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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
落实开局之年，是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十年的开启之年。
2011年是平凡的一年又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了4000美元的
新台阶；2011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继2010年颁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实施年，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正在大力推进。
因此，聚焦201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意义也显得非同寻常。
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不能忽视或漠视201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热点。
这些热点问题既呈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背景之上，也闪现出未来发展的征兆。
记得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应该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负责；还记得康德说过，仰望
头上的星空会产生一种敬畏与惊叹，我们应该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多多沉思。
回顾2011年，我们发现有十大热点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与反思。
　　一、《纲要》与“十二五”规划实施鸣锣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6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
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7月13～14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纲要》。
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各县、市也争先恐后、纷纷出台了各自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上行下效，全国性编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蔚然成风。
编制是一回事，实施可能就显得更重要了，落实的任务也就更艰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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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青龙书系：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聚焦》将对2011年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简要评述，从研究者的角度审视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与改革的脉络，为人们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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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多元高教评估的探索
第十章  抢滩与合作：国际化办学
  一、国际化办学的全球背景
  二、中外合作办学日趋规范
  三、海外办学仍主要依托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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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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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科技创新能力　　各省市几乎都把科技创新能力写入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并
突出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学科专业建设和科研创新水平”。
《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安徽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辽宁省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甘肃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
《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高等学校的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
《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高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研创新和服务发展的能力”。
《河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黑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吉林
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湖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科学研
究水平”。
《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与服务发展能力”。
《江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提出“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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