因此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而高等教育的继续稳步发展将为高等学校的设置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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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提供广阔的空间。本部分将根据上述需求预测 2010 年和

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从而进一步对高等院校的设置

与布局调整进行目标测算和研究。 

一、高教发展规模预测 

1、学龄人口预测 

20 世纪末我国已基本实现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

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

产类型转变，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趋向从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转

变为一个橄榄型。 

随着人口的变化，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也出现不同的变化情况。

其波动的总趋势基本为单峰型，自 2000 年以来，高等教育学龄人

口将持续上升，到 2008 年达到峰值 12500 万人左右，此后逐渐下

降到 2020 年的大约 8600 万人。 

未来人口和学龄人口的统计分析和预测结构表明:未来 20 年

间，我国教育人口规模及普及任务的压力主要体现在高中阶段教

育和高等教育阶段,而“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加快实现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关键时期，从而也成为我国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 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

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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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0-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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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地区学龄人口预测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省分年龄的数据，以及 1990

年以来人口迁移的特点，在全国人口和学龄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对

东、中、西部地区未来 5-15 年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进行预测。 

各地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地区之间分布呈现较大差距： 

——各地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在 2010 年之前不断增加，其中

东部地区超过 5000 万人，比西部地区多 2200 万人； 

——从 2010 之后学龄人口不断下降，2020 年东部地区下降到

4000 万人，中部地区下降到 2600 万人，西部地区则下降到 2100

万人，东西部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差距仍在 1900 万人左右。 

表 未来 15 年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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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0 4216 3112 2509 

2005 4797 3398 2798 

2010 5125 3548 2957 

2015 4074 2782 2286 

2020 3974 2583 2086 

3、在校生预测 

到 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将持续健康发展，毛入学率稳步提

高。根据这一教育发展目标和学龄人口的变化，对我国高等教育

在校生规模进行预测。 

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将持续上升，2010 年达到 2900

万人左右，2020 年将达到 3600 万人左右的规模。高等教育规模的

不断扩大，需要我们不断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和建设一批新的学

校来容纳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旺

盛需求。 

4、分地区在校生预测 

根据各地区学龄人口的变化及 2000 年到 2003 年各地区各级

教育在校生占全国的比例与变动情况，预测各地区各级教育在校

生。 

初步的预测数据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

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校生人数都逐年增加。 

——东部地区 2010 年高等教育规模将上升到近 1340 万人，

比 2001 年翻了一番，其中普通本专科达到 800 万人，是 2001 年

的 2.4 倍，快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 

——2010 年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达到 900 万人，其中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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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 540 万人；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在校生 2010 年将达到 660 万人，其中

普通本专科 360 万人左右。 

——到 2020 年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东、中、西部

地区分别达到 1700 万人、1140 万人和 830 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

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分别达到 62.5%、62.0%、57.9%。 

5、分本专科学生数预测 

根据目前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以及将来社会对本科人才需求

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都将不断增加，我们假定普通本专科招生保

持相当的比例，得到未来 15 年普通本专科的在校生规模。 

根据预测，2010 年普通本科规模将达到 1130 万人左右，2020

年将达到 1500 多万人，比 2003 年增长 1.4 倍；2010 年普通专科

在校生将达到 580 万人，2020 年将发展到 730 万人左右，比 2003

年增加 150 万人左右。 

6、分办学体制学生数预测 

2003 年我国有民办普通高校 173 所，在校生 81.0 万人，比

2002 年增长近 1.6 倍，占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也从 2002 年的 3.5%提高到 7.3%。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未来发展民办学校

和引入民办机制是今后5到 15年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重要途

径。在进一步办好现有民办高校的基础上，民办学校的规模还将

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如果到 2010 年我国民办高校在校生占普通高

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达到 30%，2020 年达到 45%，则 2010

年和2020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将分别达到510万人和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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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 

二、高等学校数量、地区和类型构成预测 

1、全国普通高等院校设置总数 

（1）高校设置现状 

2003-04学年度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1552所，比 2000年的 1041

所增加 511 所。其中本科院校有 644 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 41.5%；

专科院校 908 所，占总数的 58.5%。 

普通高校在连续四年扩大招生基础上，校均规模不断扩大，

2003-04 学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均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7143

人，比 2000 年增加 1854 人。其中，本科院校校均规模超过万人，

达到 11662 人，比 2000 年增加 4747 人；专科（高职）院校平均

在校生规模也接近 3000 人，为 2893 人，比 2000 年增加 611 人。 

（2）院校设置平均规模标准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到今后我国高等学校管理和办学水

平提升的要求，并参照国际经验、尤其是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办学

规模的成功经验，本报告提出，未来 5 到 15 年，我国本科院校的

校均合理规模在 8000－10000 人之间；而专科（高职）院校的校

均规模目前相对偏小，仍有进一步扩大的需要和潜力，以提高学

校办学的规模效益，本报告提出我国专科（高职）的平均合理规

模为 4000－5000 人。 

（3）全国高等院校设置总数预期 

根据以上发展规模预测，如果本科院校按校均 8000 人，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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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按校均 4000 人计算，则到 2010 年我国共需普通高校 2860 所

左右，到 2020 年合计需要 3720 所普通高校，届时普通高校校均

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将 6030 人左右。 

如果本科院校按校均10000人，专科院校按校均5000人计算，

则到 2010 年我国共需普通高校 2290 所左右，到 2020 年合计需要

2980 所普通高校，届时普通高校校均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将达到

7540 人左右。 

2、全国分层次高等院校设置预测 

（1）本科院校设置数预期 

根据本报告课题组预测，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本科在校生

将总数将达到 1128 万人。按本科类普通高校校均规模 8000 人计

算，到 2010 年，我国共需要本科院校 1410 所左右；按 2020 年普

通本科在校生 1511 万人测算，全国共需本科院校 1890 所左右（此

按校均规模 8000 人测算为方案一）。 

根据方案二（即校均规模 10000 人）测算，到 2010 年，全国

共需本科院校 1128 所；2020 年需本科院校 1511 所。 

（2）专科（高职）院校设置数预期 

根据高校在校生数预测，2010 年我国专科（高职）在校生为

580 万人。按方案一（即按校均规模 4000 人）测算，需专科（高

职）院校 1450 所；按方案二（即按校均规模 5000 人）测算，专

科（高职）院校总数将达到 1160 所。 

同样，根据高校在校生数预测，2020 年全国专科（高职）在

校生总数将达到 733 万人。按方案一测算，全国专科（高职）学

校总数将达到 1830 所；按方案二测算，专科（高职）院校总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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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470 所。 

3、全国分办学体制学校设置数 

2003 年民办普通高校有本科生 31.97 万人，占普通高校本科

生的 5.08%；专科生 49.03 万人，占普通专科在校生总数的 10.2%。

结合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民办

高等教育机构以专科层次和职业教育为主，同时鼓励一部分社会

声誉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向本科层次发展。 

预计到 2010 年，我国民办专科院校在校生占普通高校专科学

生总数的比例将由 2004 年的 10.2%提高到 40%左右，2020 年达到

60%以上，届时民办专科在校生规模将分别达到 230 万人和 440 万

人左右，按校均规模 5000 人计算，则需学校 460 所和 880 所。 

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在校生人数占普通高校本科学

生总数的比例，由 2003 年的 5%提高到 2010 年的 25%和 2020 年的

35%，届时民办本科在校生规模将分别达到 280 万人和 530 万人左

右。按校均规模 10000 人计算，则 2010 年和 2020 年分别需要民

办本科院校 280 所和 530 所。 

到 2010 年合计需要民办普通高校 740 所，2020 年民办普通高

校总数将达到 1410 所。 

4、全国普通高校分地区布局规划 

2003 年，在我国 1552 所普通高校中，东部地区有 689 所，中

部地区 485 所，西部地区 378 所，分别占总数的 44.4%、31.3%和

24.4%。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教资源相对稀缺。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使中西部地区对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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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更加旺盛，要求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因此在今

后高等学校设置布局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改善原有布局结构不

合理状况和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使高校布局向中、西

部地区倾斜。按照这一思路，今后我国东、中、西部高等教育资

源占全国的比例将调整为 40%：33%：27%，则 2010 年东、中、西

部地区分别有普通高等学校 920 所、750 所和 620 所；2020 年分

别有 1190 所、980 所和 810 所。 

5、高等学校分地级市的布局 

目前在全国 291 个地级市中，有 133 个已实现了有 1 所本科

院校、1－2 所专科学校的布局；有 29 个地级市有 1 所本科学校但

无专科学校；但仍有 113 个地级市只有专科学校无本科学校；而

其他的 16 个地级市既无本科学校也无专科学校。缓解了高校设置

在省会城市过于集中的矛盾。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批经济发展快、人口密集

的城市和地区，但由于这些地区没有高等院校，使当地缺乏研究

开发力量，难以就地培养急需的中、高级专门人才，企业技术改

造、产业升级缓慢，竞争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缓解现有高等学校布局不均衡、省会

城市和发达城市高校过于集中的问题，今后新增设的高等学校还

需要有重点的向地级市和偏远地区倾斜，努力实现全国 85%的地级

市有一所本科学校和一所专科学校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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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院校设置与调整预期目标 

1、全国新增院校数量、类型等预期目标 

（1）本科院校设置总数预测 

“十一五”期间及未来 15 年，按本科院校 10000 人、专科院

校 5000人的校均规模计算，2010年共需高等学校 2290所，与 2003

年比较，需新增设 740 所左右，其中需新增本科院校大约 500 所，

需新增专科（高职）院校大约 250 所。平均每年需新增高校本、

专科（高职）合计也将超过 100 多所。 

（2）专科（高职）院校设置总数预测 

2020 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规模达到 2243 万人，共需普通高校

2980 所，在 2010 的基础上需再新增 700 所，其中需新增本科院校

380 所左右，专科院校 310 所左右。平均每年新增本科院校和专科

（高职）学校数也将达到 70 所。 

2、分地区新增院校的预期目标与战略设计 

按照高校布局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2010 年东、中、西

部地区在 2003 年的基础上分别需新增高校 230 所、270 所和 240

所左右；2020 年在 2010 年的基础上再新增 270 所、230 所和 190

所。 

“十一五”及未来 15 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设置将体现与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与地区综合经济能级水

平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要求、科技与知识创新实力成长、国

家和地区宏观战略与政策保持一致，体现高等教育区域相对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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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应和院校发展规律，使高校相对集聚区域对周边区域形成相

对辐射、从而形成更大区域的院校集群与辐射的强关联区间。根

据我国区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综合趋势，可以把以下七个院校

集群与辐射较强关联的区域，考虑为全国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

依据和支撑。 

——大京津地区：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包括河北、山东、

辽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

东和福建部分地区； 

——东三省地区：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东、内蒙古和河

北部分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和湖南

部分地区；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和安徽部分地

区； 

——西南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湖

北西北部地区、青海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区； 

——大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西

藏、新疆等地区。 

应当说明的是，我国 50 年来的实践和国际高等教育、尤其是

发达国家高校布局的经验深刻地表明，高等院校集聚区域与经济

社会的区域分类既有关联、但又有所区别，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

应避免认识和政策上的简单平均化；同时，高校集聚区域也与我

国行政区划不完全相同，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预设辐射服务范

围应该突破行政管辖区域的限制。这是我们在制订我国高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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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局结构调整中应给予充分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在按区域集聚与辐射规划院校设置与布局方面，也要

充分考虑到各大区域内部各省（市、直辖市）、各个省（市、直辖

市）内部的地级市以及各大区域与外部的协调，例如： 

——在现有高校相对较少、但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区域

战略作用的地区，要考虑重点扶持的政策，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珠

江三角洲地区，重点支持高校设置以更好地与香港、澳门等东南

临近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与合作； 

——在西南地区，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重点扶持昆明等地

尽快提升高等教育辐射服务的实力。同时，为超前储备人力资源

和从根本上提高就业水平，鼓励西部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超前

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部分省会、自治区首府和一部分地级

市城市设置特色本科、民族院校和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高职类

院校，予以倾斜性政策和财政支持；  

——在中部地区，也有必要、且有可能在现有的武汉相对集

中区域外，再支持长沙、郑州等地新增部分院校，从而有效提升

中部地区的整体实力； 

——大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的部分高水平大学可以到大西

北部分省会、自治区首府新设分校或与当地高教资源重组新设多

科性本科院校，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校的均衡布局。 

3、民办、公办学校新增院校数预期目标 

根据上述预测，到 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总数将达到 2290 所，

比 2003 年新增 740 所，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2003 年我国有民办

高校 173 所，2010 年民办院校的数量将达到 740 所，将比 2003

年增加 570 所左右（含独立学院），则还需新增 170 所公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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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普通高校总数将达到 2980 所，在 2010 年的基础

上新增 700 所，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其中从 2010 年到 2020 年

民办高校再增加 670 多所，则需要新增公办高校近 20 所。 

根据前述测算，未来 5 到 15 年，我国平均每年需新设 50—60

所本科院校。考虑到现有专科院校“升格”外，需通过“独立学

院”的途径来实现本科院校发展的目标。 

4、关于院校合并的指导性原则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中，还存在相当多的单科性院校。自 1992

年以来，以合并调整为主要方式，或者将部分单科性院校并入多

科性或综合性大学，或者多所单科性大学相互合并组建新的多科

性大学，或者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的单科性院校通过加强学科建设

扩展学科面升格为多科性院校。 

尽管如此，目前全国还有大约 400 多所单科性院校独立存在，

由于学科单一、校名行业性太强，使这些学校的生存发展存在困

难。而且单科性院校过多，造成重复设置，学校办学效益低下。 

在“十一五”及未来 15 年我国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中，尤其

是在高校的合并与调整方面，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从各地实际出发，以学科互补和有利于学校办学水平和

服务能力提升为导向，对现有的部分单科性院校进行合并与调整，

但要避免单纯的行政性或强制性为合并而合并的倾向； 

——对部分单科性院校或学科门类较少的院校，在尚不具备

合并的条件下，通过政策引导等多种途径，鼓励多种形式的联合

办学和多种方式的合作，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新设立高校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原则上以举办综合性

高校为主，即使办学初期学科有较大缺陷，以鼓励这些地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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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校朝应用学科方向发展。在这一方面，类似于美国当时的“农

工大学”和“赠地学院”的发展路子。促进我国地、县级市高校

密切与地方经济社会的联系与服务。 

四、相关条件配置标准及预测 

根据今后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考虑规模扩大对办学条件

的需求以及部分高校办学条件短缺等因素，以此预测未来普通高

等教育的相关条件配置标准及发展需求。 

1、师资需求：数量持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 

按办学条件标准测算，目前还有 628 所学校未达规定的生师

比标准，合计共缺 119 万学生的教师，按生师比 16 测算，缺教师

7 万人左右。 

到 2010 年普通高等教育规模达到 1700 万人，按生师比 16 测

算，需专任教师 107 万名教师。则到 2010 年新增专任教师 34 万

人，合计需补充教师 41 万名左右（不考虑自然减员）。 

2020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扩大540万人达

到 2240 万人，按生师比 16 测算，则需专任教师 140 万人，在 2010

年的基础上需再增加 33 万人。从 2003 年到 2020 年累计需补充教

师 67 万人以上。 

2003 年我国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达到 23.6 万人，占专任教

师总数的比例为 32.6%，如果 2010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 50%，则需

要研究生学历教师 54 万人左右，需补充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约

30万人。如果2020年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专任教师比例提高到70%，

2020 年需研究生专任教师 98 万人，在 2010 年的基础上还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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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万人。 

依据人力资源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趋势，未来教师的需求及

补充将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渠道，即规划教师的需求在考虑师范

院校培养计划时必须同时考虑另外两个主渠道。 

——约 60%的需求将通过新教师的培养得到满足。实践证明，

具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本科与研究生）同样也是

新教师的来源； 

——20%以上的具有实践背景的兼职教师将成为教育推进人

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除了学校要继续完善兼职教师的相

关制度外，还需要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用人单位内部环境，

尤其是涉及到公司/企业、各类相关事业单位，要逐步形成兼职教

育的社会地位和荣誉； 

——今后相当部分的教师需求（20%左右）将通过相关的教师

专业市场和其他劳动力市场招聘。为了增强师资队伍活力，国家

在支持、鼓励包括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员流动上应制定更为开放而

灵活的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 

2、经费需求 

（1）事业性经费需求 

2003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2394 元，

2010 年普通高等教育规模达到 1700 万人，按生均事业费 12500

元计算，则需要事业性经费 2125 亿元左右，2020 年普通高等教育

规模达到 2240 万人，则需事业性经费 2800 亿元。 

2003 年普通高校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6178 元，

如果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再适度增加，达到 6500 元，则 2010 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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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1105 亿元，2020 年需 1456 亿元。 

除财政预算内拨款以外，到 2010 年还需要通过多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 1020 亿元左右，2020 年需筹措大约 1344 亿元，才能基本

满足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2）教学仪器设备投入 

2003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值为 850 亿元，按各

类学校生均教学仪器设备达标要求测算，目前尚有 554 所学校未

达标准，缺 130 万学生的教学仪器设备配置，按生均 4000 元测算，

需要 52 亿元。 

到 2010 年普通高校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规模 600 万人，按生

均 4000 元测算，需要 240 亿元。考虑到教学仪器设备的折旧，按

平均 7%的年折旧率测算，需要折旧费 320 亿元。合计共需要教学

仪器设备投入 612 亿元。 

到 2020 年普通高校规模达到 2240 万人，在 2010 年的基础上

增加 540 万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按 4000 元测算，则在 2010 年

的基础上还需要 216 亿元的教学仪器设备。 

3、预计新增土地面积 

2003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有教学行政用房 15586 万平方米，

按各类学校生均教学行政用房达标要求测算，目前全国有 739 所

学校（未含教育部属学校）按标准测算还可容纳 148 万名学生，

另有 800 所学校未达标准，缺 239 万学生的用房，抵消后尚缺 1365

万平方米的教学用房（按标准 15 平方米测算）。 

到 2010 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将达到 1700 万人左右，比

目前增加 600 万人左右，按 15 平方米的标准计算，需新增教学行

 28



政用房 9000 万平方米。合计需增教学行政用房 10365 万平方米。 

2020 年规模达到 2240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540 万人，按生

均 15 平方米的标准计算，需新增 8100 万平方米的教学行政用房。 

 

第四部分 

院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政策框架 
 

围绕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行使各级政府的职能时，要求政府

在推进相关法规建设、依法行政和切实履行自身统筹管理、宏观

调控职能的基础上，加速建立国家统筹、分级调控的高校设置及

布局管理体制，并通过发挥不同层次的专业性咨询评价中介组织

的评估、审议作用，落实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的社会评价和监督

机制。 

一、健全法规，依法行政 

1、健全高校设置法规，实现高校的认定与调整有法可依 

目前，我国高校设置条例尚不完善，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实

施细则建设滞后。为使我国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各个环节有法

可依、避免大起大落，需要在 1986、2002 年国务院发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设置条例》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规

条款：如对“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的基准评价条款，对高校的升格、更名的规范，颁发学位或学历

证书资格的要求，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及程序等。 

为规范和指导各地开展高校设置和调整工作，各地应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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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制

定地方性法规以及实施细则，确保这项工作有序进行，满足当地

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完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条例》的基础上，各级政府主管

部门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要求及标准，在《行政许可法》、《高等教

育法》的框架下，充分发挥制定政策、规则的引导及监管作用，

明确规定高校设置的程序、运作模式，督促咨询机构、下级政府

负责部门履行责任，保证新增院校应有的质量和水平。并规范各

级政府行使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职能，防止出现“越位”、“缺

位”现象。 

2、进一步完善科学的院校设置标准体系和审议制度 

分类设立高校设置标准体系。构建我国 “行业发展政策”含

义、科学的普通高校分类设置标准，指导各级评议组织和各地高

校的申报、审议、设置和调整工作。根据全国高校设置现状和发

达国家的经验，围绕高校的建设发展目标、高校职能、服务面向、

举办主体、管理主体等主要特征，划分不同的高校类型和层次设

置标准。并对设立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或

学院、高职（或二年制大学层次社区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的设

置，规定清晰的程序和规程。 

建立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标准。分东、中、西部地区，分省、

地、县级市，分高校类型与层次，设置高校调整布局的标准体系，

并对调整布局原则、申报、评议和审批程序和监管对策进行系统

设计和规范，为国家、地方有序进行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也为有

效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提供指南和保证。 

进一步完善高校设置的审议、评估、认可体系。为了保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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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高校的质量和布局调整的整体效益，需要依照相关法规，加快

建立申报方自评和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委托具有资格的中间机构

评估或专业组织审议相结合的双向推动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高

校的审批、评估、认可和监督机制，确保其公开透明运作，接受

社会监督，以推进各类型高校设置和调整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3、依法行使政府的管理监督职能 

为了保证各类新建学校能够按照相关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建

设和准备工作，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通过委托专家咨询等多种

途径，主动对新建高校的筹建、规划工作予以前期指导。在新建

学校初期，政府需要依法按照学校发展建设规划和进程，有效督

促新建学校实现自评自查，并督促其对外公开自评结果，以接受

公共监督。并组织中介组织对其进行评议，并根据中间组织的咨

询、评估和审议结果，及时做出行政决定和指令。 

二、宏观调控，管理服务 

1、建立国家统筹、分级调控的高校设置及布局体制 

在涉及高校设置、布局调整及其管理的重大问题上，在实现

国家统筹的前提下，建立分级调控、分级负责的高校设置及布局

体制，改目前高校管理体制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二级管理模式为三

级管理模式，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有效提高高校设置和

布局结构调整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涉及国家战略层面的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综合大学、行

业性或专业性强的特殊类型院校，应由国家统一布点设置。一批

由教育部直接管理或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建共管的研究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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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综合性大学一般不必进行大的调整和变动，使其在原有的特

色基础上进一步作强，充分发挥其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研发

高科技和创新知识的主要职能，立足于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国家层面上的高校设置重点近期应是由国家支持目前尚没有设置

这类大学的省、自治区至少办好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或具有若干

高水平特色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对于一般性本科院校及部分专科院校（包括民办文理科类、

独立学院、公办各类院、中外合作举办的学院）的审批和调整布

局，原则上应发挥基础较好的省、直辖市的积极性，使得省级政

府充分履行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但是，一段时期内仍需要国家主

管部门组织检查、评估，督促专业评估机构对新设高校的学历文

凭、学位颁发资格进行考察。 

对于大部分专科（高职）类院校的设置和布局调整，应从实

际出发，把相关的管理、审议、审批工作交给地（市）级政府主

管部门，地（市）级政府审批的专科（高职）学校由各省负责备

案，并对高校的设置资格、办学条件改善情况以及是否具备颁发

学历文凭资格，负责进行必要的核查、评估和严格监管。 

2、加速高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支持体系建设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和短期需求，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确

立各类、各层次高校设置与调整的原则，制定国家高校发展目标

和落实实现途径，形成国家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和程

序框架。并通过遴选专家及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专业化的中间组织，

对各级政府的高校发展规划、高校设置资格、调整目标的实现与

落实，提供专业化的咨询和评议意见，形成对各级各类高校设置

认可与布局调整决策的强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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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各级政府高效、科学地履行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职

能，需要分别依托专业化机构，建立高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预测

以及监控、评估、审议制度。政府依据预测结果，建立信息发布

制度，实现信息导向，并对各类、各层次的高校设置提出指导性

意见。专业化的评估、审议组织则对申报高校进行全方位的评议、

考察，并对高校设置提出认可与否的意见和评议结果。政府主管

部门根据专业性的评估、审议意见，做出申请高校是否具有招生、

办法学历或学位资格的行政指令。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包括媒体

在内的社会力量可以对操作标准、操作程序行使监督权，或对主

管部门反馈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分别履行高校设置、布局调整的组织、

评价、审批、监督、反馈职能，从而实现高校设置与高校布局调

整的支持体系和公共治理。 

三、社会评价，有效监督 

1、建立不同层次的专业性咨询、评价组织 

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的分级咨询评价机构

体系建设，形成各级政府对于不同层次的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依

靠不同的咨询、评价组织的运作机制。 

在高校设置与布局调整的支持体系中，专业化的中间组织及

其组成成员的资格、诚信度、运作程序和内部运作制约机制等因

素涉及到评估、审议工作及其结果的客观、科学和可操作性。为

此，教育部、各省、各地（市）级政府委托的中间机构或组织成

员应接受相应的资格认证和公示，并依次由国务院、教育部和省

级主管部门对其遴选结果进行备案，其成员必须保证有教育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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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界的资深人士、专业研究或服务机构的专家、法律代表和各级

政府的代表，以实现高校设置、高校调整及其办学质量的公共监

督，并增强评估、审议结果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区别不同的评估、审议内容和对象，加强和实现评估、审议

工作的专业化、客观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建立评价组织成

员信息库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高校设置或布局调整评价工作，

随机选择不同的成员参加。另外，在评估组成员信息库中，应从

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角度，在地方委托的咨询、评估组织

参加人员组成中，适当增加全国性宏观研究机构、本地社会团体、

本地商界、本地企业界及本地社会知名人士的比例。 

2、建立高校设置、调整和评价工作的长效监督机制 

为了保证政府依法行政、激励和监督高校高质量办学，需要

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加快建立对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

工作的分阶段考察、评估、审议和认可制度。根据中间组织的专

业化咨询、评估和审议结果，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申报成立的高

校或新获得招生资格的高校，分别行使不同的行政职权，并对新

建高校分几个不同节点进行跟踪考察与评估，同时把相关信息通

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 

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应将关于申办和新建高校的设置

条件或办学质量的专业化评估、审议和认可结果与政府的倾斜性

政策结合起来，对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高、学生家长满意度高

的新设学校给予公开嘉奖，形成对新建高校的多种激励和监督途

径，以发挥中间机构的权威性和长效影响。 

为了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网站，

在发布相关政策、信息的同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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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批评，以推动、约束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设置和调整工

作，并适应新的变化，及时从政策、法规、管理运作程序等方面

纠正错误，使高校设置和布局调整工作实现新的突破，获得新的

发展。 

3、推动新建高校进行自查、自评和自我诊断 

对新建高校、调整后的高校进行评估、审议、认可和各种监

督的直接动机和最终目标，都是保证新建高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办学质量，满足社会、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

国外政府主管部门还普遍采用督促申办学校、新办学校进行自检、

自查和自我提高的途径。借鉴这一经验，我国各级政府应督促高

校落实校内设置专门机构，使高校内部按照制定的长短期发展规

划、阶段性目标，客观地评估成绩、矛盾与不足，在分析、监测

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和绩效基础上，提出校内自评报告，为学校

发展和新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也为外部了解学校提供信息窗口。 

对于申报学校而言，对照高校设置标准的相关规定实现自评、

自查和自我诊断，也是树立办学质量意识的重要方面。预先邀请

相关专家会诊，对筹建工作进行指导和咨询，有利于政府主管部

门、专家和专业化评估组织提供科学、翔实的论证报告，有利于

社会公开了解和监督高校的办学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