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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于2007年1月11-12日举办了“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高
层论坛”。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著名高等教育家潘懋元，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教育工委副书记王民忠，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张德祥，9所高校的书记、
校长，8个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负责人和专家，以及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与相关部门研究人员
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做了精彩演讲。
    此次论坛旨在全面总结和分析“十五”以来首都高等教育的历程、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充分
考虑首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情况，从区域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战略的角度，前瞻首都
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脉络、趋势、问题、思路、对策等，探索首都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本书紧紧围绕会议主题——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路、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资源整合
、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学校发展，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述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和观点。
全书共分“领导声音”“专家视野”和“高校探索”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包括《努力提升首都高等教
育的综合竞争力》《首都高等教育回顾与前瞻》《京、沪、港、台四地大学发展战略比较》《一般本
科院校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战略选择及政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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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领导声音  首都高等教育的使命——在普及化的首都高等教育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努力提升首都高
等教育的综合竞争力  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十个问题专家视野  对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于高
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首都高等教育回顾与前瞻  巩固发展成果，实现战略转移——对地方高等
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北京高等教育应该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普及”后的
几点思考  高校应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关于首都高等教育的几点思考  大众化、普及化背景下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若干问题思考  京、沪、港、台四地大学发展战略比较  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形成首都高等
教育合力  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  首都高等教育资源状况及分析研究  普及
化形势下北京高校科技贡献和创新分析  迈人普及化的首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普及化高等教育背景下
的精英教育——北京中央部委院校发展状况分析  欧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经验与启示  北京高教园区建
设状况调研报告  首都高校学分制改革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北京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水平与对策研究高校探索  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几
点思考  评建结合、凝练特色，迎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一般本科院校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
化的战略选择及政策建议  坚定不移地走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道路  关于高职高专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的思
考与实践  三位合一、三方联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宁波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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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深化和完善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管理，以省
统筹为主的体制，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实中有些改革还没有到位。
比如说，过去高等教育是按计划经济在全国进行布局的，许多高等学校是按东北、西北、华北、东南
、西南、中南这样的大区布局设置的，实行全国招生，全国分配。
因此，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矛盾并不突出。
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各地划转的院校数量不同，地方院校的数量不同，这样，在以省统筹
为主的管理体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突出了。
像湖北、江苏、辽宁、陕西等省，划转院校多，地方院校也比较多，高等教育的资源就比较充足；但
有些地方划转的院校少，地方院校少，高等教育的资源不足的矛盾就进一步突出。
各个省在统筹地方所属高等教育资源的时候，首先考虑为本省服务，尽可能让本省的高考升学率提高
。
特别是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投入，招生计划又是“稀缺资源”，各地自然不希望“肥水流入外人田”
。
而一些过去由中央部委主办的为全国服务的大学，在划转地方之后，受体制的限制，越来越地方化，
即服务主要面向地方，招生主要面向地方，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这样就出现一些高等教育资源充足
的地方院校，在为本省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为全国服务就会受到体制的限制，仅就经费而言，因为经
费是主要由地方投入，用地方的钱为全国服务，有关部门就会提出意见，这就可能导致部分省资源“
过剩”。
而在一些省，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为提高本省的升学率、人才培养质量和高等教育服务能力，就
要创建新校。
在短时间内建新校，不仅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且质量也难以保证。
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点。
为解决这样的矛盾，建议国家拿出一笔专项经费，给那些教育资源充足的省份，让它们专门为中西部
培养人才，这样可以减少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发挥了这一部分高等教育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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