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结构 提升质量

推动高等教育再上新台阶

——访省教育厅副厅长郑继伟

“十五”期间，我省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改革办学机制，积极扶持民办高等

教育发展，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我省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短短几年，6大高教园区拔地而起，全省普通高校数量从 35所增加到 74

所，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 4.05万人增加到 21.56万人，在校生从 11万人增加到

65万人，普通高考录取率从 35％提高到 7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8.96％提

高到 34％。在大力扩张规模的同时，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高校生存和发展

的生命线，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永恒主题，重视教育质量提升，

制定并组织实施了“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质量提高工程”，即

“12345”工程，具体是指五年中投入 2.2亿元重点建设 100个重点专业、200

个基础教学实验室、300项教学改革项目、40个实践教学及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500门重点教材及 500门精品课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

为浙江教育的又一大亮点。

郑继伟说，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 十一五” 期间我省将统筹协调全省高

等教育发展规模、层次、结构、类型，形成布局合理、定位准确、结构优化、衔

接通畅、发展协调的浙江高等教育体系。重点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教育教

学改革，科学配置资源，优化层次、学科和办学主体等结构，通过结构优化谋求

整体办学实力和质量水平的提高，培养高质量的各类人才，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

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支持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向世界一流

大学目标挺进；重点扶持若干所省属高校向国内一流大学冲刺，努力建成若干所

教学科研型大学；对具备条件申报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的高校优先立项并加强建

设；引导其他高校突出特点，办出特色，以特制胜；实施高职院校品牌建设计划，

力争使一批学校成为国家示范高职和优秀高职。我省将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积

极开展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提供高层次和高素质的高级专业人才。

以我省经济结构调整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我省将集中人力

财力物力，重点建设若干优势学科和专业，形成学科“制高点”，如每年投入

2000万元建设 200个省级重点学科，每年投入 1亿元重点建设 20个“重中之重”

学科，每年投入 300万元建设 1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通过重点建设，

大幅度提高我省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省份作出贡献。大力发展机械、

电子、化工、医药类等我省 4大主导产业相关学科专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 4大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重点培育为

先进制造业服务的专业；重视发展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适应劳动力市场变

化的专业；压缩社会需求小、就业差的专业。

郑继伟指出，今后 5年要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在高校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

位，继续增强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在体制、机制上强化对教师教学责任、教学质

量的考核，切实落实“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

改革，增强人才培养工作的适应性，省教育厅将继续投入较多的精力和财力，确

立重点建设的课程、专业，设立省级教改项目，丰富高校学科专业内涵，提高教

师水平及学校综合办学实力。严格教学管理，促进教风、学风、考风建设。齐抓

共管，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引导教师重视课堂教学工作，切实保证课堂教学质

量。要加强和规范日常教学管理，如以教学评估为抓手，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增加教学投入，推进资源共享，改善教学条件；加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我省将

在 5年内投入 2亿元，在高校新建 200个专业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为科研人

员提供高水平的研究平台，为学生提供一流的实训条件。

谈到师资队伍建设，郑继伟说，当高校规模扩大和硬件建设改善后，师资队

伍建设显得特别重要、特别紧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的关键。我省将广开渠道，不拘一格，汇聚优秀人才，继续实施“四层次多模

式”的人才培养计划，以每人每年提供 10万元岗位津贴的条件实施“钱江高级

人才引进计划”，推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重点资助 120名学科带头人，

培养 300名省属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 1500名优秀青年教师，建设一支师德

师风好、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优秀骨干教师队伍，形成优秀人才的团队效

应。随着规模的扩大，我省高校近几年引进了大量的青年教师，特别是刚从学校



毕业的硕士、博士较多，青年教师的比例几乎占到一半，甚至更多。他们从学校

到学校，没有社会体验，缺乏教学经验。今后几年高校要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

使用，给予更多的实践机会，积极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青年教师培养新途径。

高校要在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以此促进高校自

身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郑继伟说，我省将引导高校融入国家及地方科技

创新体系，重点在技术和应用性研究层面实现突破；进一步优化高校科技资源配

置，争取承担国家、省重大科研任务；整合和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部）

重点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加强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建

设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加快高校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