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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视阈下河北省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探析

张巧月 1， 李兴国 2， 潘振华 1

（1.河北医科大学 发展规划处，河北 石家庄 050017；2.燕山大学 研究生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河北省正处于从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的过渡转型期，立足国家“双一流”建设形势和河北省高

等教育现状，从重点支持头雁大学建设、在特色发展中寻求突破、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三个方面为河

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破局之策，从“两保障、两提升”方面给出解题之法。“两保障”中经费保障

包括充足的经费总量和提升筹资水平，人才保障立足于选拔卓越的大学校长、引进高层次的科研领军人

才和打造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两提升”中内涵建设包括回归学术、回归教学、回归特色三个方面，大学声

誉建设包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四个方面。

多措并举，精准发力，为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助力河北省教育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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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河北省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新闻发布会召开，制定了《教育强省建设行动方案

（2023—2027年）》，明确了河北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提出以 12个行动计划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河北教育场景［1］。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主体，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一

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努力探索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是河北省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的重要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动态遴选机制打破了以往对高校的身份固化，在对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地方高校逆风翻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立题之切

河北省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是高等教育大省。有着“东方康奈尔”之称的唐山交通大学诞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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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于正定的华北大学更是孕育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戏剧学

院等诸多名校；河北医科大学具有 130年的校史，前身是 1894年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天

津创办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如今的河北省高等教育因为历史、经济、

地理位置、高等教育布局等多重因素，始终未能进入高等教育强省之列。

在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211”“985”工程时代，河北省没有“985”高校，唯一的“211”高校

（河北工业大学）还地处天津市。在首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河北工业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成为河

北省唯一入选的学科，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中，也仅有河北工业大学位列其中。根据各省第二

轮“双一流”建设情况可知，河北省高等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处于最后梯队，与京津冀一体化的北

京天津差距悬殊，作为高考高分大省的河北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差强人意，这对河北省教育现代化

发展十分不利，突破河北高等教育发展困局十分迫切。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河北省 119个学科上榜，最好成绩A-，即燕山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科；B类

学科38个；主体为C类学科，占比67%。根据科睿唯安2023年7月最新ESI数据显示，河北省本次共

10所高校的 32个学科上榜，未上榜学科中潜力值百分数≥80的学科为 10个，潜力不足（表 1）；中国

内地共有 95所高校的 279个学科跻身ESI全球前 1‰，河北省ESI前 1‰学科数为 0。河北高等教育

高峰学科的缺失将成为冲击国家“双一流”队伍的重大阻碍。

在首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河北省重点建设 12所一流大学和 54个一流学科。其中重点支持的

一层次高校有 4所，二层次高校 8所，从 12所高校在国内四大排行榜中的表现（表 2）可见，河北省仅

有燕山大学在四大排行榜中均进入百强，但却未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国家队；一层次中唯一位于省

会石家庄的河北师范大学排名表现差强人意。经过 5年的建设，河北省高等教育并未出现重大飞

跃。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河北省将优先支持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学、燕山大学，重点冲击

国家“双一流”建设队列。河北省高等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任务，迎难而上，争分夺秒，真正实现河北省高等教育的直道发展、弯道追赶和换道超越。

二、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破局之策

在国家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河北省高等教育进步迟缓，只有以破局的思维和魄力走出困局，

表1　2023年7月河北省ESI学科排名及潜力情况

学校名称

燕山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全国排名

120
135
154
177
204
248
254
293
322
401

前1%学科数

4
3
5
5
5
4
2
3
1
1

潜力值百分数≥80的学科

环境与生态学

计算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

免疫学

农业科学、计算机科学、药理学和毒理学

无

工程学

工程学

无

材料科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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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布局中谋势、在学科发展中蓄势、在战略机遇中借势，才能为河北省高等教育博得一丝生机。

（一） 拔尖筑峰，重点支持头雁大学建设

“共同富裕”教育思想的历史溯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时代变迁带动“共同富裕”教育思想呈现

出了四种发展类型，即“互助合作”型、“先富带后富”型、“缩小贫富差距”型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型［2］。河北省高等教育当务之急就是“先富带后富”，集中力量做到“一保障、两发展”，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一保障”是要稳固河北工业大学的“双一流”国家队身份，在业绩上有所突破，逐步推进河

北工业大学回归河北；“两发展”是要对燕山大学和河北大学重点发力，强力冲击国家“双一流”建设

队伍，以这三所高校的头雁领航效应，带动河北省高等教育群雁齐飞的良好态势。2021年 11月，河

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印发《河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提出“大力支持河北工业

大学先进装备工程与技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部省合建河北大学，加快建设燕赵文化、生命科

学与绿色发展优势特色学科群，支持燕山大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建设，争取进入国

家“双一流”建设序列”［3］。有了政策上的支持、顶层的设计，接下来便需要这三所高校奋发冲刺，争

创一流。

2020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支持燕山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 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全力支持燕山大学建成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然而燕山大学却最终止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

单，完成从优秀到极致的蜕变将是燕山大学证明自身的重要发力点。

作为同样是以省名命名的地方性大学，河北大学可对标山西大学。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遴

选中，山西大学的物理学和哲学入选。山西大学的哲学学科获得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物

理学获得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在 2021年获批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计划 2.0。此外，两个

学科均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学科水平顶尖、科研实力雄厚。山西大学以厚积薄发之

势挤进了“双一流”建设的第二班列车，也为河北大学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二） 聚焦一流，在特色发展中寻求突破

提升本省医学教育水平不仅是健康河北的应有之义，更是河北教育强省建设的突破口。从第

二轮“双一流”增选学科数量看，临床医学新增 4个，数量最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新增 3个，紧随

表2　2023年河北省重点建设的12所大学四大排行榜排名

层次

一层次

二层次

学校名称

河北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燕山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中医药大学

软科

130
106
94

154
183
120
281
221
241
360
287
447

校友会

90
111
63

110
119
116
202
164
202
215
283
393

武书连

127
125
90

222
185
192
209
344
282
399
264
505

中评榜

115
101
65

216
206
234
271
270
324
338
371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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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新晋的 7所“双一流”高校中有两所为医科大学，分别为南京医科大学和广州医科大学，转

变思想、换道超车，支持有良好基础的行业特色院校发展将成为河北省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

作为服务健康河北战略的行业院校，河北医科大学具有难以替代的区域性责任和使命，历经

130年的发展，已成为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科大学。2016年成为教育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河北医科大学拥有自主培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4人，在“双非”

高校中成绩亮眼。在2019年河北省“双一流”建设中期考评中，河北医科大学位列第三，仅次于燕山

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ESI学科综合排名全省第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

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 1%学科。此外，河北医科大

学地处省会石家庄，能更好地发挥省会的引领辐射作用，也将为强省会战略提供重要支持。在 2023
中评榜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排行榜中，河北医科大学药学类专业在全国261所开设药学专业的院校

中排名第三，这无疑对“华北药都”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产生良好助力，有助于提升河北省高

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从底蕴到实力，从使命到担当，地处省会石家庄的河北医科大学都是

河北省特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三） 乘势而起，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

1. 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 2023年 5月在河北考察时主持召开了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 7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京

举行，共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良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教育方面，既要通过疏

解部分教育资源带动一系列资源流动，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又要通过促进三地教育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带动区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提升［4］。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有助于激活河北省高等教育的活力

和动力，逐步弥合三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在优势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构建稳定有序、互

利共赢的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教育领域的深入推进需要统筹各方利益，取长补短，还需打破属地思维下的

制度壁垒，为实现实质协同培植土壤。京津冀教育协同的实现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相同学科

背景高校的共生共建；交叉学科间的聚合融合；信息化技术支撑下的教育资源共享、精品课程融合；

优质师资的动态流通与统筹；三地高校的对内协同和对外开放；基于重大项目的联合攻关等，真正

发挥京津冀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1+1+1>3”的协同效应。

2. 要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机遇

2019年 1月，国务院在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提出，雄安新区将重点承

接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非首都功能。首批疏解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 2023年 6月参加了“教育强省雄安论坛”，与省内部分高校一同就

协同创新和教育强省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高等教育是区域创新的组织者，雄安新区作为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将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促进隐含类知识的产出，促进知识转化为创新力，

构建科技创新的本地蜂鸣与全球管道［5］。雄安新区大学园建设有助于集聚河北省优质教育资源，提

升高等教育内生动力，这将是河北省高等教育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合理规划雄

安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建立稳固有效的协同创新联盟，尽快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实质蜕变，

让雄安新区真正成为河北省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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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解题之法

加快河北省教育强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谋实策、出实招、下实功，做到“两保

障”“两提升”，助力河北省高等教育提速冲刺，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突破式发展。

（一） 经费保障

足够的资金经费支持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地方高水平大学的预算总收入整体低于“双一流”建

设高校，存在总量不足、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稳定性差、筹资渠道单一等问题［6］。河南省“十四五”期

间，将投入 50亿元支持郑州大学，25亿元支持河南大学［7］；安徽省将在 2020—2024年，统筹 30亿元

以上，用于支持省属高校高峰学科建设［8］；湖北省将每年安排 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省属高校一流学

科建设［9］；贵州省从 2022年起每年给贵州大学的部省合建及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省级专项资金 2亿

元［10］；2022年度，云南大学获省级专项资金 10.3亿元，昆明理工大学获省级专项资金 4.2亿元［11］；河

北省在“十三五”期间每年投入5亿元，连续投入5年［12］，支持12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相比其他省

份，河北省资金投入总量小，且相对分散。

2021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18 826.13元，在全国位列 15位，低于

全国 22 586.42元的平均水平［13］。据最新公布的《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

河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 745.5亿元，在全国位列 13位，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省 4 002.2
亿元相差甚远；R&D投入强度 1.85%，排名 16位，低于全国 2.44%的平均水平［14］。目前的经费投入

严重阻碍了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河北省高等教育要实现质的飞跃，“粮草”还需先行，一方面政

府经费投入总量要有保障，资金使用规则要相对灵活，还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措施，提升经费使用效

率；另一方面，各高校要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校友与企业捐赠等，不断提升筹资水平，为高校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

（二） 人才保障

人才是第一资源。河北省高等教育要想发展，归根结底还得靠人才。“待遇上的现实差距”“科

研发展平台的不足”“自然生态环境的劣势”“行政区划位置的尴尬”等因素造成了河北省高层次人

才引进困难，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的发展短板［15］。此外，受北京、天津的“虹吸效应”影响，河北省人

才流失十分严重。据校友会 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榜单显示，87所“双一流”高校跻身全国 100强，双

非高校中，排名第一的浙江师范大学仅有 28位学者上榜，与北京大学 345位上榜者的数量相差甚

远，“双一流”高校与双非高校教师重大教学科研成果贡献能力差异悬殊。河北省上榜高校数为 14
所，仅有 56位学者入选，在全国排名第 20；校均学者 4人，与 4个省份一起并列 23位；其中表现最好

的是燕山大学、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高贡献学者数均为9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河北省高校

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重大成果贡献能力还有待提升，相应的引人育人机制还有待完善，人才结

构布局有待优化。

1. 选拔卓越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对于高校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院士校长越来越多，我们不难发现，学术造诣

和影响力成为选拔校长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科学家校长都是“带资入校”，他们身上有着巨大的学

术、人力资源，能够实现学校科研水平的大步提升，是学校发展的强心剂、定心丸。此外，大学校长

还应是具有管理智慧的教育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紧跟时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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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不放过学校发展的任何节点，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合作与支持，以治校艺术激活管理体制，以人格

魅力重塑大学精神，为学校发展掌舵领航，带领全校进入新的发展赛道。选拔卓越的大学校长，以

大学校长的魅力和能力为河北省人才引进激发一定的活力。

2. 引进高层次的科研领军人才

202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安徽省支持高校学科建设若干政策》，提出创新人才引进和使用

方式，实行“一人一策”，坚持“一事一议”，量身打造特殊扶持政策，支持高峰学科建设高校从沪苏浙

“双一流”高校引进高端人才等举措［16］。安徽省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

为河北省招才引智提供了重要借鉴，那就是给予更多的制度倾斜，扎实提高岗位吸引力。要为科研

领军人才创造自由、完备的科研环境，以及与其业绩相适应的奖励、晋升机制；要在待遇水平、医疗

保障、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方面有所优待。基于河北省环境及地域方面造成的引才困境，可利用

故土情怀和母校情结有针对性地引进学有所成、业有所获的知名学者；可综合利用兼职挂职、联合

攻关、名誉副校长等柔性手段引入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

3. 打造高水平的科研团队

一人智谋短，众人计谋长，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离不开高水平科研团队的联合攻关。河北省无

论在政策和经费方面都应适当倾斜，打造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在学术带头人的引领下，以智凝智，以

才聚才，建立一支科研能力强、梯度合理、学缘丰富，集聚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青年人才的可持续

发展的人才队伍。此外，还应健全团队内部管理机制，重点关注学校本土人才与引进人才之间的关

系，为团队成长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激活团队的科研创新能力，构建

和谐有序的人才生态系统，基于问题导向，发挥各自专长，互相成就，共同产出一流成果。

（三） 提升内涵建设

内涵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目标的重要路径。2010年印发的《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改

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党的十八大

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印发的《关

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双一流’建设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这也为

地方院校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从关注硬指标向关注软实力转变，从注重

业绩向注重价值转变，从追求大而全向特色发展转变，从关注存量向关注增量转变。内涵式发展并

不是一种凭借理性设计就能实现的过程，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知识组织协同与竞争式的创新［17］。

1. 回归学术

一流的学者产出一流的学术，浓厚的学术文化才是大学发展的精神内核。一流的大学从来不

是“教好”学生，而是潜移默化地“熏陶”学生，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都将在校园学术文化的影响

下悄然发生、水到渠成。河北省各高校还需苦练内功，回归学术，让一流的学者远离职务、事务上的

内耗，坚守学术研究，追求内在提升，真正营造出追求真理、攻坚克难的学术文化，以此影响青年教

师和学生，献身科研事业，实现学术治学和学术育人的价值收益，让大师之大、学术之魂支撑大学

之强。

2. 回归教学

课程建设是我国高校发展的重要指标，一流的课程支撑一流的教学，教学改革最终还需落在课

程上。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18］。从首批及第二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名单中不难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绝对优势，认定课程门数遥遥领先，“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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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数也在逐步提升。高校课程建设一方面要发挥特长，打磨精品；另一方面，要借势“互联

网+教育”，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此外，还要关注虚拟仿真课程、课程思

政教学，提升课程吸引力，发挥课程育人功能，以课程建设的精进，带动河北省学科的发展。

3. 回归特色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复旦大学的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是唯一入选的新兴交叉学科，也

为河北省“双一流”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 2023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行中，河北省A+专业仅

有 12个，居全国第 18位，其中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占 5个，A+专业精度达到 45.5%，体现出单科性大学

专业特色发展的优势。河北省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做到“人有我优”“人优我精”很难大有作为，但在

“人无我有”“人精我特”大有可为。一方面需要高校凝练办学特色，根据学校性质，精准定位，积淀

办学品格；另一方面应聚焦优势学科、特色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换道超车，寻求新

的学科增长点，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以此作为突破口，带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升。

（四） 提升大学声誉

大学声誉是指大学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依靠其过去的行为和可以预见的前景所获

得的大众信任和赞美的程度，是大学综合实力和社会形象的外在表现，其核心是知名度与美誉

度［19］。THE世界大学声誉排名广受欢迎，成为全球学生择校的重要参考。大学声誉也是国内考生

择校、企业招聘、人才引进的重要参考，是一所高校凝聚力与自豪感的重要依托，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资源。在 2023软科中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中，共有 67所高校上榜，河北省有两所，分别为燕山大学

和唐山学院，在本科生关注度前 20的项目中，登上 TOP20榜单的次数分别为 2次和 1次，河北省高

校的满意度有待提高。提升河北省高校声誉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经济、文化方面的多方支持，不

断提升大学的办学条件、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还需各高校多措并举，不断提高认可度、关注度、知

名度和美誉度。

1.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加社会认可度

人才培养质量是办学质量的重要体现，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人格健全、本领过硬、综合全

面的优质毕业生是一所大学最好的名片，也是社会各界了解学校文化的重要窗口，好的口碑也会吸

引更优质的生源，好的生源+好的师资+好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产出好的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与大

学声誉总是互为因果，彼此助益。只有转型、创新，河北高等教育才能有所突破、跨越，凝练办学理

念，创新育人模式，让高校的治理体系、人事管理、科研制度等为人才培养服务，让学生的业务素质、

综合素养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全面的提高，让大学校园真正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沃土，让河北省高

等教育亮出本色、走出特色、做到出色。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加社会关注度

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智力资源，承担着科学研究的重要职能，科研水平的高低关乎学校的科研

氛围、学生的创新精神、人才的聚集引进、重大项目的攻关等。在中国医学院校 2018—2022五年总

科技量值排行榜中，河北省前 50强仅河北医科大学一所，排名 33。在校友会 2023大学学术排名中，

自然科学百强入围四所，最好排名是燕山大学，62名；人文社会科学百强入围两所高校，最好成绩是

河北大学，38名。河北省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亟需且紧迫，需要加大力度支持高校科研投入，深

化产学研结合，从根本上改变河北省科研人才少、R&D投入不足、标志性成果匮乏等现状，发挥科技

创新对河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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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国际知名度

作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在满足社会多样性、国际化教育需求、促进学

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河北省国际合作要走深走实就要突破目前单一的国际交流形

式，丰富国际合作成果。学习借鉴温州肯恩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办学经验，以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支撑国际实质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让河北的教师和学生真正

“走出去”，展示河北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实现本土高等教育国际化。

4.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在冀美誉度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地方性院校担负着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按照《加

快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河北省将重点布局建设“986”产业集群，在

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集群率先突破千亿级，这将为河北

省高等教育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和使命担当。加强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立足河北省产业需求，探索

协同育人机制，培养能够服务河北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立足河北医疗民生，在社会这个生动的课堂

上立德树人，为国育才，为国家培养更多有能力、有担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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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ZHANG Qiaoyue1， LI Xingguo2， PAN Zhenhua1

(1. Development Planning Division,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7, P. R. China；2. Graduate 
School,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P. R. China)

Abstract: Hebei Province is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a major education province to a strong education 
provinc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break the situ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ebei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focusing on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universities, seeking breakthroughs in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seizing major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provides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two guarantees and two improvements. 
In two guarantees, financial guarantee includes sufficient total funding and improving fund-raising capacity; 
talent guarantee is based on selecting outstanding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troduc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leaders and build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s. In two improvements,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ncludes returning to academics, returning to teaching and returning to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ity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includ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upgr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promoting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running, and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Hebei Province shoul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nd make precise effort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ss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 provinc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Double First-class;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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