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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实质上是国家科学技术力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布局# 中西部的发展关乎
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民族团结和多元文化融合等重大战略和核心利益!关乎国家总体发展
的布局"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从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说!中西
部高等教育在发展环境"整体水平"办学经费"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力"国际学术交流和发展理念等方
面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抓住关键环节#

第一!优先发展# 总书记讲)中西部强则中国强*# 由于中西部高等教育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
短板!所以必须继续发挥中央财政的统筹"补齐作用!以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为重要目标!

在政策"经费"项目"平台"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研发基地的布局中
向中西部地区适当倾斜# 同时结合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地缘政治以及自然禀赋等中西
部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国家层面超前谋划和部署!形成中西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宏观的"合理的"科
学的布局#

第二!集群发展# 充分发挥中西部高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与区域高校集群的溢出效应!带动中西部
高等教育整体发展# 首先要建设高质量的高校集群#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做整体的规划!在顶层设计上
推动高校的集群发展# 既要关注西安"兰州"重庆"成都等城市高校的发展!也要关注大量位于非省会城
市高校的发展# 其次要建设特色化的专业集群# 以国家的重大战略"关键领域以及社会的重大需求为
重点!引导中西部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共享优质教育和科研人才资源#

第三!创新发展# 要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变革!对学科群落进行重大
的结构性调整!要坚持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根据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推进适应知识生产
模式的变革!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西安交通大学的)西部创新港*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该
校的)西部创新港*原先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创意!后来上升到整个省市的层面!也得到了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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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地区高校乃至)一带一路*高校汇聚资源"激发创新活力都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第四!融合发展# 首先!科教融合要迈出更大步伐# 就科学研究而言!国家层面上除了大学之外!

还有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农科院等研究院所# 地方政府层面也有高校和独立的科研机构# 当前!这
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呈现割裂局面!大家各干各的# 虽然国家层面上制定了很多促进协同创新"科教融
合的政策!但是要真正实现协同创新!这种相互割裂"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还需要重大突破# 要打破
高等教育与独立科研机构的界限!需要通过合并"联合"合作等多种途径!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有机
融合#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 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主体!这
些高校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开门办学更是这些高校的发展之基#

第五!开放发展# 中西部高校要坚持国际视野!汲取国际资源!扩大国际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提供了契机# 例如!作为中巴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先行先试项
目!巴基斯坦中资港口瓜达尔港全面建成后!中巴经济走廊将更加便捷畅通!新疆喀什地区将成为改
革开放的新前沿# 所以!中西部高等教育要积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将地缘政治优势扩展到教育开放
的多元格局中!打造具有中西部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路径#

第六!协同发展#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协同# 我们不能仍然实行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
为缺乏市场活力"缺乏竞争激励!再多投入也是低效的# 但是完全依靠超大规模的市场推动科研创
新!我们也可能误入歧途# 所以必须很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缺一不可#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协同# 要双向发力!光有中央积极性!没有地方积极性不行,光有地方积极性!没有
国家层面的"宏观的顶层设计和中央的直接支持也不行# 两个积极性!缺一不可#

第七!改革驱动发展# 中西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要迈出更大步伐# 政府要树立管理服
务理念!尊重大学发展规律!向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少不必要的工作汇报和表格填写# 高校要完
善内部治理体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盘活人财物等一切资源!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改革传统的思
维模式和工作方式# 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要向院系放权!院系要向教师放权# 抓住求真育人的本
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激发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回归大学本质#

第八!人才引领发展# 加快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国家战略#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离不开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 可以尝试设立中西部高校人事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试验区!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人才特区!在中西部高校先行先试创新性政策!形成中西部高端人
才集聚的生态圈# 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校的用人机制!通过人事制度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
人才!为人才赋能加油!减缓人才流失!推动人才发展#

第九!数字化助力发展#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西部
地区高校数字化建设具有比较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大# 中西部高校应重视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融合!广泛采用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教学!赋能教育质量提升!尤其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评价相结合!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助力教育评价改革# 要加强与东部地区
的教育信息合作!各高校要实现数据共建"共用"共享!消除信息孤岛!杜绝信息封闭#

总之!推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要在中央总的部署下采取关键举措# 中西部高等教
育全面振兴不是高校的)独奏曲*!而是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的)交响乐*,不是中西
部地区的)独角戏*!而要东部地区积极支持和配合# 政府与市场紧密协作!东中西部紧密协作!高校
与社会多元主体紧密协作!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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