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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校的发展既靠各地支援，更靠自身努力。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开放的新阶段，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通过高等教

育的发展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促进西部经济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 
  建立协调机制，促进互动发展 
  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差异不是短期内依靠西部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一两个政策的实施就能够消解的需要长期的政府干预，

才有可能逐步缩小差距。因此，有必要通过政策纽带，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高等教育”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推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一是进一步加强省部共建，带动地方政府积极支持高等教育；二是继续加

大东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力度，扶持并促进西部高校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三是调整高等教育布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不

断满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在高等教育布局调整中，努力实现国家区域性布局与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有机结合。通过准确定位，形成立足省

市、辐射西部的学科和专业及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人才培养的发展战略，以满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为西部发展提供

智力与技术人才支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加强职业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 
  目前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需要大量的、具有高素质的实用技术人才、应用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建构适应当地经济发

展的人才金字塔过程中，除了基础理论研究人员外，对业务技术扎实、动手操作能力强的职业教育人才需求更是非常紧迫。

因此,应改变现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只有大专层次的落后状况,应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的完

整高职教育结构体系,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 
  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但现代网络远程教育可以克服地理因素的影响，不受时空和区域的限制，有利于缩小东、

中、西部教育发展差距，加快西部特别是西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应逐步构建西部远程教育网络体系，推进西

部高校校园网的建设、完善和升级，使高校能够利用远程教育手段，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群体，提高教育质量。 
  提高西部师资队伍质量 
  目前西部高等教育师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严重影响了西部教育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西部高校加强

自身的师资队伍建设。第一，制定师资队伍激励机制，改善师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稳定现有队伍；第二，建立西部师资振兴

计划，加大培养、培训和国内外交流力度，提高队伍的质量；第三，建立人才柔性管理机制，谋求人才共享，改善西部师资

队伍的结构。 
  同时，应加强优质师资资源的共享和结构优化：一是要正视人才流动现实，努力谋求人才共享。在不改变人才归属的前

提下，“落脚不落户，引智不引人”，通过有偿使用、平等协商等形式，使人才的智力资源由多方共享。人才柔性流动机制

对于科技人才流入、流出单位，对于科技人员本身都有灵活性。尤其为欠发达地区人才引进绕开了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产

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等体制性壁垒，消除高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二是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性、实用型人

才，这就需要把师资的培养和进修与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以科研项目和教学实习为切入点，通过校企合作，建立专兼职

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提升西部民族高等教育 
  针对西部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应制定特殊的振兴规划，采取政府干预手段，整合资源，大力发展民族高

等教育。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保存民族精粹文化的需要。 
  目前民族地区高校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自筹经费的难度非常大,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高校的扶持力度,促进教育公平。第一，可以在招生上实行特别招生计划，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第二，加

大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财政资助，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的经济能力；第三，开展民族特色教育。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是以

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教育，以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作为其主要目的。因此，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资源特点，

发展相关的理科应用性专业，立足于自己培养应用性人才，用来发展当地经济。 
  完善资金体系，加快可持续发展 
  针对目前西部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状况，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根据成本分担理

论，尽快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办学主体多样化、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1）政府应

投入总量增长和占GDP的比例增长的基础上，实现投入与招生规模增长比例相协调。（2）建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扶持

经济落后的省区高等教育，尤其要解决地方高校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3）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使收费政策更

加合理。（4）制定教育投资法，保障教育投资稳定的来源。（5）进一步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为改善办学条件提

供财源。（6）设立西部高等教育专项支持计划，加大对西部高水平大学投入。 
  根据公平目标、效率目标、效益目标和政策目标，还应建立新的合理的西部高校拨款模式——按照办学层次、办学水平

拨款；打破部委高校与地方高校经费拨款相区别的藩篱。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上一篇：[ 刘晓莹：高校培养人才：随行就市还是仰望天空 ] 

下一篇：[ 易银珍：大学的文化定位与文化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