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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办学被禁，高校规模扩张何去何从

 

异地分校、校区、研究院、教学点、医院……自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高校异地办学形式不断

“翻新”，好不热闹。而这股热闹劲儿，即将偃旗息鼓。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

学。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

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吉林、河北已出台相关政策响应。

随着这一纸令下，高校异地办学是否会走向历史终结？最近一次的高校规模扩张经历了新建校区、

异地办学，下一个“出口”又将在哪里？

谁在越界

在异地办学的问题上，教育部门、地方政府、高校有不同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高等教育布局不符合国防发展需要为由，要求西迁的

东部高校原则上不回迁，就地转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留在了兰州，发展成为现在的

西北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重点

师范大学、重点农业大学、重点医科大学都有严格“标配”。

“把优质高等教育均衡分布在全国各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周光礼说。

而市场往往容易把优质资源吸引到最能产生效益的地区。异地办学经历了抢滩深圳和落户苏州、青

岛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地级市两次热潮。如今，几乎所有的优质高教资源都在向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

三大都市圈聚集。深圳（38所）、苏州（20所）、青岛（17所）成为我国三大闻名的“高校挖掘机”。

在这个过程中，异地办学出现了“新苗头”——中西部重点高校的“东建”“南下”。2000年西安

交通大学设立了深圳研究院，之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5所高校相继在东部建立了研究院或分校区，并且其数量不断在增加。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廖霞在《我国“双一流”建设

高校扩张模式与区域走向研究》一文中统计，截至2020年4月底，“双一流”建设高校异地办学中，西部

流向东部20个、东北流向东部13个、中部流向东部15个。

当中，出现了异地校区强过本部的势头。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下建立深圳校区，其深圳校区的高考

分数线事实上已超过本部。也出现了西部某名校每年将上千名专业硕士招生指标几乎全部投放到广东的

现象。甚至有部分中西部省份办学中出现了“主校易址”的呼声，认为这些高校要真正融入大城市，必

须把位于省会城市的校区变为本部。

“这些行为已触及高等教育均衡分布的底线，高校办学自主权过于膨胀。高校的办学地点早在大学

章程中就已确定，大学章程相当于高校的‘宪法’。作为公办院校要服从国家的布局安排，高校没有权

力改变办学地点，这是国内外高校一致的原则，即便是美国加州大学办分校也是服从政府安排的。”周

光礼说。

他进一步指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西部高校“出走”或变相“出走”，毕业生将来大概率

会留在东部，而不是去西部做贡献。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西部大开发需要人才，强调当地办教育、自

己培养人才，才能做到与地方深度融合。

加之，多年以来，异地办学机构权属模糊、与母体差异甚大、教师分身乏术、经费来源争议大等问

题导致矛盾重重。与其异地办校区，不如在本地另起炉灶自办大学，成为很多人的呼声。

正因如此，政府才做出了“严格禁止异地办学”的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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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

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颁布异地办学禁令。事实上，2019年教育部便对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

持”。此次禁令，相比从前有所升级，如“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严控数量”“对

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逐步清理规范”等。

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林成华看来，异地办学应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两个维度解读，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教育“升级”，几年间我国高

校数量由200多所上升为1000多所；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文革”后产生的人才断层，

我国在三年之内新增了300所大学。第三次是1999年后，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依托名校办民校成为

一种潮流，短短几年办起了近400所独立学院；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各地各高校异地建研究院、研究

生院、分校区等。在第三次规模扩张中，重点高校是最大受益者。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当下，真正有规模扩张需求的并不是“双一流”高校，它们

在前期已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加强内涵建设是这一阶段的要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接纳更多新

生源的应是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前者，它们更有规模扩张的理由。”

在西部高教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东建”“南下”本是西部高校寻求发展、突破最有效率的资源配

置方式之一。然而，“禁令下达后，已‘东建’‘南下’办学的高校面临尴尬的局面，何去何从不仅将

影响到异地已办起来的校区，还将深刻影响整个大学办学”。别敦荣说。

“禁止异地办学的同时，应给予西部高校比市场调控更大的优惠政策。”别敦荣以西安交通大学创

新港为例，若没有国务院相关部门、国家部委在土地、资金、编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仅凭陕西省政

府、西安市政府和西安交通大学三方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建成。

令人欣喜的是，相比较前两次计划经济下的布局，第三次高校规模扩张的布局多了市场和地方政府

的力量。“政府应当学会用市场和政策杠杆来调节高校办学，为高校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优越的发

展环境。”别敦荣说。

林成华提醒道，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如民办院校，要允许它们大胆探索市场化办学道路。如企业

员工进修，异地开设教学点可以就地满足他们学历提升的需求。“相比一律予以禁止，应是更好的选

项。”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整体进步和生态优化，要使民办和公办相互刺激，实现二者的共生与共赢。”

林成华补充道。

研究院成为“出口”

周光礼指出，从此次发布的禁令来看，阻止西部高校出走是第一步，不再异地兴办本科教育是主

旨。

“未来也不排除政府会采取更严厉的做法。”周光礼表示。对于已经选择了异地布局的高校如何实

现合理“收缩”？在他看来，方法有二：第一种相对温和，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平稳过渡。第二种相对

严厉，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整顿清理。比如，让异地分校或校区与本部脱钩，成为一所独立的院校，其

过程类似独立学院转设。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家虽然鼓励高校去西部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是中外合作办学

主要受市场主导，真正去往西部地区的高校较少。而高校海外办学的环境受疫情、政治等因素影响，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脚步在逐渐放缓。

与“堵”相对的是“疏”。那么，下一个规模扩张的“出口”又在哪里？

在本次采访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异地办学的另一种形式——异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将成

为未来高校规模扩张的密集“出口”。单就2021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与威海共建的海洋研究院、中国农

业大学与呼和浩特共建的内蒙古现代农牧业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布局云南研究院……高校布局研究院

的信息接连不断。

与前一阶段的异地分校、校区相比，研究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把异地办分校、校区比作重型坦

克，研究院堪比轻型坦克。前者一般规模较大；后者一般规模较小。”林成华打了一个比方。

所谓“小”是相对的。别敦荣表示，它反映的是一个时期的需求，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规模通

常较大，倘若研究院内的教授带领上百名硕士生、博士生服务县、市、区，对地方经济产业发展将会产

生巨大影响。

什么是超乎寻常的证据？

秋天的心

偏执与时间透视

警惕：别让对统计结果的误读误导科学研究

（三）

警惕：别让对统计结果的误读误导科学研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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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也有借助高校科技创新力量、人才力量、文化力量实现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动力。这在东部

地区显见。而在中西部省份中，山西省成为引入东部高校办研究院等机构最主动的省份之一。

“研究院还是未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最好载体之一。”林成华强调，它能让高校与产业更紧密

地结合，一些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自产业的技术骨干或管理骨干，有利于提高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而

且在当地招生、培养，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在实践中学、在学中实践，是一种螺旋上升模式，更

能推动产学研合作。”

“这也提示了政府部门在解决问题时，要疏导与支持相结合。”别敦荣补充道。

形式问题与管理问题要区别对待

圈地、拿政府补助，师资欠佳，招生标准降低，产权不清晰……实际上，近年来研究院的发展也颇

为外界诟病。

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研究院最初成立的目的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国家现行政策也鼓励产

教融合，所以允许研究院存在。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研究院主要从事的是高端培训和研究生教育，科

技成果转化效应并不显著。

虽然问题频出，但在林成华看来，要合理区分形式与管理两类问题，“要肯定这种形式，同时加强

管理、监管，切莫把两种问题混淆在一起解决”。

林成华指出，研究院的设立与运作要汲取上一阶段异地办学的风险与教训。

一是品牌稀释。高端培训是地方的强需求，如浙江省政府在推进数字化改革进程中，政府官员、企

业人士有大量的培训需求，这样的培训需求研究院可以合理满足。“真正要反对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不

注重质量的培训。”林成华说。

二是师资困境。单靠抽调本部师资会分化原来的师资队伍，给本部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带来下降的

风险。“高校通常会在当地招募新师资，这支队伍往往是一个混合体。如何激励混合制师资队伍也是一

个现实问题。”林成华说。

三是论证规划缺失。高校缺少前期科学合理的论证和设计需求的对接，仓促布局往往谋求的是政策

红利，追求短期效益和量的扩张。这也正是教育部禁止异地办学的一个原因。

林成华补充道，对这些问题的考量、解决又会倒逼高校自我改革，如教师评价、工作量认可等内部

管理制度的调整，成为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将研究院的发展

纳入评价体系，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加强引导监管。

对于西部高校“变相出走”，林成华认为，涉及“怎么去理解新时代大学”这一话题。“如果把大

学理解为‘一亩三分地’‘有围墙的大学’，当中的确有问题；但如果把大学理解为‘没有围墙’的开

放式大学，问题又不一样了。”林成华说，“当然，大学首先要扎根当地、服务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一所好的大学，要在服务全球前沿、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目标方面实现辩证统一。”

禁止异地办学能否给东西部高等教育差距扩大这一现象带来改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所提的这

一问题，别敦荣并不乐观，“若西部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二者的差距只会日渐扩大”。

周光礼也认为，缩小差距的难度比较大。但是，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分布都是不均衡的，“高等教

育的集聚指数维持在0.2至0.3的合理系数即可”。

林成华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并非零和博弈、弱西就强东，最终要实现的是东西部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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