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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的判断。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早已成
为社会的焦点，反映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比较早地在教育上
体现出来。这一特征在中国西部地区表现的更为突出，且
在中国教育整体中，西部教育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
落后薄弱部分，具体表现为虽然也在推进改革，体制机制
依然较为僵化；数量与规模有明显增长，依然难以满足西
部民众与社会需求；保障与质量有所提升，与东部地区相
比差距仍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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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40年西部教育成就回顾

（一）改革开放40年西部高等教育回顾

（二）改革开放40年西部基础教育回顾



1. 国家对西部的教育投入不断加大，西部高等教育规模稳步扩大

图表1：西部地区各省普通高等学校数

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
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其中，普通
高等学校2596所；成人高等学校284所。
全国教育规模不断在扩大。西部12省区

高等教育规模也不断扩大，其总量达到
490年，占全国17%。按照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中国13.9亿人口的8.49%（2018年）

对比发现，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占比相对
还是较高的。



2.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办学条件逐步改善

图表：西部各省办学条件--办学面积

图表：西部各省办学条件--资产情况

在高等学校办学条件上，学校的办
学占地面积、图书、计算机、多功
能教室、包括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和信息化设备在内的固定资产都有
了显著的改善，尤其是办学占地，
不单是教学用地得到了满足，而且
功能区占地也得到了改善。

固定资产中，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占比有了显著提高，此外信息
化资产的总数和新增数额均得到了
较大的提高。西部地区中，四川、
陕西的教学、科研设备约占固定资
产总额的30%，青海、宁夏等地的

新增数额较前一年也有了较大的提
升。



3. 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

图表：2018年高考录取率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

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参加高考
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
仅为5%；1998年改革开放，全国参
加高考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
取率为7%。到2017年，全国录取率
达86.1%。通过西部12省区进行抽

样发现，除四川、甘肃、新疆高考
录取率略低于全国水平外，贵州、
广西、重庆、内蒙古、西藏高考录
取率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内蒙古
高考录取率高达92.24%，比全国水
平要高出6个百分点。



4. 高素质教师队伍正在西部各高校形成

图表：西部高校教师队伍结构

西部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不
单年龄结构合理，职称、学历结
构也不断得到完善。教职工总数、
高级职称数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比例不断得到优化，陕西师范
大学教职工总数1752人，其中
高级职称人数1171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1244人，比例为
1:1.5:1.5。即便是比例差距较大

的内蒙古大学，其教职工总数
1952人，高级职称也达625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67人。



5. 一批西部地区高水平大学的重点学科实
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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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西部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

2017年，全国共有75所高校拥有至少
一个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西部地区高水平
大学科研能力也不断突显，西部地区有5省
（区）12所高校建成了21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西部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分布
与地区资源、环境紧密相关。西部21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中，生物、工程、地学占比
最高。西部自然资源多样，也为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研究的条件和对象。
四川历来是地震的高发区，因此围绕着地
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的重点学科和重点
实验室也不断建立。在四川省的6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四川大学的水力学与山地河
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成都理工大
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就有着较为明显的地缘特色。



6. 一批战略性产业相关专业与民族特色学科逐渐建立

以“高原植物学”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特色学科的建

立，把西部的资源开发、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有效为西部地区的战略发展提供了支持，而这些特色

学科是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也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发展改革的种要支撑方向。



1. 教育公平全面推进，从“人人有学上”实现“人人上
好学”的转变

单位：平方米

图表：西部地区小学校舍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西部基础教育的公
平推进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西部地区已从“人人有学上”
实现了“人人上好学”的转变。在基础条
件保障上，西部地区小学办学面积总量达
2亿平方米，新增面积近80万平方米，危
房面积在不断减少。在西部各省区中，陕
西、内蒙古的学校建筑面积最多，相对较
少的是贵州和青海，但新增教学面积增加
的比例却相对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基本解
决了大班额、教师包办、复式班等
现象，生师比有了很大改善，截止
2015年，西部12省区基础教育生师
比全面控制在20:1以内，其中最高
的是青海和四川，生师比达20:1，
生师比最低的是甘肃和西藏，为
14:1。生师比减少意味着教师能有
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教育问题，创新
教育方法，才能有效保证西部地区
教育教学质量。

图表：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生师比



3.以三级课程管理为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

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办法。由地方修定

的请教育部审批的团结教育教材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进行应用。

4.基础教育信息化基本普及



二、西部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二）西部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1. 中西部高等教育差异大，西部地区高校总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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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教育部直属高校分省（区）数

中国多所大学在世界大学的排
名中都榜上有名，彰显了中国
的教育实力。但大学的综合发
展却不平衡，呈现中东部和西
部的较大差距。甚至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西部12省区多

省长期以来没有一所教育部直
属的或者是享受中央经费拨款
的高校。西部地区仅有四川、
重庆、陕西和甘肃有教育部直
属高校。

“双一流”大学坐落的区位上
看，西部地区仅有四川、重庆、
陕西、甘肃4省区有，“双一流”
学科西部地区总共只有51个。
多个省区的“双一流”处于空白。



2. 西部平台、学科结构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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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双一流”学科中东部、西部对比

西部地区除了个人的发展平台和科研
的平台低以外，学科结构还欠合理。
通过对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双一流”
学科进行统计发现，“双一流”学科
中工程与技术科学全国数量最多，中
东部达到171个，西部也有30个，而这

一大学科体系中又以材料科学和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
及资源科学技术为最多。自然科学类
学科占比也非常高，中东部地区有91

个，西部地区也有10个，分别以数学、
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为最多。



3. 教育投入中西部差距较大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清
华
大
学

浙
江
大
学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中
山
大
学

同
济
大
学

重
庆
大
学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西
南
大
学

兰
州
大
学

预算总经费

收入合计

支出合诗

图表：全国教育投入排名前五位与西部高校前五名对比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排名全国前五
名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其中排
在第一的清华大学预算总经费突破200

亿，高达269.45亿元，比排名第二的
浙江大学还高出了110多亿元，远远高
于其他高校。其他4所大学的年度预算

总经费也突破百亿大关。而在这些经
费投入的全国排名中西部高校中排名
前五位最高的重庆大学，其年度预算
总经费也只有50.36亿元。



4. 高等教育同质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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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普通高校设置专业数

通过对教育部2018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

校专业设置数进行统计发现，全国专业
设置总数最多的是工学，达381种，其
设置的点数高达8080个；其次是文学，
种数为108，设置的点数3227个。有些

学科种数少，但设置的点数却较多。如
经济学全国设置的种数为35种，但点数
却高达3132个。



5.职业院校人才外流比重大，地方人才支持动力不足

图表：西部地区职业类院校就业区域统计

民族高等教育的服务性最为直接的体现
是人才的输出，也就是高校的智力服务和学
生的就业方向。最能影响人才质量的因素是
学科、专业和课程。在每年毕业的学生中，
除了医学、师范类专业半数左右能在本省消
化外，其他诸如会计、机电、艺术等专业因
为本地区的客观情况，根本就不能实现完全
在本省就业，只能往沿海等大中城市输送大
批的人才。但是，西部多是旅游大省，也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省，民族手工业面临的最
大问题就是没有民族手工业从业者，民族企
业的用人需求无法与民族高职院校建立对口
联系。



（1）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异显著

图表：西部地区小学教师学历情况

西部地区教师总体数量不够、学历、
职称指标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小学
教师中以本科和专科学历为主，专科
学历略高于本科，但是初始学历基本
是专科和中师毕业，多是通过自考或
成人教育提高，因此存在学历和学力
的不平衡情况。研究生学历在小学教
师中的比例非常低，最多是的四川，
达1040个，占总体教师比例的0.3%；
最少的是西藏，仅有17人，占总体教
师的0.08%。



2.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压力大，教育资源不足

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要靠县级财政和省及中央转移

支付支撑。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县为主”仍面临困难，事业发展需要与实

际供给间差距大，整体上教育经费短缺矛盾突出。西部地区省生产力水平

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学校零星分布、点多面广线长、小而全、规模不

大，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一定程度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加之长期以来

教育财政管理薄弱，缺乏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尤其是采用无偿性财政拨

款方式分配教育财政资金，助长了人们不重视投资效益倾向，教育经费浪

费现象严重，教育投资效益较低。



三、西部教育战略发展未来展望

（一）确立教育发展的整体平衡观指导教育全局工作

（二）高等教育要实现公共服务的标准一致与办学主体多

样的对接，分层满足人民多样教育需求

（三）进行民族高职院校特色定位的“三性融合”，让职

业教育回归本土技能型人才培养

（四）基础教育应扎根土壤，着眼未来力补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