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特色研究 

课 题 研 究 报 告 

                                                        
全国教科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中的院校设置与布局研究》（DIA050140），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办学特色研究》（教发司[2008]53 号）。课题负责人：陈

国良；课题组成员：董业军、李芙蓉、杜晓利、王秀军、付伟、杜瑛、邱国华、贺绍禹、

刘菊香、张振助、张珏、茅鸿祥、胡瑞文。 

 i



 

前  言 

 

本报告是 2008 年年度教育部十三项“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与政

策研究课题”之一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特色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特色研究》涉及高校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以及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涉及到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决策、宏观管理政策、法

规及其实施的有效性，涉及到未来尤其是未来 12 年的国家高等教育

发展战略及其政策趋向。 

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以及促进高校形成办学特

色，有利于全面客观总结和反思到目前为止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

整及其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包括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可以通过宏观

形势及其需求的预测与分析、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面向全

面小康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调控思路与

目标预期；对于确定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重点、选择合适的管理途径

和提高宏观管理政策的落实成效，对于形成分类发展、各具特色、各

有明确服务面向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新局面，无

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在课题组全体成员前期分专题、分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

课题研究总报告。总报告共包含六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通过历史回顾及实证分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调控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以及实施的有关调控政策

进行了简要梳理，对于减少单科性院校、扩大校均规模以及形成更为

合理的高校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以及努力适应国家生产力

分布等方面所取得成效与进展，进行了多视角、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分析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成三个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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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通过历史比较、国际比较以及多维度的实证分析，深入

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及其高校办学中存在的若干突出

问题：如片面追求大而全及综合化、争相升格、竞相设置热门学科专

业、专门院校行业服务能力明显下降、增强高校办学特色方面的增量

调节作用发挥不突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值得今后借鉴的四条教

训。 

第三部分从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党和政府更加关注民生以及致力于推进

公平、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减少、政府管理改

革与推进公共治理的不断深入、市场体制建设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形成若干重要趋势等方面，分析了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调整及促进高校形成办学特色所面临的形势、需求、机遇和挑战。 

第四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高等

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其高校宏观管理体制及其成效

等内容的比较研究与分析，总结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经验与做法：即运

用法律法规与公共政策，有效引导高教合理布局，促进高校办出特色；

高校通过建立并实施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发展领域和办学特色；

社会中介和新闻媒体在促进高校形成特色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在此基

础上，还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若干重要启示。 

第五部分内容包括研究未来 12 年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

促进高校形成办学特色宏观政策框架与调控的指导思想、分析预测思

路、对高校校数总量的预测、各类高校布局结构与办学特色的调控目

标、新建高校的空间分布及地区配置模拟方案等内容。这部分内容涉

及到数理模型的建设与运用，可为国家形成基于分配模型的精细化管

理方案提供是思路与可操作的行动框架。 

第六部分在深入思考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提高资源配置经

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发展、与创新公共管理体制以及形成高校办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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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高校内部管理改革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主要从 7 各方面提出

了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以及促进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对策建议。其

中特别强调了国家宏观管理政策要突出体现六个“结合”：即、“集中

管理”与“分散化管理”相结合、“行政干预”与“提供服务”相结

合、“单项管理”与“综合管理”相结合、“引导性”政策与“逼迫性”

政策相结合、“增量调控”与“存量调控”相结合、“宏观管理”与“精

细化管理”相结合等管理思想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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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不同管理主体的高校..................................................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不同办学主体的高校..................................................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新建高校地区配置方案模拟................................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新建高校的地区配置原则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新建高校的地区配置模拟方案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新建高校的地区配置实施需要综合考虑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六部分  思考与建议...........................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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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统筹高教布局和引导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思考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提高资源配置经济效益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促进社会发展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创新公共管理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高校办学特色与高校内部管理改革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我国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形成高校办学特色的建议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适应人口与经济布局变化特点及趋势，优化和完善国家高等教育布局体系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建立新的高校分类管理架构，引导各类高校形成办学特色错误！未定义书

签。 

（三）重新划分各级政府高校管理权限，改善宏观管理与服务职能错误！未定义书

签。 

（四）与行业及部门共建共管，重塑部分院校与部门的联系及其行业特点错误！未

定义书签。 

（五）创新巨型大学的运行模式，给分校相对独立运行留出空间错误！未定义书

签。 

（六）建立跨省高教合作机制，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联动发展错误！未定义书签。 

（七）建立开放的评价机制，凸显政府拨款的激励导向作用错误！未定义书签。 

 

 


	前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