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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历经碎片化政策支持、整合性政策融合和“造血式”战略布局等三个

阶段。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的底色、传统“西部意识”思维的制约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受制于“回报递增”和“体制锁定”机制，政策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 ２０１０ 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首次提出及

２０１７ 年其升级版的出台是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 政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高校整体实力的增进；同时，引导中西

部高校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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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部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整体水平，事关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总体进程，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

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西部全面振兴大局，影响着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１］ 。 加快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一直以来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战

略重点。 对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对中西部高等教育

振兴予以指导、支持，如 ２００１ 年开始施行的“对口支援西部

地区高等学校计划”、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计划”以及 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都对中西部高

等教育振兴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相关政策规定。 经过 ２０ 年的

政策扶持，中西部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生培养等方

面都得到显著提升。
即便如此，国内相关的学者认为中西部高等教育仍然存

在 “振而不兴”、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部分原因是

由于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主要是以扶贫扶弱式的

‘输血’模式为主［２］ ，没有充分发挥中西部地方政府和高校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此，我们不禁提出疑问：“我
国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是如何演进的？ 哪些因素决定

了最初政策的样态？ 政府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何以保

持扶贫扶弱的‘输血’模式而历久不变？ 政府政策突破的关

键节点是什么？ 多年来政府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产生

了什么样的效益？”因而从政策变迁的视角来分析国家振兴

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归纳总结其内容及演进逻

辑，对于我们解决以上问题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政治的取向” ［３］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它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制度

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尝试，“它力图解释政治斗争是如何‘以
其所发生的制度情境为中介而进行的’” ［４］ 。 在历史制度主

义的视域中，制度“包括对行为起着构建作用的正式组织与

非正式规则和程序 ” ［５］ ，诸如法律、公共政策、各种社会规

范、习俗都被纳入制度的范围内；此外，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

分析的实践中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将历史分析引入制

度变迁的视域之中，“从历史长时段发展过程的事件序列来

分析制度变迁所受到的动力影响以及制度变迁本身表现出

来的复杂特征” ［６］ ；二是相较于先前的理论，历史制度主义

更加关注中观层面的制度，比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并
将这些制度视为宏观政治体制与政治或政策结果之间的中

介变量，分析其作为中间连接环节如何增大或减缓宏观制度

结构对具体的政治或政策结果的影响” ［７］ ；三是“问题驱动

的案例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往往都是从一些非常重要的问

题或困惑开始展开研究的” ［８］ 。
（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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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分支，历史制度主义恪守制度分

析的基本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
根据 Ｂ． 盖伊·彼得斯的观点，新制度主义所关涉的问题涵

盖“制度由何构成”“制度怎样形成”“制度如何变迁”“个人

和制度如何互动” ［９］ 等九个方面。 历史制度主义在对这些

问题进行回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制度

变迁理论和制度效能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意在探究制度变迁

背后的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革命、观念等。 同时，历史制

度主义在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现，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历史上某些重要制度的同质性影响，表
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此外，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

迁时创造出“关键节点”的概念来定义“历史过程中某个特

殊的时间节点” ［１０］ ，在此节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将会对之后

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制度效能理论则是把“制度”
当作自变量，分析制度变迁和制度本身对各种政治现象所发

挥的作用。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作为中观层面的

制度，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来分析是颇为适当的。 首先，历
史制度主义侧重分析中观层面的制度，而本文所关注的研究

对象———政策———是与其适用对象相契合的；其次，本文所

研究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 “中西部高等教育政

策模式何以保持‘输血式’历久不变”等问题都能够在历史

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中找到依据；最后，历史制度主义自身

所具备的极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也为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

振兴政策提供了可能。
由此，形成了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分析

框架（如图 １ 所示）。 首先，通过对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政策的历史脉络予以分析，探明不同阶段政策演变的阶段特

点；其次，把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看作“因变量”，在
发掘政策生成与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的同时，通过运用“路
径依赖”理论和“关键节点”理论分别阐释国家振兴中西部

高等教育政策依循固有政策难以突破的掣肘因素和实现突

破的变革因素；最后，将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作为

“自变量”，分析其变迁所产生的实际效益。

图 １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

　 　 二、历史回顾：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

演变历程

　 　 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以历史分期的方式探寻历史

的“量变” 与 “质变” 可窥探 “变点”，探究时代的发展特

性［１１］ 。 通过回顾 ２０ 年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演

变的历史，根据各阶段所呈现的显著特征以及阶段之间的关

键性事件，本文对政策演变的历程划分如下：
（一）碎片化政策支持阶段（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 这一战略迫切要求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得

到发展，与此同时，它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出要求。 为

此，国家相关部委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开始了振兴中西部地

区高等教育的政策历程。
１． “对口支援”系列计划的推进

“对口支援”系列计划肇始于 ２００１ 年教育部批准实施的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以“一
对一的支援—受援方式”来帮扶西部地区高校，帮扶领域涉

及高校发展的诸多方面，如学科和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
２００５ 年实施的“援疆学科建设计划”是深化“对口支援计

划”、提高新疆高等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 该计划主要

侧重点是学科建设，由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重点高校

支持在疆高校的学科发展。 在“对口支援”计划实施五年之

后，国家深感对口支援工作质量方面的重要性，于是在 ２００６
年《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

意见》出台。 与此同时，国家在支援新疆高校学科发展之后，
加大了支援西藏大专院校的力度，通过 ３５ 所内地大学的援

助实现了西藏全域高校的全覆盖。 ２００７ 年，国家开始在“质
量工程”中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受援高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

到支援高校开展进修学习和挂职锻炼，此外也重视对受援高

校数字实验室建设方面的扶持。 ２０１０ 年，《关于进一步推进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出台，强调要更加

注重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并且在支

援西部高校方面提出了八项新的举措，如教学资源的共享、
在师资方面的定向培养等［１２］ 。

２． “省部共建”高校方案的颁布

２００４ 年，教育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河南省共建郑州

大学，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省部共建大学的出现；同年决定

与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各共建一所地方所属大

学，即省属高校与教育部共建。
作为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发展的初始阶段，此

时期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单项的计划、工程、项目为依托，各
类政策之间分散、缺乏联系，尚无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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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政策所涵盖的具体举措而言，多以支持中西部高校在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

与提升为目的，还未涉及通过激发中西部高校内在潜力来振

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另外，由于适应各阶段不同的发展

需要和政府对政策认识的深化，往往通过“关于进一步……
意见”的方式修正、完善前期的政策内容。

（二）整合性政策融合阶段（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颁布，在高等教育部分提出以专项资金的形式

来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并计划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

兴计划” ［１３］ 。 这标志着国家开始着眼于从整合视角规划发

展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正式出台。 相较于先前颁布实施的中西

部高校支援政策，该计划的重要变化是谋求政策资源的整

合，“出台实施一系列工程（项目）”，借此来促进中西部高等

教育质量的提升与发展［１４］ 。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综合性计划［１５］ ，覆盖范围广，计划对于中西部高校发展的方

方面面都作出规定，如中西部学生的入学问题、中西部高校

的学科发展和师资建设、中西部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并把“省
部共建高校”计划、“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等政策纳入统一的框架之内，力求实

现政策整合的效用。 随后，国务院分别在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颁

布的《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１６］ 和《国家教

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１７］中多次重申“整合工程项目”
来推动中西部高校提升办学实力，为中西部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智识资源。
在此时期，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突出特征是

整合先期出台的各类计划、工程、项目，力图实现政策融合发

展的合力效用。 另外，国家也通过单列的政策深化前期项

目，２０１２ 年启动的“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是继承

上一阶段“省部共建大学”政策的重点大学建设项目，该项目

旨在提升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省份的高校发展实力，通过从这

些省份选拔一所省域内最优大学予以重点支持。 同年启动

的“中西部高教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是面向中西部行业特色

高校的一项扶持计划，该工程惠及面较之前者更为广泛。 尽

管此时期政策实现了整合，但从政策的方向性质来看，仍是

以“外部用力”的“输血式”扶持为主，还未转向“造血式”政
策引导阶段。

（三）“造血式”战略布局阶段（２０１７ 年至今）
自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 从高等教育发展来

看，高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然是亟须解决的重大问

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政府开始在振兴中西部高等

教育发展方面转变思路，力图朝着“造血式”政策方向转换。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陈宝生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上

提出“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

定位，按照“一省一策、一校一案”的办法，加大支持力度，实
现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从 “输血” 到 “造血” 的转变［１８］ 。
２０１９ 年，陈宝生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以上

内容［１９］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的若干意见》经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通过会议

内容可以看出该《意见》延续了之前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政策的“造血式”思路，强调要推动中西部高校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同时对于如何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出

说明，中西部高校要“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突出优势特色、汇聚办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
以此来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２０］ 。 同年

１１ 月，第二届区域高等教育论坛在长沙召开，本次论坛以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为主题，提出中西部

高校要积极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实现高等教育

中西部发展扶贫扶弱的‘输血’模式变成战略布局的‘造血’
模式” ［２１］ 。 会上包括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在内的多位专家

学者就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路径予以说明，包括

“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优质高等教育集群区、构
建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体制以及提升服务地方发展水平”
等举措［２２］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

教育发展座谈会，部署启动“部省合建”工作。 “部省合建”
高校是“省部共建高校”、“一省一校”计划之后教育部出台

的第三个支持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

举措，入选高校享有等同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政策扶持，是
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利好。 “部省合建”是政府在振

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不仅实现了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的制度创新” ［２３］ ，而且是推动中西

部高等学校内生性发展的有益尝试［２４］ ，通过“汇聚多方合

力、对接地方产业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协同创

新” ［２５］等方式，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得到了有效发展，成为带

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羊。
目前，国家已通过多种途径释放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发展的新思路，即通过“坚持服务全局、转变发展模式、推动

协同发展、建设战略高地” ［２６］ 等措施，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

的“造血功能”，推动中西部高校内涵式发展。 在此时期，国
家一方面努力朝着“造血式”政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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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前期各项工程，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及
其实施方案先后颁布，方案对于继续实施前期开展的各项计

划、工程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２７］ 。

　 　 三、社会背景：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

变迁的影响因素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策价值观不是游离于社会背景

之外的，社会宏观环境等外生性变量对制度变迁起到重要的

影响，即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终止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大环境的影响［２８］ 。

（一）政府决策

从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来讲，可以

看作政府通过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引导目标群体实现中西部

高等教育振兴发展的过程，而不同政策工具的运用正是政府

决策的重要表现。 著名学者英格拉姆与施耐德（ Ｉｎｇｒａｍ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将政策工具的类型划分为权威、激励、能力工具等

五种。 这一类型的划分遵循着基本假设，即政府政策的出台

必然是期冀人们去完成一些当前没有做到的事情；通过洞察

人们缘何没有对那些“需要改善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采
取行动，而只要进行政策引导就可以达成政策目标。 不同的

人们之所以未采取行动所牵涉的原因（例如他们可能认为法

律没有指示或批准他们采取行动）也有所不同，这正是政策

工具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划分的依据［２９］ 。 就国家振兴中西

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来看，主要以权威工具和激励工具为

主。 权威工具即通过政府合法权威向高校施加影响来实现

政策目标，以“对口支援计划”为例，政府从受援高校和支援

高校名单的确定、支援内容和完成期限等方面作出规定。 通

过指示和批准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采取特定的行动来实现

振兴目标。 而激励工具则是以奖励或惩罚的方式来引导目

标群体达成政策目标。 这一方式在教育领域的运用非常普

遍，如“竞争性资金分配、与资金分配关联的评估与考核”等。
激励工具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决策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可以

“确保稀缺资源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 ［３０］ 。 从“省部共建

高校计划”“一省一校” “部省合建”到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都是通过绩效评估、专项资金等激励性政策工具来

引导中西部高校提升竞争能力的。
（二）经济发展的底色

从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来看，国家

经济发展始终作为“历史底色”影响着政策的发展与转变。
２００１ 年“对口支援计划”就是为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而

启动的一项重要计划，它试图通过支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发展，使中西部高校能够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最终为西部

大开发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２０１０ 年，《关于深入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公布，该意见提出未来十年要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而《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的实施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要求。 在“振兴

计划”的战略意义部分明确指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迫切需要”。 ２０２０ 年，《关于新时代振

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由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议审

议通过，会议除了对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提供了指导意

见以外，还提出中西部高等教育应该为西部大开发、“一带一

路”倡议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做好人才服务［３１］ 。 可见，不同

时期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与国家中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的推进是紧密相连的。
（三）传统的“西部意识”思维的制约

“西部意识”是指人们（主要是西部地区的人们）受历史

基础、地理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因素影

响，对西部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缓慢或未实现振兴的状况，认
为理所当然、安于现状、画地为牢、无能为力、习惯依赖的思

维认知。 在这种思维影响下，人们习惯于将“西部地区的地

理区位因素或经济欠发达作为西部高等教育不够发达或相

对落后的首要或重要原因” ［３２］ ，这是一种“向外归因”的思

维。 无独有偶，不仅西部地区的人们普遍存在这种思维，很
大一部分政策制定者也秉持着这种观念。 因此，在政策制定

与内容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资金、项目

等资源投入和照顾性政策扶持” ［３３］ 上，如“对口支援”“省部

共建”“部省合建”等。

　 　 四、路径依赖：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

迁的阻滞因素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着扶贫扶

弱式的“输血模式”，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路径依赖的作用，
而“回报递增”与“体制锁定”在解释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方

面提供了完整的视角。
（一）回报递增机制的内部视角

皮尔逊提出，制度惯性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制度在发展过

程中产生了“回报递增”的效果，它通过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包括制度成本、适应性预期和利益群体的作用［３４］ 。 这里主

要涉及制度成本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不论是“对口支援”系列计划的制订，还是“省部共建”

方案的出台以及《振兴计划》的颁行，都经过了大量的前期调

研、讨论协商程序；在政策颁行之后，为了保证政策的执行还

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配备一定的人员、拨付一定的经

费。 以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为例，为了保证工程顺

利推进，在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对有关“中西

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的重大事项和政策进行制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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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此项工作涉及面广泛，包括入选“工程”项目的高校数量

确定、学校名单的审核以及建设方案的制订、中央各项补助

以及“工程”方面的监管等［３５］ 。 而各省发改委和教育行政部

门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安排专项资金。 高额的前期

成本投入使人们在变革政策中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变革已有制度的意愿。
政策的出台都有相应的实施对象，一旦政策落地，就会

有相应的利益群体产生，从现有政策中获利的群体必然会强

烈要求保持既有政策的稳定性与长存性。 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为广大的中西部高校带来了人、
财、物的支持，作为享受政策利好的群体，自然有维持现存政

策的意愿。
（二）体制锁定机制的外部视角

这一视角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
是与其他各项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制度之网，即制度矩

阵。 由于制度矩阵中各项制度之间存在依赖关系，各项制度

难以摆脱其他制度实现单独变迁，于是多项制度集合而成的

制度场域往往具有稳定性特征，这就是体制黏性［３６］ 。 国家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作为中西部教育发展政策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与发展势必与整个政策体系相联系并

且受其影响、制约。 长期以来，我国在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

方面的政策往往是以项目、工程、计划等“输血式”支持为主，
如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就是通过国家专项资金投入的

方式来实现西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两
基”目标的；而诸如农村营养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改善等

计划也都是以外部资金投入等“输血式”扶持为主［３７］ 。 所

以，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往往只能局限于这一矩阵框

架内，无法实现大的突破。

　 　 五、关键节点：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

迁的变革因素

　 　 长期以来，在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与颁布方

面，政府一直充当着主要行动者的角色。 受制于路径依赖的

影响，政策的方向只能依循于固有的路径而无大的改变，然
而，国外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ｖ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在其“断
续平衡”理论中指出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也会在特定的时间

节点由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危机所打破，最终导致制度的

突发性变迁。 据此可以看出，“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紧密相

关，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的重要决策，将直接决定下一

阶段制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３８］ 。 在具体的制度分析过程

中，“关键节点”往往通过一种特殊的情境产生作用，即在相

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结构（涉及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结构

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减弱，它通常导致政治行为者可选择

的范围大大扩展［３９］ 。
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节点：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 ２０１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的颁布，提出了实施中西部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 受此影响，主要行动者（政府）开始突破前期

阶段在政策内容上以单一的工程、项目、计划为重点的行动

策略，通过整合前期分散的政策项目，以统一的政策规划来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２７ 次全体会议的召开，
在会上，陈宝生提出了“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

版”。 在此影响下，政府政策选择的范围得以扩展，除了继续

沿用前期的“输血式”政策以外，还寻求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六、政策红利：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

迁的实际效益

　 　 （一）促进中西部高校整体实力的增进

受制于中西部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地理区位以及

历史传统等因素，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都落后于东

部沿海地区的发展。 自 ２００１ 年国家“对口支援计划”开始至

２０２０ 年《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的通

过，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整体面貌发生很大改观。 以中西部高

校数量为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４４ 所高校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６３
所，增加了 １． ５ 倍，中西部高校数量占全国的 ５３． ９％ ［４０］ 。 不

仅如此，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优质性也得到了提升，以省部共

建高校为例，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省部共建高校共计 ８１ 所，其
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为 ６１％ 。

（二） 引导中西部高校发展思路的转变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最初的碎片

化政策支持到整合性政策融合直至如今的“造血式”战略布

局。 在这一过程中，中西部高校发展的思路也由原先依靠国

家政策红利和扶持为特征的外力推动转向了主动对接区域

发展战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驱动。 在政策初始

阶段，中西部地区高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在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由此导致中西

部地区高校产生了依赖政策红利来发展自身的思路，“主动

寻求社会资源、赢得发展空间的动力不足，发展的主动性、积
极性逐渐消解，自我发展能力欠缺” ［４１］ 。 一旦外在的资金投

入和政策扶持出现弱化或者减持，中西部高校就会受到严重

制约。 伴随着国家政策向“造血式”战略布局阶段转变，中西

部高校开始寻求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发掘自身办学特色，优
化学科布局，对接产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以此实现高校内

生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的程度与质量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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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决定于高等教育自身在服务国家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

七、未来展望

上文已对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程、政
策发展的社会背景、政策变迁何以依循固定的路径以及政策

变迁的关键性事件、政策变迁的实际效益作出分析。 据此，
我们对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为何出现振而不兴有

了一定的认识。 为了突破这一困局，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

面着手：
（一）顺应社会背景的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政策调整予以

回应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深受政府决策、经
济发展与传统思维意识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政策

变迁的社会大环境。 为此，在政策制定与规划的过程中，既
要回应社会背景的合理需求，对于那些造成政策效果难以有

效实现的不利因素，也要予以积极调整应对，如上文提到的

传统“西部意识”的思维，就是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不

利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破除“西部意识”的影响。
（二）准确把握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和遵循路径依赖的

固有规律，以此来促进政策的转变与突破

关键节点是造成政策变迁的重要事件，我们在政策调整

过程中务必对此有一定的敏感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完成政

策的转变与过渡。 同时，我国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存在

路径依赖现象，一直以来以扶贫扶弱式的“输血”支持为主，
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不能忽略这一现象。 综

合考虑，这就需要我们在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

中要坚持引导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转变发展思路，充分发挥

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建立“造血式”的政策机制，同
时也需要继续以“输血式”政策扶持为辅助，“输造结合”，精
准扶持，不断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能力［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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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７５４０８８９． ｈｔｍ．

［２］［３３］［４１］包水梅． 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困境、根源及

其突破［Ｊ］ ．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１２）：４１ － ４７．
［３］［美］斯文·斯坦莫． 李鹏琳，马得勇，编译． 什么是历史

制度主义？ ［Ｃ ］ ／ ／ 李路曲，主编． 比较政治学研究：第 １１
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６：７０ － ９２．

［４］［５］［美］凯瑟琳·丝莲，［美］斯文·史泰默． 张海青，等，
编译． 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 Ｊ］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２００３（５）：４４ － ５２．
［６］［１０］刘圣中． 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

［Ｍ］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１５７．
［７］［８］马得勇． 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

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Ｊ］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
（５）：１５８ － １７０．

［９］［美］Ｂ． 盖伊·彼得斯．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

主义［Ｍ］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２．
［１１］潘懋元，朱乐平． 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

主义视角［Ｊ］ ． 教育研究，２０１９（３）：１１７ － １２５．
［１２］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

通知［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１ － ０５ － １０）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９］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０８ ／ ｇｊｓ＿ｌｅｆｔ ／ ｓ５１７４ ／ ｍｏｅ＿７４４ ／
ｔｎｕｌｌ＿７２８． ｈｔｍｌ．

［１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２９）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１ ／ ｓ７０４８ ／ ２０１００７ ／ ｔ２０１００７２９ ＿
１７１９０４． ｈｔｍｌ．

［１４］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３）［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ｘｗｆｂ ／ ｍｏｅ＿２０８２ ／ ｓ６２３６ ／ ｓ６８１１ ／ ２０１２０９ ／ ｔ２０１２０９０３＿
１４１５０９． ｈｔｍｌ．

［１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西部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２０）［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ｏｌｄ．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
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ｓ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３０３ ／ １４８４６８． ｈｔ⁃
ｍｌ．

［１６］［３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５）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８２３８２． ｈｔｍ．

［１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

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１３４１． ｈｔｍ．

［１８］写好高等教育“奋进之笔”———陈宝生同志在教育部直

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１２）［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ｌｂ．
ｓｃ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２０ ／ １２８７． ｈｔｍ．

［１９］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

询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８）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ｓｐｏｒｔ． ｈｚ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６１ ／ ３３８４． ｈｔｍ．

［２０］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

议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 强 大 动力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１）

４７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９１１８． ｈｔｍ．

［２１］［２２］［２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第 ５５ 届“高博会”系列报

道之六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２０２０ 年区域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论坛成功举办［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４）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ｈｅ． ｅｄｕ． ｃｎ ／ ｓｉｔ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３６９８． ｈｔｍｌ．

［２３］刘海峰． 部省合建高校是高教管理体制的重要进步

［Ｎ］ ． 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７（５） ．
［２４］陈　 鹏，李　 威．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百年变迁的逻辑进

路与审思［Ｊ］ ．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９（４）：４１ － ４８．
［２５］ 中国职业教育技术网． 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再提

速———部省合建工作开展三年来综述［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８）［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ｚｙ． ｏｒｇ ／ ｉｎ⁃
ｆｏ ／ １００６ ／ ６２１３． ｈｔｍ．

［２７］新华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３）［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３ ／ ｃ＿１１２４１５４４０５． ｈｔｍ．

［２８］牛风蕊，沈　 红．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教师发展制度的变

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Ｊ］ ． 中国高等教

育，２０１５（５）：７４ － ７９．
［２９］［３０］吴合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

演变分析［Ｊ］ ．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２）：８ － １４．
［３１］中国经济新闻网．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方向愈发清晰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３）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ｔ． ｃｏｍ． ｃｎ ／ ｗｚｓｙ ／ ｙｃｘｗ ／ ２６４６４５０． ｓｈｔｍｌ．

［３２］［４２］蒋华林，蒋基敏． 破除“西部意识”：西部高等教育

全面振兴的思路与策略［ Ｊ］ ．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０（１）：
１０５ － １１３．

［３４］李棉管． “村改居”：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广东省佛

山市 Ｎ 区的个案研究［Ｊ］ ．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４（１）：１３ －
２５．

［３５］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关于印发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实施方 案 的 通知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２１）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ｆｇｃ． ａｈ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１６ ／
１２１８． ｈｔｍ．

［３６］李棉管，姚　 媛． 回报递增、体制锁定与中国社会工作职

业化———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Ｊ］ ． 社会工作，
２０１７（２）：２５ － ３５．

［３８］王晨光． 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与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变

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Ｊ］ ． 外交评论，２０１８
（４）：５４ － ８０．

［３９］［英］乔瓦尼·卡波奇，［美］Ｒ． 丹尼尔 ·凯莱曼． 彭号

阳，等，译． 关键节点研究：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理论、叙事

和反事实分析［Ｊ］ ．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７（２）：１４ － ２８．
［４０］中国新闻网． 教育部：中国高校数量世界第二，去年毛入

学率达 ３７． 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０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 ／
７６５５８７６． 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ＬＩ Ｓｕ － ｍｉｎ，ＭＩ Ｚｈｉ － ｘｕ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８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１：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ｏｌ⁃
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５７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