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促进高等学校优化结构办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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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是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一所高等

学校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区别于其他高等学校的特征。高等学校走多样化发展之

路和办出特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要求。《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

育结构”。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着高等学校办学特色不鲜明的现象以及不少高

等学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规格、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方法、服务面向等

方面同质化的倾向。要促进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政府就要实行分类管理、优化结

构。

第一，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与评价。健全的高等教育体系

必然由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学校构成，各层、各类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应具有各自的特色。一方面，根据科学性、多样性、可操

作性和公正规范的原则，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及相关政策，研制

高等学校分类依据和分类标准，建立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开展分类评价，

突出高等学校办学特色在政府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策指导

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和鼓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合理定位，办出

特色。要推动高等学校根据国家、地区、行业发展的需要和自身特点，明晰自己

在国家高等学校分类体系中的相应位置，科学合理地确立发展目标，在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高等学校分类管理试点工

作，带动其他地区实现分类发展。

第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高等教育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国家现代化对高

层次专门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区域的差异性非常显著，不能用单一标尺来建设所

有高等学校，必须形成多样化结构的发展格局。政府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学校区域布局结构、

学校层次结构、学校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构建国家和省级

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系统，定期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目录，引导



高等学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调整学科专业。构建多层

次、多类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等多

种人才。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高职

高专教育着力培养高技能人才等。严格控制高等学校的升格(包括学位授予权)。

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在招生计划、

专项资金、对口支援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第三，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引导结构调整和特色办学。目前，国家主要通过

一些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来逐渐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使高等学校办出特

色。一是继续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深入推进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

目，加快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形成一批世界一

流学科，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二是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对非“211工

程”学校中的国家重点学科给予支持。支持具有行业特点的院校，发挥学科优势，

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为行业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与人才支

撑。三是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地方高

等学校，在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四是加大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的工作力度，扩大“东部支援中西部地区招

生协作计划”招生规模。五是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大投入，增加数量，提高质量，为生产、服务、管理一线

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六是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对

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实施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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