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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

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  

 
(教高[2010]1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科院，有关高等学校： 

  自2001年教育部开始实施“对口支援西部

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以来，高等学校对口支援

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促进了西部地区高等教

育的发展和教育公平，提高了西部高校的办学

水平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形成了

奉献西部、服务西部的精神文化。一个以政策

为支撑，以各支援与受援高校为主体，以科学

管理和长效机制为保障的对口支援体系已经基

本形成。为了适应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大对

口支援工作力度，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迈上新台

阶，为此，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新的目标和任务，努力开创对口

支援工作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要从西部地



区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服务和促进西部

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核心目标。

要从注重促进受援高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

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来。

通过强化对口支援各方面的工作，显著提升受

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

服务能力和高校管理水平。努力使受援高校成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成为区域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智力中心和人才中心。 

  二、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对口支援工

作的思想基础。对口支援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

观，统筹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促进西部高等

教育发展，提高西部高等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为

支援高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对口

支援的本质是无私支持和无私奉献。特别是支

援高校要认清对口支援工作既是政治任务，更

是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要勇于肩负起

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要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历

史使命。受援高校要充分认识到对口支援的历

史机遇性，在主管部门和支援高校的帮助下，

科学定位，明确方向，进一步研究、制订或修

订学校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积极利用好支

援高校的支援。 

  三、加强受援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受

援高校核心办学能力。支援高校要制订相应计

划，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受援高校培养、培训在

职教师，着力提升受援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水

平。支援高校可向相关部门申请定向培养博

士、硕士研究生单独招生指标，用于受援高校

现有师资队伍的培养（具体办法另文印发）；

被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支援高校教师，原则

上每两年要帮带一名西部受援高校的教师；国

家公派出国留学应继续采取倾斜政策，使西部



受援高校教师有更多的出国进修学习培训机

会，同时西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及受援高校应

统筹规划，进一步做好已设项目的执行工作；

受援高校要充分利用“质量工程”中的教师进

修项目，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对本校教师系

统化、团队化培训。 

  四、鼓励支援与受援高校联合培养人才，

促进西部受援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从

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

实际需要，以及西部受援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发

展需要出发，鼓励支援与受援高校有计划、有

重点地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

生工作（具体办法另文印发）。要将联合培养

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实验田，特别是在本科教

育中要大力推行以强化实践教学为核心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教学全过

程。在联合培养硕博研究生的过程中，支援高

校要积极帮助受援高校相应学科专业学位点建

设，促使其尽快成长。 

  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共享高等学

校优质资源。受援高校要在支援高校的帮助

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提升接受国内

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力为目的，着力建设数

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和数字化教室等优质

资源共享平台，解决自身优质资源匮乏问题，

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

展。教育部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推进现代信息技

术在对口支援工作中的利用。 

  六、加强科研合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受援高校应针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加强与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横向合

作，开展应用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着力解决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

政府决策提供研究依据和实际操作方案。支援

高校应积极参与受援高校的科研合作工作，努

力提供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持，不断提升受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