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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成 为 名 副

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然有较大的

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 标，

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 的 转 变，将 是 未 来 很 长 一 个 时 期 内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政 策 的 基

本走向。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１３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８－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育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 下 简 称“教 育 规 划 纲 要”）明 确

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如何从高

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是未来很长一个时

期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需要，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

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

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从“教育大国”向“教 育 强 国”迈 进，从“人 力 资 源 大

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虽然体现在各级各类教

育中，但最终体现在高等教育中。没有高等教育强

国，就没有人力资源强国，就没有创新型国家。正因

为如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战略目标。
自从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

略目标以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强国的

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人们一般从高等教育自身

的特征，如 总 体 规 模、普 及 程 度、整 体 质 量、开 放 程

度、体制和制度、办学思想和观念，高等教育的数量、
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性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程度等方面去理解和阐释。实际上，高

等教育强国是一个比较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很难有一个统一

的定义。我们认为，所谓高等教育强国，就是指一个

国家的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能

够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和知识创新，具有较强

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我国所要建设的高等

教育强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高等教育强国，有着

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以

下一些指标：
（一）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

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即到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４０％，高

等教育 在 学 总 规 模 达 到３　５５０万 人，在 校 生 达 到３
３００万人，其中研究生达到２００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具

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数达到１９　５００万人，主

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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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劳动力 中 受 过 高 中 阶 段 及 以 上 教 育 的 比 例 达

到９０％。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

养体系，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

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且通过高水平师

资队伍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在各学科领域中具有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军人才，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

富于创新、跨学科合作和成果卓著的教学科研团队。
（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若干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成

果转化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国家科学

研究的战略高地，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

创新和区域创新中做出重大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发展，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平台体系和

资金支持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高等学

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国家和

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四）高等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

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一批有特色的高水

平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形成不同层次和类型

高等学校协调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新格局。东部地区

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建成若干高等教育强省（市）；中
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快速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形

成一批水平高、有特色、贡献大的高等学校，从而实

现中西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学科专业和

层次、类型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基础学科与应用学

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协调发展，学术型、应用型、

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五）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来华留学生和留学人员结构更趋合理，规模不

断扩大，到２０２０年，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达到或

超过２０万 人，各 类 留 学 人 员 达 到 或 超 过５０万 人，
“９８５工程”高校的留学生人数达到或超过在校生总

数的１０％，使 我 国 成 为 世 界 主 要 留 学 目 的 地 国 之

一。全球或区域性的双边、多边教育科研合作和学

术交流不断深入，主动参与世界教育政策、规则、标

准的研究和制定的能力不断增强，高等学校成为吸

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增强

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的

现有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

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

高等教育大国，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一）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名

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１９９９年，根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

人民群众希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党中

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

重大决策。１０多 年 来，经 过 各 地 区、各 部 门 和 高 等

院校的共同努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１９９８年 到２０１０年，全 国 各 类 高 等 教 育 总 规

模由不到８００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

生３４０．８７万人）增加到３１０５万人（其中，普通高等

学校本专科在校生２　２３１．７９万人），增长了２．９倍，
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９．８％提高 到２６．５％［１］，进 入 大

众化发展阶段。仅“十五”和“十 一 五”期 间，全 国 高

校就为各行各业 输 送 了４　８９７万 名 毕 业 生，为 转 变

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科技创新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取得了丰硕

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十五”期间，高校向国家贡献了一大批科技

创新成果，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７５项，占全国

授奖总数的５５．０７％；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６４项，占 全

国授奖总数的６４．４％；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４３３项，占

全国授奖总数 的５３．５７％；其 中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一 等

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２项，后者打破了我国

连续６年无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局面［２］。在“十

一五”期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又取得新突破，在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中，全国高校获

得各类奖项 超 过 总 数 的７０％。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也取得新的进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

技支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实施，为发

展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很
好地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初步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近年来，我国通过采取“共建、调整、合作、合并”
等措施，组建了一批学科综合和人才汇聚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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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形成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新

机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后勤

社会化、校内人事和分配制度、招生考试制度、毕业

生就业制度和高校成本分担制度等重大改革取得明

显成效，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民
办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不断

深入，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和人才培养

模式。“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的顺利实施，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不但使得高等学校

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而且促进了高

等学校的分类发展。
（四）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显著，带动了我国高

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实施“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现在分别有１１２所和３９所大学进入了

“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这些高校

汇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科研水平和创新实力不

断增强，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和研

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一批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缩
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同时也带动了我国高

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根据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２００９》，

按２００８年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合 计，我 国 作 者 发 表 在 国

际主要科技期刊和重要会议上的论文共２７．１万篇，

占世界总数的１１．５％。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

国居 美 国 之 后 占 世 界 第２位，高 于 英 国、德 国、

日本［３］。

（五）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化水平

不断提升

从１９５０年接收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开始，我国已

累计接收外国 留 学 生１６９万 人 次，目 前 有 来 自１９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４万多名留学生在我国求学。从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０年 底，我 国 各 类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总 数

达１９０．５４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

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４７万人，扩大了３３１倍［４］。迄

今为止，我国已经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合作与交流关系，签署教育合作协议１９０多个；与
包括英、法、德、澳等２６个发达国家在内的４３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

等４０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

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合作项目。另外，我国在１０５
个国家建立３５０多所孔子学院和６０多个孔子课堂。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存

在的差距

我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还

不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与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强

国相比，我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低

２０１０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３　１０５万

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世界高等教育

规模第一的桂冠与我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的基本国

情是密切相关的。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强国的高等教

育规模虽然不及我国，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远高

于我 国。２０１０ 年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毛 入 学 率 为

２６．５％，处于大众化阶段；而高等教育强国都已超过

５０％，进入普及化阶段。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我国到

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４０％，与高等教育强

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相联系的是 主 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比

例。２００９年，虽然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

数９　８３０万人，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主要劳动年龄人

口接受高等教 育 的 比 例 只 有９．９％，比 高 等 教 育 强

国一般 低２０个 百 分 点，即 使 到２０２０年 达 到２０％，
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高等教育质量偏低

高等教育强国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为重要的

是体现在质量上。根据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１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进入世界大学前１００名的大学基本上

都是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

达国 家 的 大 学，我 国 大 学 没 有 一 所 进 入 前１００名。
在人才培养方面，著名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在２００５
年的调查报告《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中指出：

２００５年有３１０万 名 大 学 毕 业 生，是 美 国 的２倍 多，

但只有不到１０％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主要原

因是缺少实际应用技巧和糟糕的英语水平；未来１０
年，中国将需要７．５万名拥有一些国际经验的管理

人员，但目前只有５　０００多名；中国每年有６０万名

新工程师“诞生”，比美国多出９倍，但仅有１．６万拥

有在外国公司工作的实用能力和语言能力［５］。这样

的调查结论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存在的问题。在科学

研究方 面，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 间 发 表ＳＣＩ论 文 累 计 超 过

２０万篇以上的 国 家 共 有１４个，我 国 科 技 人 员 共 发

表论文６４．９７万篇，排在世界第５位；但论文共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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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３４０万次，排在世界第９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５．２次，排在第１２位，与世 界 平 均 值１０．０６次 还 有

不小差距［３］。在科技 成 果 转 化 率 方 面，根 据 ＯＥＣＤ
的统计，２００６年ＯＥＣＤ国家百万人口的三方专利平

均数为４２．４，其 中 日 本 为１１１．１，美 国５３．３，韩 国

５７．７，而 我 国 仅 为０．４，与 俄 罗 斯 相 同，高 于 印 度

（０．１）和巴西（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发明人拥有的三方

专利数为５９１，占世界的１．１％，排在第１２位［３］。以

上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在整体质量上以及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与高等教育

强国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高等教育投入不足

高等教育投入既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条

件，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我国

教育投入长期严重不足，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一直维

持在 较 低 的 水 平。就 公 共 高 等 教 育 经 费 支 出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来 看，２００６ 年 ＯＥＣＤ 国 家 平 均 为

１．０％，其中丹麦、芬兰、瑞士、瑞典、挪威、奥地利、比
利时、新西兰、法国、美国、爱尔兰、捷克１１国达到或

超过１．０％，最高的是丹麦、芬兰，高达１．６％［６］。同

年，我国仅为０．５９％。就 高 等 教 育 经 费 来 说，以 购

买力评 价 计 算，２００６年，ＯＥＣＤ国 家 高 等 教 育 阶 段

生均经 费 支 出 为１２　３３６美 元，其 中 美 国、瑞 士、瑞

典、挪威、英国、丹麦、新西兰、奥地利、澳大利亚９国

超过１５　０００美元，最高的美国高达２５　１０９美元［６］。
同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生均经费仅为１１　７５５元人

民 币。２００６ 年，美 国 高 等 教 育 经 费 开 支 达 到

３　７５５．３９亿美元，占ＧＤＰ的２．８％［６］。比较而言，我
国高等教育 经 费 为２　９３８．８７亿 元 人 民 币，占 ＧＤＰ
的１．３９％。从以上比较分析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水

平较低，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偏低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２００６年世界高等

教育强国高校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分别是：美国

５８万人，英国３３万人，德国２６万人，法国２５万人，
澳大利亚２０万人，日本１３万人，俄罗斯８万人，上

述数据都是学历留学生的数据。而２００８年我国来

华学历生仅８万 人，且 质 量 和 层 次 也 不 高，攻 读 硕

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仅有１万人。另外，从全国范

围来看，来华长期留学生的总数尚不足在校生总数

的１％，而西方 发 达 国 家 大 学 的 国 际 学 生 数 量 占 在

校生 比 例 已 经 接 近 或 超 过１０％，ＯＥＣＤ国 家２００６
年 的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外 国 留 学 生 比 例 平 均 值 为

９．６％［７］。

（五）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一直是高等

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然从政策到实践我国高等

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如政府管理职能不清，高等教育管理

中存在明显的“缺位”和“越位”现象；管理观念落后，
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方式僵硬，主要采用行政指

令、计划等方 式，最 典 型 的 管 理 手 段 就 是 行 政 性 审

批，计划体制和集权管理的色彩明显；高等学校缺乏

办学自主权，难以真正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这种集

权化、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机制与高等教育强国的政

府宏观指导、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有

着很大的不同。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高等学

校办学活力不足，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能力不强，而且

高等学校间同质化倾向严重，办学特色不鲜明。

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的政策走向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高

等教育全方位的改革。总的来讲，教育规划纲要提

出的所有高等教育改革措施都是为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服务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牢固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

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为

了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虽然我国高

等教育规模仍然要不断扩大，但我国将本着“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确定了一个有限的规模目标，
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核心任务将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

量。高等教育质量包括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

量、社会服务质量、文化传承创新质量四个方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就是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

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一大批信念执

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

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使人才培养更加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就

是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提升高等学校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

高等教育，使之成为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

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的重要基地，努力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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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高等学校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紧紧

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主线，在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继续教育、科学普及等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综合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做出更大

贡献。提高文化传承创新质量，就是要发挥高等教

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重

要源泉的作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

献。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社会

服务质量、文化传承创新质量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的，只有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才能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尽快缩

小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
（二）优化结构，突出办学特色

在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结构上严重失

调，各类高校不管性质如何，也不管条件如何，盲目

升格，出现“东施效颦”的现象，致使高校之间同质化

倾向特别严重。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优化结

构，突出办学特色”的发展思路，适应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

教育结构。在区域结构优化方面，我国将设立支持

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

育的支持，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

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

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鼓励东部地区高等

教育率先发展，加大东部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

对口支援力度。在类型结构与专业结构方面，我国

将优化学科专业和层次、类型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

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此外，我国还

将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政策

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

质化倾向，形 成 各 自 的 办 学 理 念 和 风 格，在 不 同 层

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三）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建 设 高 等 教 育 强 国 不 仅 要 求 扩 大 高 等 教 育 规

模，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而且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为此，我国将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
继续实施“９８５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

续实施“２１１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加 快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

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

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

量。为了提高各项工程和项目的效率，我国将改进

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

管理；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

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海内外高

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高等教育的国

际化水平

我国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基本思路，
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

育国际化水平。我国将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提升我国教育的国

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努力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我国将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

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

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

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

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国

将大力推进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

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

授，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进一步扩大外国

留学生规模，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我国将

积极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提高孔子

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

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同时，我国还将加强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

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和

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五）加大经费投入，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

物质保障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投

入不足造成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又是教育投入不

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早在１９９３年，《中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就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２０００年达到４％”的目标，但

是十几年过去了。“４％”的目标一直没有落实。教

育规划纲要要求各级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

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

保障，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２０１２年达到４％。为了实 现“４％”的 目 标，
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

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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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机制，同时完善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和资助

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为了提高经费分配

的科学性，我 国 将 设 立 高 等 教 育 拨 款 咨 询 委 员 会。
为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我国将加强经费管理，建立

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机制，科学编制预算，提高

预算执行效率；加强高等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完
善经费使用内部稽核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教育经

费监管机构职能，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总会计师职

务，提升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建立经费

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加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
（六）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创建富有活力的

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改革是教育规划纲要中高等教育改革

的重要内容，主要措施包括：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

高等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

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
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

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

用办法，充分 发 挥 学 术 委 员 会 在 学 科 建 设、学 术 评

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

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

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

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

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

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

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深化办

学体制改革，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

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

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

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完
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合理设置

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提高管理水平和

办学质量；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改变直接管理学

校的单 一 方 式，综 合 应 用 立 法、拨 款、规 划、信 息 服

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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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ｉｎ．ｃｏｍ／ｐ－２３９１７９９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２

－０６．
［６］　ＮＣＥＳ：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

ｇｏｖ／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ｄｉｇｅｓｔ／ｄ０９／２０１１－１２－１０．
［７］　郝　平．解 放 思 想，开 拓 创 新，推 动 来 华 留 学 工 作 科 学 发 展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ｉｋａｎ．ｓｙｎ．ｃ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ｅｆａｕｌ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ｓｐｘ？ＴｉｔｌｅＩＤ＝ｓｊｊｘ２００９０９０３．２０１１－１１－０６．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ＬＩＵ　Ｂａｏ－ｃｕ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ｅａ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ｗｅｒ；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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