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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

◆叶海英　[西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重庆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还可以提供大量科学技术
和社会服务。在对重庆市高等教育现状的阐述后 ,结合重庆市的十五规划 ,从全局的高度进行战略性思

考 ,以求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 ,加速重庆市高等教育改革和健康发展 ,确保 “科教兴渝 ”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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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Chongqing'shighereducationcanprovidenotonlymanpowerforChongqing's

development, butalsoscientifictechnologyandsocialservice.SummarizingthesituationofChongqing'shigher
education, basedonChongqing'sfifteenyearsprogramming, thisarticlegaveastrategicwhollythough, inor-

dertoallocatehighereducationalresourcesreasonablyandacceleratethereformandhealthydevelopmentof

Chongqing'shighereducation, toensurethestrategiesof“toflourishChongqingbyscienceandeducation”.
Keywords:　Chongqing;highereducation;developmen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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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 在面临西部大开发

及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适时地把握这一历史机遇 ,

充分合理地发展重庆高等教育 , 使其跟上现代高等教育终

身化 、大众化 、国际化的新趋势 , 关系到重庆市今后各个方

面的发展。因此 , 把今后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放在战略地

位去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的。

　　一 、重庆高等教育概况

重庆直辖后 , 市委 ,市政府及时提出了 “科教兴渝 ”的

战略方针 , 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 ,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 通过政府 、高校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共

同努力 , 几年来 ,全市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

等学校类别和专业都较为齐全 , 已成为西部地区四大高等

教育基地之一。

(一)教育体制
1998年 ,按照国务院对全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统一

部署 ,重庆制定了 《重庆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

结构调整方案》, 并对直辖市内的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结

构调整 , 初步形成了 “中央和省级政府两极管理 , 以省级政

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

(二)教育现状
重庆直辖以来的几年时间里 , 办学规模和速度不断扩

大。到 2002止 , 重庆市有学历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 46

所 , 其中普通高校 29所(不含军事院校 3所), 本科院校 16

所 ,专科院校 13所;部属 3所(本科院校 2所 , 专科院校 1

所), 市属 26个.;独立设置的高等成人院校 14所 , 其中本

科层次 2所 , 其余为专科层次。 除此之外 , 重庆还有普通

高等教育办学点 4个 , 研究生培养机构一个。

在学科专业方面 ,重庆市高校有硕士点 41个 ,覆盖 11

大学科 , 它们分别是: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

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本科及专科也覆盖

了除哲学外的 10大学科。到 2002年止 , 重庆市的全国高

校重点学科新增 11个 ,达到 17个。重庆市市级重点学科

135个。

在学生数量方面 , 2002年 , 各级各类在校研究生总数

为 1.57万人 , 比上年增长 32%, 超过国家平均水平。 另

外 , 普通网络本专科招生 1.47万人 , 在校学生 1.83万人。

成人高校在校人数 10.2万人 , 比 2000年增长 21.83个百

分点。

(三)教育结构
几年来 ,重庆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 首先 , 重庆高校

中既有教学科研型院校 , 又有以本科教学为主的院校 , 还

有高等专科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综合性大学 、多科性院

校和各种类型院校之间的比例结构较为合理。其次 ,重庆

高校的层次结构趋于合理。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涪陵师专 、

重庆师专两所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同时 ,市政府积极发

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并批准设立了 8所高职院校。 第

三 , 重庆市的高校布局结构较符合实际。全市现有的普通

高校中 , 有 18所分布在主城区 , 能够适应为建设重庆经济

圈提供高素质人才资源的需求 , 渝东和渝西各有两所高

校 , 即为三峡库区及民族经济带和渝西经济走廊提供了人

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又顺应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把高校的重

心适当下移 ,在经济发达的地市级中心城市设立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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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局要求。

(四)科研状况
2002年 ,重庆市高校获得的教育部重点项目 2项 , 经

费 10万元;市教委批准高校科研项目立项 94项 , 总经费

350万元。高校哲学人文社科研究得到加强 , 16个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被批准。经市教委批准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100余项 ,投入经费 40万元;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获教育部立项 18项 , 其中重大项目 1项(经费

5万元),重点项目 1项(经费 5万元), 一般项目 10项 ,专

项任务项目 6项。

总之 , 近年来 ,重庆高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在不断

提高 ,初步形成了研究生教育 、本科生教育和专科教育相

结合 ,普通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和远程

教育相衔接的高等教育体系 , 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二 、21世纪重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

(一)总量目标
2001年 1月 16日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

重庆市 “十五”计划。其中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为:“实施科

教兴渝战略。优先发展教育 , 提高市民素质。加快教育发

展 ,到 2005年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以上。 根据

“计划”推算 ,到 2010年 , 重庆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

到 20%以上 , 进入了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发展阶段 , 总体

水平达到教育现代化起飞阶段。

(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目标

1.根据重庆市人才需求 ,进行办学层次结构
调整

高等教育有三个办学层次 , 即研究生教育 、本科生教

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对这三个层次进行结构调整 ,要

以整个区域人才需求为依据。

按照《重庆市 “十五 ”人才发展规划 》的要求 , 到 2005

年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将达到 98万人 , 占从业人员

的 6.8%, 专业技术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 75%, 继

续教育面达到 98%,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达到 6.5万人 , 中

级职务人员达到 32万人 , 高新人才 、复合型人才 、IT人才 、

WTO人才 、国际贸易人才等要有大幅度增长 , 使 “三大经

济发展区”人才发展整体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 并发展成为

西部地区人才集聚的高地。目前 , 重庆市整体受教育程度

还较低 , 高级人才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总比例不高。 (见

表 1、表 2)

表 1　1999年从业人员按教育程度分组比例(%)

省区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全国平均 39.9 11.9 3.8

重庆 33.2 9.0 2.7

　　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0)计算整理

表 2　2000年重庆与全国每十万人

拥有的受教育程度人口比较 单位(人)

大专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学

全国 3611 11146 33961 35701

重庆 2802 8596 29413 43386

　　资料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总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中

国统计出版社 2001

由此可见 , 重庆市高等教育在总量上应有较大的增长:

(1)本科教育应是本科院校的主题 , 但必须加大研究

生教育培养的力度 ,以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所急需的

精英和科技创新骨干。

(2)普通高校的专科层次 , 由于其培养的人才无论在

理论基础上还是实用技术上均无比较优势 , 应逐步缩小其

规模。

(3)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实用性专门职业人才 , 与

经济建设的关系最为密切 ,而重庆许多企业发展缓慢的原

因之一就是缺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 因此 , 面对高等教育

大众化趋势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时代的要求 , 不仅

要适应市场需求 ,还要优势突出 , 办出特色。

2.根据重庆市经济发展规划 ,进行学科专业

结构及办学类型结构调整
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 , 要与发展区域经济

相结合 , 重庆市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 , 就要以重庆市

经济为主战场。

重庆市今后的发展规划是 ,经过 20多年的努力奋斗 ,

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此中心包括:一个

基地 , 即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基地;三个中心 ,

即商贸中心 、金融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一个枢纽 , 大

西南的交通和信息枢纽),并加紧建设三大经济圈:主城区

范围的都市发达经济圈 、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

济圈 , 并且重点抓好 7项工作:一是以公路特别是高速公

路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三是调整经济结构 , 大力培育汽车 、医药等支柱产业

和农业产业化;四是发展信息工程 、生物工程 、环保工程 、

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五是推进体制创

新;六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最后是扩大对外开放 , 加大招商

引资和内引外联力度 , 扩展国际市场。因此 , 在今后的 20

年发展里 ,精通现代企事业管理 、金融及商贸运作的高级

人才 , 和从事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制药 、环保 、高新科技产

业开发 、技术创新的人才将成为重庆急需的建设新军。

面对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 、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 政府应

该结合实际 ,着重建立和重点扶持一批学科和专业 , 把有

限的人力和物力用在 “刀刃”上。

———工业。汽车摩托车 、化工医药 、食品烟草 、建材为

重庆工业的四大支柱 ,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应对此类专

业的人才加大培养 ,对此类学科重点扶持。

电子信息工程 、生物工程 、环保工程三大高新技术先

导产业目前正在稳步发展 , 要将此类学科重点建设 , 使其

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农业。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是重庆农业的发展
重点 , 2002年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结构比为

75∶21∶4, 此外农业产业化步伐在加快。因此对农业这

方面的高级人才应重点培养 ,学科建设要着重反映粮食作

物和经济作物发展的要求。

此外 , 天然香料 、优质中药材 、花卉苗木 、优质柑桔深

加工 、出口创汇瘦肉型猪等正成为优势产业 , 十分具有重

庆特色 , 政府应给以重视 , 加大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 使其成

为重庆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第三产业。旅游业是重庆市支柱产业之一。
重庆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区之一 , 以峡谷风光为代表 , 集山 、

水 、林 、泉 、瀑 、峡 、洞为一体 , 熔巴渝文化 、民族文化 、移民

文化 、三峡文化 、“陪都”文化 、都市文化 、美食文化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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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加大旅游专业的开发 , 积极稳步地发展与旅游相关

的一些专业 , 如设置旅游外语类 、旅游管理类等。

表 4　重庆普通高等学校办学类型结构及与全国比较

地区 项目
职业技

术学院

综合

大学

理工

院校

农业

院校

林业

院校

医药

院校

师范

院校

全国

重庆
学校数

386

10

91

3

231

7

42

1

6

0

96

1

210

3

地区 项目
语文

院校

财经

院校

政法

院校

体育

院校

艺术

院校

民族

院校
合计

全国

重庆
学校数

15

1

65

1

28

1

14

0

29

1

12

0

1225

29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由表 3可知 , 重庆的职业技术院校发展势头较好 , 对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极有利的 , 而理工院校发展较弱 , 农业

院校就更为落后 , 这与重庆经济的大发展极不相称 , 也与

重庆高等教育的奋斗目标有相当差距。因此 ,重庆高校中

农业院校和理工院校在总量上应有较大的增长 , 并着重培

养本科及研究生高层人才 , 而职业技术学院应大力开发旅

游专业及其相关专业。

此外 , 随着国内外文化 、教育的交流 , 教育市场的开

放 ,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如:汉语 、中医等深受国外欢迎 ,

市场潜力很大 , 但从表 3来看 , 重庆的医药院校及语文院

校发展数量尚嫌不够 , 但高校专业门类都较齐全 , 在这方

面极有优势 , 可以在发展其数量的同时重点打造这些学

科 ,这样不仅可吸引外国学生来渝就读 ,也能为重庆高校

今后向国外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 、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对策

(一)两大并进战略
重庆的 “十五”计划提出 ,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通过合作

共建的方式 , 努力创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批极具特

色优势的高等职业院校 , 形成高科技创新人才和实用型人

才共建。

有资料表明 , 只要是采取了恰当培养机制 , 通过资源

共享产生容量的放大效应是可能的 ,原来具有坚实基础和

较高等级的院校对次等级院校的带动作用也是明显的。

因此 ,组建一流大学 “造大船 , 出大海”, 打造综合实力 , 实

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增量效应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有

较大实力的重庆大学应该发挥显著作用。重点支持重庆

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并以其为基地加快造就一批真正

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人才 ,不

仅可满足重庆经济的发展对高层人才的需求 ,也将能以点

带面地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战略不仅是

重庆高等教育扩展途径的一个组成部分 , 而且已经成为实

施 “科教兴渝”战略的具体行动。

同时 , 为了适应重庆 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0%以上 ,进入高等教育 “大众化 ”发展阶段的目标 , 重庆

应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发展目标 , 拓展高等教育通向

大众的途径 , 把符合现代旅游的产业及相关方向作为重点

发展 ,加大培养重庆市 “留得住 、用得当 、干得好”的实用型

人才 ,并给以政策支持 ,以推进重庆高等教育总体水平达

到教育现代化起飞阶段。

(二)院校优化整合战略
近年来 ,重庆高等教育一直在实施院校优化整合战

略 , 对重庆高校进行布局和结构上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02年 , 经教育部批准 , 重庆渝州大学和重庆商学院

合并组建成重庆工商大学;经市政府批准 , 重庆中医学校

并入重庆医科大学组建的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

职工医学院并入重庆医科大学 ,组建成重庆医科大学应用

技术学院;新设立重庆涪陵职业技术学院和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等实施院校优化整合战略 , 使得重庆条块分割 、低水

平重复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也使得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

地配置和充分利用。

(三)多方开发社会资源战略
重庆高等教育的发展 , 由于其经济等多方面的制约 ,

需要走公办民办联和办学的道路。多方开发社会资源 , 鼓

励各类社会力量办学。这不仅能有效地利用社会上的一

些闲散资金 ,而且也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重庆社会力量办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办学肢体涉

及面广 , 民主党派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办学积极

性很高;二是办学门类 、层次较齐 , 形成了从幼儿教育 、基

础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的办学体系;三是

办学规模多样化 ,有联合办学 、国有民营 、公转民办 、民办

公助 、民营融资 、协议承办 、股份制办学 、外地来渝合作办

学等多种办学模式。

实施多方开发社会资源 , 加大社会力量办学力度 , 已

经成为重庆市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特色化战略
特色化战略 ,即重庆高校发展要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相

结合。要建设一些极具重庆特色的学科和专业 , 为本地区

的特色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

特色化战略是高校 、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相结合的结

果 , 在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 , 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推进产 、学 、研一体化。

作为一种建立在直觉 、洞察力和创新精神之上的革命

性潜在探索 ,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

待不断总结和进行科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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