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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学科调整须与高教空间布局优化相统筹 
 

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刘国瑞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科调整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而今，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受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交互作用的影响，学科调整面临更紧迫的需求

和更复杂的因素。站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体系，需要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视野上思考学科调整问题。 

    学科调整与空间布局密切相关 

    学科结构既是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高等教育结构的核心要素。在构成高

等教育体系的各种次级结构中，高教布局结构与高校学科结构最具复杂性。前者涉及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大学的复杂关系，后者则是内含科类划分、层次差异并聚合复杂利益诉求与

权力博弈的体系。学科调整与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具有紧密联系。70多年来，以中央政府为主

导，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学科划分和学位点布局为基本内容，每一轮的学

科调整都对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 30 年，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需要，

国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成立一大批行业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集中财力重点建设了

若干所高校，从而形成了以服务重化工业为主要任务，以理工科为重点，以北京、天津、上海等

中心城市为载体，以重点院校为龙头的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重文轻工的状况，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地区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但同时留下了一些历史问题，如大力发展单科学

校，割裂了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实施条块分割的体制，诱发了中央与地方在学科领域的重复布

局；重点建设一批中央管理的高校，拉开了部委院校与地方院校的学科水平差距。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需要，国家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心城市办大学，并

将一大批原中央部委院校下放地方，启动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这些举

措在增强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扭转学科过窄的局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拉开了区域之间

的高等教育差距，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差距日趋明显，广东、山东等新兴经济强省的高等教育实

力显著提高，东北等传统老工业基地的高等教育实力出现下滑；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学科的低水平

重复建设，进一步拉大了中央部委院校与地方院校的学科水平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启动实施“双一流”建设，全面实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大力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对东北高等教育给予政策倾斜。

一系列新举措有效促进了学科内涵与特色建设，加强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领域的学科布局，中西

部高等教育基础建设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受历史与现实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缩小东中西部高

等教育差距的压力仍然很大，东北高等教育振兴仍任重道远。 

    同时，新的重点建设策略在协调推进中央部委院校与地方院校发展以及学科高峰与学科高原

建设上还有待改进，如入选的地方院校占比较低，不足以引领和支撑广阔的学科高原建设；少数

入选的地方院校聚焦一两个学科、集中有限资源追赶中央部委院校，导致学校内部的学科畸形发

展，既未能发挥带动学校整体发展的效用，也对全国学科布局的合理化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有赖中央与地方协调 

    就高等教育体系而言，结构问题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实现全局性、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结

构优化，离不开省域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一诉求可以通过中央集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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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强制性计划调控实现。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凝聚中央与地方合力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现

实问题。 

    中央与地方在以经济和民生为主领域的交叉布局，以及在战术目标上的差异和在行动上的不

完全同步，是影响学科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在国家或区域层面，学科调整主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强制性或引导

性行为。计划经济时期，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差异通过计划得到调节。但进入市场经济后，中央与

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及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使双方在战略布局与战术措施上既有共

同愿景又存在差异性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科调整行动的协调性。 

    近年来，因在重点建设、实力提升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学科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校

的重要聚力点。各省份为缩小省际差距和提高本省份竞争力，纷纷追求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地方性的矛盾得到缓解的同时，客观上加大了实现全国性布局结构合理的难度。在经济区域化

和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等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学

科调整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力、能力与效力的一体化程度，对统筹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需求具

有重要影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省级政府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既是中央决策部署的承接

者和贯彻者，也是区域结构调整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没有省级政府的统筹，学科调整就会虚化、

难以落地。但若省级统筹狭隘化、片面化，学科调整就可能迷失全局，甚至加剧整体的不合理状

态。 

    当下，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统筹改革还存在较大局限。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内部委

院校与地方院校发展方面缺乏充分的合法赋权和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受地方财力等因素的制约，

地方政府难以兼顾国家统一布局的重点建设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此外，受本位主义等

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把经费投到自己管理的学校并进行重复的学科布局。 

    资源配置须在更高层次优化 

    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是高等学校数量、结构、水平、实力等构成要素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的

分布，其核心是学科建设水平以及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适应状态。当前，国家正在实施的

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等重大部署，已经大大超越了省级行

政区划，成为连接全局和局部利益的重要纽带，为凝聚中央与地方的共识与合力提供了新的契机。 

    站在新时代，适应我国区域发展与资源配置格局的重大变化，应将学科调整与高等教育空间

布局优化统筹起来，着力破除 “地方意识”与行政壁垒，在更大范围内谋划区域高等教育的分

工与合作，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扩大优质高教资源覆盖面，实现创新资源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有效改变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的能力。 

    具体而言，要围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大保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坚持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创

新，以高等教育功能提升为主要目标，以产教融合为纽带，着力促进城市群、产业群与大学群联

动发展，建构服务国家战略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学科高峰建设与学科高原建设相协

调的新局面。 

    此外，贯彻落实好中央支持东北教育振兴发展的措施，结合产业调整升级等新需求，推动人

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三链融合”，对接产业集群建设特色学科集群，重塑东北高校学科布局，

大力增强学科竞争力和贡献力，打造东北亚地区重要的人才集聚、科技创新和教育开放高地。紧

密结合实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战略，通过省部共建、东西部对口支援和政策倾斜等措施,着力培育

和做大做强优势、特色学科，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