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3382484

10位ISBN编号：7563382488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夏鲁惠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基于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理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年度数据和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年度数据等，通过政策分析、案例分析和定量研
究，对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在研究和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状况和特点，总结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高
等教育区域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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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因此，开展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1）本课题研究有助于国家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政策的充实和完善　　根据《高等教育法》，
发展和管理高等教育事业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政府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政策和发展规划、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批准或禁止高校的设置等影响高等教
育区域布局、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等。
政府通过相关政策规范政府、社会（市场）、大学在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中的权利与义务，明晰国家
权力、省市权力、大学权力的范围和职责，指导高等教育举办、管理、运行、投入、招生就业、助学
、后勤、教育教学改革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教学体制、招生就业
体制等不断完善，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但在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执行中，对区域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因素考虑不够，使高
等教育政策的执行出现了偏离；或者由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在反映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要求方面灵活性
不够，实施的有效性不理想。
　　开展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分析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为
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化决策提供依据。
同时，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同区域高等教育政策运行状况的研究，使国家高等教育区域
化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更好地统筹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促
进区域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推进区域高校布局结构的优化等。
　　（2）本课题研究有助于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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