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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一流大学建设的推进策略研究
—基于 23 个地区政策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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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各省级政府出台“双一流”建设对接方案。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发现，地方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学科建设模式、平台

建设模式和整体推进模式等三种建设策略。从方案制定到落地实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满足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也要建立稳

定的经费投入机制，持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保障地方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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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

竟是什么，也没人了解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其

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①对一流大学建设进行系统分析，包括背景、影响

因素、存在问题等；②分析一流大学建设中某一关键

因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③介绍国外的成功经验，提

出及完善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启示。其三，一流大学

建设的政策分析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地方视角和

国际比较三个维度进行探索。比如徐超富教授从试

办特区大学、优化学术环境等方面提出建议。其四，

一流大学建设的发展举措研究。比如法国 Bertrand 

Bellon 教授认为，创新体系改革不仅包括科研体系，也

包括大学自治、建立大学联盟等系列改革。

综上，学界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视角都取得

了一定成果，但是，聚焦地方一流大学建设，进行政策

文本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维度有余，立体不足，缺

乏真实感。鉴于此，本研究以 23 个政策文本为基础

（见下页表），系统分析地方一流大学建设的推进策

略，就进一步有效推进地方一流大学建设提出思考。

二、推进策略
（一）学科建设模式

“学科是大学的基石，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

的基础，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1] 从《总

体方案》提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到《实施办法》

再次要求“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

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

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始

终以一流学科为基础，推动一流大学整体建设。其

中，以上海为典型，早在 2014 年颁布《上海高等学校

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 年）》，随后启

动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2015 年颁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到 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台

“双一流”建设对接方案或相关政策文本。地方政府

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关系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成效。因

此，全面分析不同省域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文本，深

入剖析建设策略，对于更好地推进地方一流大学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评述
何谓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具备哪些条件？这

些问题可谓见仁见智，目前仍未有统一标准和定义。

谢维和教授认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既要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引领和

带动作用”。阿特巴赫、Niland 等国外学者则认为，一

流大学具有若干显著的特征，比如：高水平的教师、学

术自由、良好的自治系统等。本文“一流大学”指具

有先进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高

校，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高水平学科，

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著。

综合现有文献，有关一流大学建设的研究成果主

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一流大学建设的特征、评价指标

研究。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评价标准和英

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评价标准。正如阿特巴

赫表述，“世界一流大学”的困惑是“每个国家都希

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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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关键举措就是构建高校二维分类体系，避免过

度追求“大而全”。浙江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6

年颁布《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办法

（试行）》，依据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指标，将本科高

校分为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为主型；依据

学科门类等指标，分为多科性和综合性，并出台《浙

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分类指引》等配套文件。

（二）平台建设模式

如果说学科建设是地方一流大学建设的龙头，平

台建设就是一流大学建设的躯干。通过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提供重要支撑。其

中，以北京为典型。通过分析《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

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发现，聚焦一流平台建设将成为

“双一流”建设的桥头堡。该计划明确提出，“集中力

量建设 20 个左右的高精尖中心，实施 50 个左右的高

精尖项目，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基地。”[2]

（三）整体推进模式

通过同步实施“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促进地方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其中，以广东为

典型。近年来，虽然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列前茅，

但整体教育质量和水平在全国处于较弱水平。通过

与江苏进行比较发现，两省“985”大学数量持平，但

“211”大学数量比较悬殊，广东仅有江苏的 1/3（其

中，江苏 11 所，广东 4 所）。可见，广东在教育规模、

层次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3]2015 年 4 月，广东印

发《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正式拉开“双高”

建设序幕。同年 6 月，广东颁布《广东省高水平大学

建设实施方案》，“重点建设高校”对应国家“一流大

学”建设，“重点建设项目”对应国家“一流学科”

建设。在资金投入方面，2015 年到 2017 年三年下拨

50 亿元，主要用于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服务

等。其中，2015 年下拨首批 15 亿元，2016 年下拨近

20 亿元。[4]

三、对地方一流大学建设策略的分析与思考
首先，地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高等教育基础

是制定建设策略的重要前提。各省市自治区一流大

学建设方案，是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

契合的产物。比如上海学科建设，是为了服务建设

“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及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江

西高水平大学建设，为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面向江西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对接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行业产业集群，重点投入、

重点建设，打造学科高峰。[5] 从全国范围来看，经济社

会发展现状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东部、中

“双一流”建设对接方案及相关政策文本汇总表

区域 省市自治区 方案名称 发布机构 颁布时间

东部

北京 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 市教委 2015 年 3 月

天津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市政府 2017 年 9 月

河北 关于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意见 省政府 2016 年 5 月

上海
关于本市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意见 市政府 2018 年 1 月

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 市教委 2015 年 12 月

江苏 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 省政府 2016 年 6 月

浙江 关于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意见 省政府 2014 年 10 月

福建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施意见 省政府 2017 年 3 月

山东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 省政府 2016 年 12 月

广东 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方案 省教育厅 2015 年 6 月

辽宁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省政府 2017 年 1 月

中部

山西 关于实施“1331 工程”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意见 省政府 2017 年 3 月

安徽 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省政府 2016 年 12 月

江西 江西省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 省政府 2017 年 5 月

河南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省教育厅 2015 年 12 月

湖北 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 省政府 2016 年 12 月

黑龙江 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省政府 2017 年 10 月

西部

内蒙古 统筹推进国内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自治区政府 2016 年 5 月

重庆 关于加快高校特色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 市政府 2017 年 5 月

云南 云南省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省教育厅 2016 年 9 月

陕西 陕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 省教育厅 2015 年 11 月

甘肃 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省政府 2016 年 7 月

青海 关于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指导意见 省政府 2017 年 1 月

贵州 关于大力推进区域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 省教育厅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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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西部地区呈阶梯递减趋势。同时，东部地区各

高校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属于

高等教育第一方阵，广东、安徽、江西等属于第二方

阵。

其次，稳定的经费投入是实现建设策略的重要动

力。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国外大学无论数量还

是综合办学实力都位居前列，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国外

政府以激励机制为抓手，制定了完善的经费投入机

制。比如德国预计在 10 年间将对入选“卓越计划”

的相关机构进行高达 53 亿欧元的资助[6]。各省市自

治区在制定地方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均明确了 3—

5 年的建设周期，投入金额从十几亿到二三十亿不等，

并提出建立基于绩效的动态经费投入机制，比如辽

宁、湖南等省份将采用第三方评价，对建设过程实施

动态监测，依据评估结果、资金使用效率等情况，加大

绩效激励力度。比如北京市每年每个中心给予 5000

万至 1 亿元的经费投入；江西省统筹安排 40 亿元用

于支持高校建设。

最后，建立一流人才高地与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

系，是实现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一流师资培养一流

的人才，一流人才体现一流大学的水平。纵观各省市

自治区建设方案，均明确要求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

度，全力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并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予

以支持。北京提出，必须拿出不低于 70％的经费用

于人员经费，50％用于引进国外人才，20％用于引进

京外人才；宁夏要求 , 高校核定编制总额内留出 20％

左右用于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同时我们看到，囿于

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需要保持高度警

惕，避免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失衡，既要实现科研等关

键指标的突破，更要明确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有效

解决如上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主

体作用，建立一流的内部治理体系。可以发现，各省

市自治区建设方案都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为重要保障，这既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

学制度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内部结构调整的必然

要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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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23 Local Policy Texts

CHENG Feng

(Dean Office,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issued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odel,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model have been form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From 

program formulation to its implementation, it is a gradual process,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establishes a stable funding mechanism, improves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universities, and 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local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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