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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优化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科教融汇新理念的提出,为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布

局调整提供了方向指引。 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需坚持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在层次结

构上凸显人才梯队培养,在科类结构上服务科技产业升级,在形式结构上形塑科研生态系

统,在布局结构上优化科研资源配置。 然而,在实践层面,西部高等教育当前仍面临较为

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在支撑引领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

挥,包括人才培养层次结构重心偏低,高科技人才缺口大;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适应性差,科
技驱动能力不足;形式结构内部要素协同性弱,科研合作机制不畅;优质教育资源布局结

构失衡,科技创新活力不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普及化初级阶段,西部高等教育应在

科教融汇理念指导下,遵循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开放性原则,深化科教融汇育人理

念,逐步上移层次结构重心;立足科技产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推动西部高

校集群发展,促进形式结构协同联动;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完善科研设施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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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充分肯定了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

作用。 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就无法实

现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 近年来,随着“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

划”“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深入推进,优化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成
为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尤其是在任

务和权力非常分散的系统里,结构变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通过改变结构进行的改革改变了一个

系统的根本基础,改变了决定计划与操作程序中体现的观点和权力的源泉” [1] 。 可见,要实现西部高

等教育系统的有序运行,亟须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改变“真正运转的下层基础”,并确保

“组织严密的改革”的持续推进[2] 。 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科教融汇新理念,为新时代西部高

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布局调整提供了方向指引。 鉴于此,在科教融汇视域下检视西部高等教育结构的

现实困境,探寻西部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路径,对于统筹推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

国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教融汇: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方向指引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科技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相互间的紧密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教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科教兴国战略框架下,将教育、科技和人才进行

一体化部署,首次提出科教融汇。 作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着力点,科教融汇是将科教融合

的更高形态,其核心要义是将科技革新与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有机地融合,实现“科”与“教”的“更好

结合” [3] 。 这主要体现在 3 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推进科学技术研究事业与教

育系统人才培养事业之间的交融贯通,促进科技创新、产业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二是在组织机构层面,加强科研院所与高校之间的高效协同,实现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和科研机制的融

合汇聚与高度整合;三是在高校内部,强化教育教学活动与科学研究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如图 1)。

图 1　 科教融汇的内涵要义及其战略指引作用

 

(一)西部高等教育是区域推进科教融汇的主力军
   

高等教育是国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区域化推进科教融汇的主力军[4] 。 在西部地区统筹推

进科教融汇,必然需要依托西部高校。 一方面,西部高校作为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创

新的摇篮,承担着推进知识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基本职责,是科技与教育协同发展的天然

场所,也是孕育新发现、新技术和新工艺的温床;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现象,西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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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独特功能坚韧地支撑着西部大开发战略[5]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汇聚高端

科技人才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科学中心、教育中心和人才中心。 西

部高校不仅是科教融汇的重要源头,更是科教融汇的辐射中心。 因此,在西部地区深入推进科教融

汇,需要以各级各类地方高校作为主阵地,充分发挥西部高校的生产创新能力和资源集聚优势,突破

区域行政界限,充分整合科教资源,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进而为西部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须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
   

科教融汇以育人育才为根本宗旨,秉持共生共成交汇的发展方式,同时紧密契合社会重大现实需

求[6] ,为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发展视角。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推进科教融汇有两个价

值取向[7] :一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人才培养的有效方式,同时将高校教师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内容,不
断强化科教协同育人理念,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8] ;二是将高等教育深度嵌

入科技创新体系,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以高层次人才供给、高质量科研成果全面提升我国自主创新

能力。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战略背景下,科教融汇成为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必

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一方面,深化科教协同育人是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根本价值取

向。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西部高校亟待以科教融汇为主导,将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学习活动相结合,
推动科学研究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育一批具备完整知识结构、科学思维方式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是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核心动力。 科教融汇

要求西部高校重视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性研究,同时加强与产业部门、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促进科

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以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西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三)科教融汇对西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提出新要求
   

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外诸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联方式与组合形态[9] 。 对

于高等教育结构的分类,学者一般从宏观上将其划分为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形式结构和布局结构等

几个亚结构。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高等教育系统具有自身特殊性,其结构变化往往源于环境对高

等教育功能的新期望和新选择[10] 。 当前,科教融汇作为一个全新的政策话语和战略导向,对西部高

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布局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西部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应注重专、本、研人才培

养比例的内在协调性,建立结构合理、供需平衡的科技人才梯队,以满足科技发展对人力资源市场不

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第二,西部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应当充分反映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现实需求,
做好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布局,打造一批具有西部区域特色、服务科技

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势学科专业。 第三,西部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应当弱化不同高等教育形式之间的

孤立状态和竞争性,加强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在学

科发展、师资建设、资源配置、科研立项等方面的协同与合作,以塑造和谐共生、良性互动的区域高等

教育生态系统。 第四,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应当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产业结构以及

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实际状况,注重优质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有效缓解区域高等教育

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二、科教融汇视域下西部高等教育结构的困境检视
   

1949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先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高等教育规模随之不断壮大,高等教育

的结构形态与区域布局得到持续优化,逐步实现由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跨越式发展。
在此过程中,国家采取一系列以政策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均衡发展策略,推动西部高等教育的结构调

整。 然而,面对科教融汇的新要求,西部高等教育当前仍面临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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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层次结构重心偏低,高科技人才缺口较大
   

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取决于满足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
就科技领域所需人才的类型而言,大致可划分为 3 类:发现知识的研究型人才、运用知识的应用型人

才和完成具体操作的技术技能型人才[11] 。 目前,我国本科院校侧重培养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专科

院校侧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但是,西部地区存在高层次院校较少、人才培养重心整体偏低等问

题,使高端科技人才面临较大缺口。
一是高层次院校相对较少。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高层次院校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全国普通高校共计

2
 

820 所,含本科院校 1
 

275 所、高职(专科)院校 1
 

545 所。 其中,西部地区共设普通高校 763 所(占

比 27% ),含本科院校 310 所(占比 24%)、高职(专科)院校 453 所(占比 29%)。 除陕西等地外,西部部

分省份的本科院校数量未达到全国本科院校总数的 1%,且本科院校数量少于专科院校数量(见表 1)。

表 1　 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数量
                                             

单位 / 所

省份 高校总量 本科院校数量 专科院校数量

内蒙古 54 17 37

广西 87 38 49

重庆 71 27 44

四川 137 53 84

贵州 77 29 48

云南 88 32 56

西藏 7 4 3

陕西 97 57 40

甘肃 50 22 28

青海 12 4 8

宁夏 21 8 13

新疆 62 19 43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截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整理所得。

二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比例整体偏低。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在培养科技创新

人才方面具有独特地位,是许多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目前,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正逐

渐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国西部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张,但整体成效仍然不够

明显。 《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9)》显示,西部地区本专科在校生数是研究生总数的 12. 73 倍,表明西部

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不足,难以满足科技创新对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模的需求(见表 2) [12] 。 此外,
受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影响,西部高校自主培养的研究生还存在一定的人才外流风险[13] 。

表 2　 西部地区普通高校办学层次结构情况
                                             

单位 / 人

招生层次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本专科生 1
 

918
 

234 7
 

000
 

179 1
 

799
 

154

研究生 167
 

022 549
 

961 118
 

283

研究生与本专科生之比 1 ∶11. 48 1 ∶12. 73 1 ∶15. 21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9)》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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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适应性差,科技创新的驱动能力不足
   

高等教育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其科类结构与科技创新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在

科教融汇视域下,判断西部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考察西部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建

设是否与重大科技战略和产业变革的方向相适应。 一般来讲,重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主要依靠理

工类高校来完成,但西部地区理工类高校数量、人才培养规模及学科专业优势特色并不突出,对科技

创新的驱动能力仍然有限。
   

一是理工类高校整体实力处于劣势。 总体看来,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贵州、云南和新疆等地

的理工类高校数量较少,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在高层次人才供给、技术研发、职工技能培训等方面的现

实需求。 例如,根据“2023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内蒙古共上榜 11 所高校,其中综合类 7 所,理工类 1
所,师范类 2 所,农业类 1 所;贵州共上榜 14 所高校,其中综合类 5 所,理工类 1 所,师范类 8 所。 根据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分析结果,西部地区理工类院校的学生数量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师范院校的

学生数量呈现整体偏高的发展态势,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对西部工业产业转型产生不利影响[14] 。
   

二是理工类学科专业优势与特色不突出。 当前,我国越来越强调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由规模扩张、
数量增长向注重结构、质量、特色与效益的转型[15] 。 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全国第二轮“双一

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和“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高校理工

类学科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并不突出。 就一流建设学科分布情况而言,西部地区仅在化学、生态学、土
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少数学科领域占据一定优势,而且这些一流学科又主要集中在

陕西、四川的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见表 3)。 此外,受传统办学思维影响,一些地方高校参与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不足,在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对接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16] 。

表 3　 西部地区一流建设学科(理工类)分布情况

省份 学科数 / 个 理学 工学

内蒙古 1 生物学

广西 1 土木工程

重庆 3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

四川 8 数学、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

通信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贵州 0

云南 1 生态学

西藏 1 生态学

陕西 11 地质学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信息与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工程、力学、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甘肃 3 化学、生态学、大气科学

青海 1 生态学

宁夏 1 化学工程与技术

新疆 2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整理所得。 每个地区相同学科不重复计算。

(三)形式结构内部要素协同性弱,科研合作机制不畅
   

根据种群生态理论,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作为组织种群,其内部要素间存在一定的竞争与合作关

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带来不同高等教育形式之间的力量格局和构成比例发生变动[17] 。 由于西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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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为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竞争较强而合作较弱。 特别是在

科教融汇方面,西部高校尚未建立有效的科研协同机制,这势必会对西部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的稳定性

产生不利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组织内部各要素间集成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是研究型大学的辐射作用有限。 研究型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

高等教育推进科教融汇的战略支点和活力源泉。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 217 所研究型大学名单,西
部地区共 42 所高校入选,占西部普通高校总量的 5. 5% ,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和重庆等地(见表 4)。
相比之下,宁夏、青海、西藏、广西、贵州和新疆等地的研究型大学数量较少,共计 9 所。 至于内蒙古自

治区,目前尚无研究型大学。 就当前西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水平而言,仅 26 所入选“双一流”建设高

校名单,其余 16 所高校的综合实力还较弱。 可见,研究型大学对西部高等教育整体推进科教融汇的

辐射引领能力仍有待提升。

表 4　 西部地区研究型高校名单

省份 高校数 / 所 高校

重庆 5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

甘肃 4 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

广西 2 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贵州 2 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

宁夏 1 宁夏大学

青海 1 青海大学

陕西 12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

外国语大学

四川 9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
南石油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

西藏 1 西藏大学

新疆 2 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

云南 3 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研究型高校名单整理所得。

二是地方院校之间协同不足,同质化办学倾向严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主导的个人主义竞争下,一
些地方院校迫于生存压力或受经济利益驱动,对自身办学思路缺乏清晰的定位,单纯效仿或照搬高水

平综合类大学的发展模式,盲目设置迎合就业市场需要或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的热门学科专业。 另

外,地方院校在申报科研项目、引进优秀师资、争取政府资助等方面面临激烈的资源竞争,尤其是体现

在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彼此发展相对孤立,尚未形成合理有序的科研协

同机制。
   

(四)优质教育资源布局结构失衡,科技创新活力不足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环境关系的集中体现。 长期以来,
受经济水平、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东多西少” “东强西弱” 的局

面[18] 。 在西部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一是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和重要载体,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成为衡量区域高等教育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其中尤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代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 79 所[19] ;截至 2023 年,我国已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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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0 所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或重组完成[20] ,其中西部地区仅有 38 所。 从西部地区重点实验室布

局结构来看,陕西、四川和重庆等地区的重点实验室数量较多,分别有 43 所、26 所和 16 所;甘肃、云
南、贵州、广西、新疆次之,分别有 14 所、7 所、6 所、3 所和 2 所;内蒙古、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地尚未布

局重点实验室。
   

二是不同区域高校之间的科技投入与产出呈现不均衡现象。 2023 年 5 月,教育部公布《2022 年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国普通高校开展科技工作的具体情况(见表 5)。 从

西部高校科技项目数量看,陕西、四川和广西位于前列,西藏、青海和新疆位于末端;从科技经费划拨

总量看,陕西、四川和重庆投入最多,西藏、青海和宁夏投入最少;从科技成果产出数量看,四川、陕西

和重庆的科技成果最多,西藏、青海和宁夏的科技成果最少。 整体而言,新疆、宁夏、西藏和青海等欠

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科研资源普遍较为短缺,导致一些地方高校缺乏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教融汇面

临的阻力较大。

表 5　 2022 年西部高校科技项目、科技经费及科技成果统计

省份
项目数 /

项

拨入经费 /
万元

出版科技

著作 / 部
发表学术

论文 / 篇
专利申请

数 / 项

内蒙古 7
 

617 61
 

529. 9 365 8
 

929 2
 

705

广西 19
 

101 10
 

1710. 4 184 19
 

225 6
 

991

重庆 18
 

645 316
 

588. 8 503 27
 

922 8
 

001

四川 42
 

626 834
 

986. 7 737 68
 

450 15
 

249

贵州 13
 

267 88
 

100. 8 354 14
 

865 4
 

110

云南 12
 

509 164
 

351. 7 394 14
 

475 5
 

612

西藏 668 7
 

595. 8 1 803 116

陕西 44
 

988 1
 

000
 

412. 4 885 61
 

119 20
 

098

甘肃 7
 

600 98
 

016. 5 192 14
 

485 2
 

860

青海 808 20
 

897. 0 28 3
 

277 358

宁夏 3
 

355 42
 

767. 6 68 3
 

397 1
 

011

新疆 5
 

899 48
 

173. 8 125 10
 

941 5
 

631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2022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整理所得。

三、科教融汇视域下西部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路径
   

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是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前提,也是推动西部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根

本保障。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特
别提出要优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形成与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梯次衔接且特色鲜明的

高等教育体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普及化初级阶段,西部高等教育应以科教融汇理念为引领,遵
循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开放性原则,对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形式结构和布局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与规划,以促进西部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深化科教协同育人理念,逐步上移层次结构重心
   

科技创新依靠科技人才,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是西部高等教育推进科教融汇的重要使命。 西部

高等教育作为统筹教育、科技与人才的枢纽,应加快集聚科技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级,深化科教协同

育人,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主动适应我国产业分工由价值链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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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向中高端转变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推动人才培养层次结构重心逐步上移,以有效消除科技产业

人才需求与西部高校人才培养之间的鸿沟,实现科技链、产业链、教育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其一,合理调整专、本、研的招生比例,适当扩大硕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尤其要加强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培养。 2023 年 12 月,川渝两地联合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显示西

部地区在智能装备、汽车整车研发设计、特色轻工等众多前沿领域面临较大的人才缺口。 对此,西部

高校应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需要,科学规划人才培养规格和规模,促进专、本、研不同层

次高等教育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针对科技产业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应充分运用政策法规的引导和

调节功能,合理控制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着力推动研究生招生指

标的适当倾斜,有序推进研究生扩招工作。 同时,鼓励高校充分发挥自身基础科学研究优势,将先导

产业需求、核心技术问题、优质科研成果以及实际应用案例有机融入教学内容,持续优化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供给结构与科技产业发展需求结构实现全方位对接。
   

其二,树立类型化发展思维,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行业优势和鲜明特

色的应用型高校,为高新技术产业输送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对 21
世纪高校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倾向心存隐忧,提出“在有引导的使命框架以内进行分权和竞争的思

想” [21] ,其思想实质在于坚持需求导向、错位发展,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进一步提升西部

地区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应用型高校应当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明确自身办学特色、服务面向和

人才培养定位,深度参与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加快构建涵盖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 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体系改革,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校内实训、基
地实践与科研育人相结合,打破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行业应用间的壁垒,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链条

与产业创新发展链条的紧密结合。
   

(二)立足科技产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学科专业是科学知识生产、积累和分化的制度化产物。 研究表明,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不仅受科学

革命与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还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产业布局等密切相关。 在科教融汇视域

下,切实提升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强化学科专业建设对区域经济建设的服务能

力,是西部高等教育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西部高等教育应扎根西部、面向西部,依托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战略需求深度融合。
   

一方面,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现实需要,建设一批体现西部区域特色、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

优势学科专业。 当前,西部高等教育科类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聚焦区域发展急需,凸显区域产业特

色,不断增强学科专业的针对性。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2020 年本)》明确列举了西部 12 个省份的鼓励类产业,对西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具有指导意

义。 地方政府部门应依照国家政策指引,加强科学规划和宏观引导,借助信息技术构建西部高校学科

专业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变动灵活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及其人才培养规模。 同时,
结合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态势,鼓励地方企业和行业产业部门作为重要办学主体,深入参与高校学科专

业结构调整,逐步增强西部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的产业适应性。
   

另一方面,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着眼于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推进西部高校学科专

业的交叉与融合。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独立学科间的边界被互联网科技和经济体系打破,学科

不再是单一的知识生产单位,而是作为新的知识协作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西部

高等教育应密切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关键核心问题,冲破原有学科专业的束缚

和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鼓励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以不断催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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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生长点[22-23] 。 同时,加快升级改造面向新工科建设的传统学科专业,积极探索构建产学研用多

要素融合、多主体协同的育人机制,培养符合优势学科属性和跨学科需求的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为
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三)推动西部高校集群发展,促进形式结构协同联动
   

任何结构为了圆满完成其职能,都必须保持足够的关联性[24] 。 面对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内生动

力与发展活力严重不足的现实窘境[25] ,推进西部地区建立协同联动、共建共享的高校集群,是提升西

部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科教事业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应坚持集群化发展理念,以协同性的科研项目为载体,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重塑

校际关系,不断强化区域高校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要素流动。
   

其一,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引领,完善西部高校集群化发展机制。 在高校集群内部,应充分发

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辐射引领能力,带动地方高校扭转同质化发展倾向,共同

创设良性互动、有序竞争的协同发展环境。 同时,坚持需求导向,以现代产业链为核心,引导各高校在

相同或相近学科领域协同攻关重点项目,打造西部高等教育集群品牌,加强区域内不同类型高校在高

层次人才培养、高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26] 。 在盘活资源存量、降低资源错配的

基础上,持续深化高校集群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推进传统的“硬治理”逐步转向更为灵活高效

的“软治理”,进一步优化教学、科研以及财务管理等制度环境,为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宽松、自主的成

长空间,以充分激发其学术活力与科研创新潜力,强化西部高校集群的“造血”功能。
   

其二,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打造科教协同创新共同体。 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中,科技创新主体日

益多元,仅凭高校自身力量难以完成关键科技突破[27] ,推动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已刻不容缓。 西部

高校亟待破除科研生产的孤岛效应,与地方政府、科技领军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创新主体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统合各自优势力量,打造科教协同创新共同体,围绕国家战略急需问题联合开展科技攻关。
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建设科研平台,汇集先进基础设施、高端科技团队和高新技术优势,承担各类重

大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更具前沿性和创新性。 因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地方重点

企业、行业产业部门与高校共建研究中心、实验室和特色学院等,不断激发高校科研创新活力,推动科

研组织、科研制度与文化创新。
   

(四)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完善科研资源布局结构
   

科研基础设施是保障科研活动得以稳步开展的重要基石。 “十四五”期间,优化区域科技创新资

源布局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此,国家明确要求加快完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 对于西部高校而

言,要注重内部“造血”与外部“输血”相结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完善科研设施布局结构。
   

其一,完善区域内科研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机制。 从国际上看,科研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成为推

进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趋势。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政府实施“合作技术范式”政

策,旨在通过合作研发协议、对外服务等 4 种共享机制,推动国家实验室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实现开放

式创新[28] 。 为进一步提升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西部高校应充分盘活现有科研仪器设备,加快完善科

研设施设备管理体系,探索科研仪器共享在线服务平台的高效运作模式,促使各类仪器设备“活起

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泛在服务。 科技、教育和财政等相关部门要探索建立以共同利益为导向、
更加多样化的联盟式科研基础设施共享机制,促进科研基础设施产出的科学数据的共享与交流。 同

时,支持更多高校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助力国家实验室利用外部资源开展技术研发工作,推动科技

成果的市场转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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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提升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开放合作能力。 一方面,依托“对口支援计划”,深化东西部高校科

研合作[29] 。 西部高校应针对自身存在的突出短板,围绕人才引进、项目申报、平台建设、研究生学位

点申报等,加大与东部高校的合作力度,完善东西部高校科研协作机制。 例如,可以鼓励东部高校通

过兼职教授、访问学者等形式推动高层次人才“西进”,填补西部高校科研队伍的短板[30] 。 另一方面,
扩大国际交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科研合作。 川渝、云南、广西等地区的高校应充分发挥自

身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和高校的科技联系纽带,协同开展更多国际前沿领域的学术研究,
不断提升自身科研实力。 政府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西部高校深化“一带一路”科技合

作,加大力度建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和科技合作计划,尽快完善西部高校跨境开展科技合作的

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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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The
 

new
 

idea
 

of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provides
 

strategic
 

guidance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layout
 

adju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e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new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highlight
 

the
 

talent
 

training
 

echelon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erve
 

the
 

upgrading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shap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cosystem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in
 

the
 

layout
 

structure.
 

However,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western
 

China
 

is
 

still
 

facing
 

more
 

prominent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its
 

due
 

functions
 

in
 

supporting
 

and
 

leading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low
 

focus
 

of
 

talent
 

training
 

hierarchy
 

and
 

the
 

large
 

gap
 

of
 

high-tech
 

talents,
 

the
 

poor
 

adaptability
 

of
 

discipline
 

struc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limited
 

driving
 

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ak
 

coordination
 

i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absent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unbalanced
 

layout
 

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insufficient
 

vita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coordination,
 

adaptability
 

and
 

openness,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be
 

deepened,
 

the
 

focus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o
 

be
 

leveled
 

up;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is
 

dynamically
 

adjuste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university
 

clusters
 

should
 

be
 

boos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forms
 

and
 

structures;
 

the
 

open
 

cooper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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