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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国战略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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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强国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支点。科学的发展观、人才观、自主创新、创新团队以及提升质量 

等新理念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人才强国战略，为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论文结合西 

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特质和笔者多年工作经验，从人才强国的战略视角，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 

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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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观，指出人的发 

展的最高历史形态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 

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发展”。综观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依赖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国以才立，政 

以才治，业以才兴。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亿万 

杰出人才，需要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大显身手、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 

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和科学人才观的建立，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 

展、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党管人才、人才 

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人都可以成才和以人为本是对科学人才观的具体阐释和准 

确概括。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行为的指南。正确理解、把握和践行科学的 

人才观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说 ，东西部的差距 ，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人才上的差距， 

高等教育上的差距。“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在人 

才强国的战略视角下，西部高等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必须紧紧把握以下五 

个方面的着力点。 

一

、观念是先导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人才强国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部高等教育必须立足于科学发展观 

的角度来审视 自身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战略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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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部各省市区要确立高等教育的战略地 

位，明确高等教育产业对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确立发展高等教育在西部大发 

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标，确定战 

略重点和措施，并经常强化其战略地位的理念。 

其次，西部要确立高等教育的创新经营理念。对 

于高等教育，不仅要管理，更重要的是要经营，要在创 

新中经营，要在经营中创新。既要按照高等教育 自身 

的发展运行规律办高等教育，又要按照产业经济、市 

场经济的规律经营高等教育，最终提高西部地区高等 

教育的办学效率和办学效益。 

再次，要确立高等教育的超前发展理念。在西部 

各省市区，高等教育要优先于其他产业、其他行业的 

发展。在其他产业和行业统筹发展的同时，高等教育 

要发展得更快一些，宁可牺牲一些“政绩工程”、“面子 

工程”，也要确保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超前性。 

最后，西部要确立高等教育面向市场需求的理 

念。要用与时俱进的观念来看待西部高等教育的发 

展，高等教育不但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 

化，还要面向市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就业压力增大 

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西部高等教育发 

展面向市场主要是面向需求，在充分注重高等教育的 

公益性而不唯公益性的前提下，首先要为市场经济服 

务，主动融入当地经济建设、发展之中。 

二、团队是基础 

团队是获取创新人才资源的重要形式，在团队中 

学习，在合作中创新，团队为社会成员学习力的培养 

和创新力的提高营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空间框 

架，创新团队完全可以成为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整合与 

优化的模式选择。在此，笔者以对诺贝尔奖获奖统计 

上得到验证：“1901年到 1972年期间有 286位科学家 

获奖，其中有 185人是合作取得成果，约占2／3；在诺 

贝尔奖设立的第一个 25年中，合作研究获奖人数占 

41％，在第二个 25年中达到了65％，在第三个 25年 

中竟然达到了79％”。当今时代，知识创新和科技发 

展越来越需要多人的合作与集体的智慧，在西部高等 

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团队的方式进行资源整 

合、科研创新 ，可以实现学习型组织理论中提出的 

1+1>2的效果。因此，西部高等教育要实现大发展， 

必须用系统论的眼光来审视创新团队对资源的有效 

整合，同时将创新团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构建。 

其一，创新团队要加强人才整合。科学技术的发 

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而创新就 

要靠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本，从 

团队角度整合人才，能提高人才群体的整体效能。 

其二，创新团队要加强知识整合。知识整合，就 

是将一个团队所占有和能够使用的知识加以重新组 

合融汇，优化结构，加大总量，使这个团队的知识资本 

总量增加，质量提高，进而提升团队的知识水平，增强 

团队的综合竞争力。 

其三，创新团队还要加强文化整合，打造创新团 

队的灵魂。在团队中，先进的科学文化是团队的灵 

魂，它能够感染人、激励人，有助于改善心智模式，形 

成团队的核心价值观与共同愿景。 、 

其四，构建创新团队不但要注重团队培养学习 

力、提升创新力的过程，更要注重对团队成果科学合 

理地评价。显然，其评价和检验要经受历史与现实的 

考量，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创新是灵魂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央作出的国家未来发展的 

重大战略决定，其核心是要极大地提高中国的自主创 

新能力。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 

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高 

等院校作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的高素质人才主阵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双重使命，在建设 

创新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创新 

也是西部各省市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灵魂。创新的方 

面很多，如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 

创新等等，笔者强调如下两点。 

其一，实现西部高等教育的自我创新。西部高等 

教育要有创新的学科专业、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创 

新的教学内容、创新的专著教材、创新的师资队伍、创 

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的高等素质教育、创新的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创新的人才培养方式。 

其二，建设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西部高等教育。 

特色也是一种创新，创新就能形成特色，在遵循高等 

教育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下，西部高等学校的办学一 

定要形成特色，要有 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一个或几 

个强项，争取在西部、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有不可替 

代的优势学科、优势团队和优势人才群体。 

四、质量是生命 

“十五”期问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 

五年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规模从221万人增长到 

505万人。在校生从 556万人增长到 1 562万人。研 

究生招生规模从 12．85万人增长到 36．5万人。高等 

教育产业的大发展，质量是生命，特别是在高校“扩 

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提高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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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是西部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十一五”期间 

狠抓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大战略。教育主管部门 

和各高校都要有高度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并且要通 

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这种意识。从高等教育设施、教 

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到高等教育体 

制、高等教育管理、高校师资队伍、学生思想工作等等 

都是提高西部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每一个方面 

都要通过一个个的“重点”工程去抓好落实好。 

当然，西部高等教育提升质量重中之重的还是师 

资队伍建设，要努力建设一批素质强、水平高、作风 

硬、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方法的教师。同时，西部各 

省市区高等教育发展还要注重打造品牌。现在招生 

和分配的名校效应特别突出，这种品牌效应、名校效 

应，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面对机 

遇与挑战，西部各高校要着力培育好名校品牌、名专 

业品牌、名教材品牌、名教师品牌、名机制品牌、名校 

园品牌等等。 

五、政策是保障 

西部的高等教育本来就同沿海地区差距较大，如 

果在政策上还是亦步亦趋，其结果不仅不能赶上，差 

距还会越拉越大，彰显马太效应。所以，笔者认为政 

策保障十分重要，其总的思路和建议是：制定西部高 

等教育发展政策要有大手笔、大突破，要有当年中国 

发展沿海经济特区那样特殊的、优惠的、倾斜的制度 

和机制的设计，才能使高等教育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 

能够“迎头赶上”或“后来居上”。 

第一，制定西部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的若干具体政 

策。高校是高新技术的主要产区和主力军，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倾斜政策，如非 

义务高等教育的自主办学政策；吸引社会向高等教育 

投资的优惠政策；举办各种形式的民办高等教育政 

策；民办高校的产权界定和投资回报的政策；社会向 

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运用金融手段、政府 

贴息加大高等教育投人的政策；引导高校后勤社会化 

的优惠政策。 

第二，制定西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优惠政 

策。如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资金投入的政策；建立西 

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政策；对西 

部高校校办高新技术产业在银行贷款、税收、进出口 

和生产经营用地、能源供给等方面有力度的优惠政 

策；对西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上市的优惠政策等等。 

第三，实行“四个优先”的西部高等教育产业政 

策。一是西部地区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 

和年度计划时，要优先考虑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二 

是在安排年度预算时要优先保障西部高等教育产业 

的投入；三是在规划城市建设和制定年度基本建设计 

划时，要优先考虑学校规划布局、学校用地，保证学校 

的基本建设；四是西部各省市区在建设重点工程和高 

新技术产业时，要优先做好人才储备，加强与高校的 

人才对接，注重产、学、研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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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alent powerful country is the strategy point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West．The new 

view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ight，scientific talent sight，independent innovation，innovation team and improving 

quality enrich and develop the strategy of the talent powerful country．They als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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