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论

规划是组织为了实现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在分析

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发展问题，
确定发展前景和目标，提出相应任务和举措的全局性
谋划。［1］二级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是高校具体承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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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级学院是高校具体承担教学、科研、服务职责的实体，其规划既是学校规划体系的落脚
点和支撑点，又是全面阐述学院办学定位、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治理体系的法定文件。 二级学院受
学校的直接领导，必须在规划编制前就加强顶层设计，包括从学校层面确定或解决学院分类、定位
和学校规划指标的分解等问题以促进学院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在学校层面要统筹不同类
型学院的规划框架以促进规范性。 对此，文章提出了高校二级学院规划编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明确学院办学定位的方法，分解学校规划指标与任务至学院的方法和规范编制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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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ary� college� is� an� entity� that�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Its� planning� is� not� only� the� foothold� and� the� support� point�
of� the� university� planning� system,� but� also� the� legal� document� for� the� ori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goal,� the� key� task�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Top-level� design� by� university� must� be� enhanced�
prior� to� college� planning� making.� It�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and� resolution� of� college� classifica-
tion,� positioning� and� systematically� decomposing� the� school� planning� indicators� from� school� level�
so� a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planning;� the� coordinating� of�
the� planning� framework,� so� as� to� promote� the� its� standard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
portant� things� of� top-level� design� for� preparing� the� secondary� college� planning,� including� the�
method� of� defining� 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running,� the� method� of� decomposing� the� school�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tasks� to� the� college,�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standardize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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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服务职责的实体，直接面对教师和学生,处于
高校各项工作的最前沿，［2 ］ 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
学校的综合实力与办学水平。 一份行之有效的高质量
二级学院规划（以下简称学院规划）必须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在校-院两级规划体系中，充分履职“底座”职
能，通过科学、合理的细化、具体化校一级规划的发展
目标与重点任务，成为学校规划体系的落脚点和支撑
点；二是要全面阐述学院的办学定位、发展目标、重点
任务与治理体系，以规划的法定形式回答好“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学院”“怎样建设这样的学院”这两个关乎
学院职责与使命的根本问题。 但学院毕竟是学校党政
统一领导下的二级单位，其资源、发展受到学校管理
的根本制约。 如果学院的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
模、 办学目标等内容不能由学校先期给予明确确定，
则校一级规划的发展指标、重点任务及配套举措就不
能科学、合理地分解、落实到各学院，既会影响学院规
划在编制与贯彻上和学校规划的有机衔接，也会影响
各学院因院制宜的思考办院特色。 因此，学院规划编
制工作的前端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工作，包括从学校层
面确定或解决学院分类、 定位和学校规划指标的系统
分解等问题以促进学院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从学校层面统筹要求不同类型学院的规划框架以促进
学院规划编制的规范性等。针对此，本文拟对学院规划
编制前需要更好进行顶层设计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设计方法。

二、明确学院办学定位的方法

“正确定性”是学院找准发展空间、明确前进方
向、坚持办学特色、确定发展战略与战术，实现科学管
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编制一份切实可行的学院规划的
起点和基础。 学院的办学定位一般包括办学类型定
位、办学层次定位、办学规模定位、办学目标定位等内
容；其中，办学类型定位是基础，制约着其他办学定位

的确定。
1. 明确办学类型定位的方法
无论根据教育理论还是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的实体单位实行分类管理是基本共识，也是
通行做法。 根据高校自身发展特点与社会职能，依据
一定的分类原则，采用一定的标准，可以按隶属关系、
学科门类、 学术水平等方面的依据对学校进行分类。
学院是高校内部依托相对单一的学科门类进行办学
的实体， 从学术水平对办学情况进行分类较为合理、
可行。 学术水平指一个单位的教职员工在科学研究领
域取得的成果水平与规模，包括学术论文发表、专著
出版、经费规模、专利、获奖等内容。 由于科学研究的
成果内容普遍可以量化，便于比较，因此按照成果的
层次与规模，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不同单位科研活动的
量级，进而可得到明确的分类标准。 例如，某学院内部
大部分的教职员工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工
作内容是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就可以称为研
究为主的学院；反之，大部分教职员工并不以科学研
究而是以本科教学为主要工作，就可以称为教学为主
的学院。 目前，国内按照学术水平差异对大学进行分
类且分类结果①在高等教育界得到了广泛共识的是中
国管理科学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按科研规模与
学术水平对中国大学确定分型名称， 即研究型大学、
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3］

本文借鉴其对大学按照学术水平差异分类的原则与
名称将高校二级学院的办学类型分为：研究型、研究
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学院。 以具有从本科到
硕士、 博士研究生三级完整人才培养层次的高校为
例，其学院的分类依据应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研究型学院：承担一流学科建设任务，譺訛具有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规模特别是博士研究生
规模占学校研究生总量的比重较大，高层次人才规模
占全校高层次人才比重较大，具有承担高级别科学研

①该课题组依据全国各大学的科研得分情况对全国高校分类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四类大学。将全国高校科学研究得

分降序排列，由高分开始依次向下加总至总和达到全国各高校科研得分总和的61.8%为止，所有被加分高校为研究型大学；去除研究型大

学，将剩余高校科学研究得分降序排列，由高分开始依次向下加总至总和达到各高校科研得分总和的61.8%为止，所有被加分高校为研究

教学型大学；以此类推可划定教学研究型大学；剩余为教学型大学。

譺訛一流学科建设主要指：承担国家、省部级重点学科建设任务，具有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实验室等平台，全国学科评估排名、ESI全球学科排

名有名次要求等；高层次人才主要指：具有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等称号的专任教师；高水平教师主要指：

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高级别科学研究项目主要指：国家级项目甚至是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高水平研究成果主要指：理工科发表被

SCI收录论文、文科发表被CSSCI、SSCI收录论文，专业领域内著名出版社的专著出版，专利授权，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成果奖等。较高

水平研究成果主要指：理工科发表被EI收录论文、文科发表被北大核心期刊收录论文，专著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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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能力的学院。
研究教学型学院：承担若干省部级重点学科建设

任务，具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或具有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生（其中硕士
研究生规模占院内研究生总规模的比重较大）， 高水
平教师数较多，本科教学水平较高，具有承担较多国
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产生较高水平研究成果
能力的学院。

教学研究型学院：仅有少量或没有研究生，以本
科教育为主体， 教师承担科学研究项目的规模较少，
但承担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规模较大的学院。

教学型学院： 院内没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本科生，
只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等公共课教学或承担继
续教育工作的学院。

以上办学类型的划分指标依据如表 1所示。
通过对上表所示不同学院办学类型的划分指标

依据，对学院按学术水平差异确定办学类型的工作方
法与基本流程是：首先对各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与
发展工作这个龙头进行清晰的定位，提出相关指标要
求，再依次确定培养对象的层次与规模、师资队伍的
水平与规模以及科学研究水平等其他指标，进而明确

学院的办学类型归属。
2. 明确办学层次定位的方法
办学层次指学院承担的主要的人才培养任务是

学历教育中哪一个层级的人才培养工作。 根据学院的
办学类型定位，可以直接确定各学院的办学层次。

研究型学院承担了学校主要的博士研究生和硕
士研究生培养任务，具有或争取到并建设好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博士层次人才培养学院。

研究教学型学院承担学校一部分博士研究生和
相当数量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具有或争取到并建
设好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是硕士层次人才培养
学院。

教学研究型学院承担国内本科人才培养任务，是
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学院。

教学型学院承担学校公共课教学或留学生、继续
教育学生的培养，同为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学院。

3. 明确办学规模定位的方法
办学规模指学院各层次学生与教师的人数与场

地、用房、各类资产的规模。 根据办学类型定位可以按
以下方法依次明确各学院学生、师资及条件的规模。

首先，根据学位点和专业的分布及数量，可基本

表 1 二级学院办学类型分类指标依据一览表

办学类型
指标依据 研究型 研究教学型 教学研究型 教学型

全国学科评估名次要求
（如前———名或前———%）

√

省级重点学科建设规模 √ √ √

ESI学科排名要求（如进入全球前 1%） √ √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规模
√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规模 √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规模
√ √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规模 √

领军人物（高层次人才）数 √(占全校总量的绝大比例) √ √（仅有少量）

研究生规模 √(占全校总量的较大比例)� √ √（仅有少量）

本科专业数 √ √ √ √

本科生规模 √ √ √ √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数 √

国家级创新团队数 √

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数 √ √ √（没有或仅有少量）

各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数 √ √（较多） √（较多） √

国家级科技奖励数 √ √ √（没有或仅有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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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确定各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招生规模与全
日制在校生规模。

其次， 根据在校学生规模计算出的折合学生数，
按照生师比的要求，可以计算出各学院专任教师的规
模进而估算出教职工总规模。

再次，根据各级重点学科建设点、学科评估排名
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建设任务，可以估算出
各学院高层次人才的层次结构与人数规模。 同时，根
据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
建设任务可以估算各学院具有高级职称教师规模，从
而得出教师的学历与职称等层次结构。

最后，根据学生和教师的层次与规模，按照教育部
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可以计算出教学科研与行政用房、
固定资产、教学科研用资产等基本办学条件的规模。

4. 明确办学目标的主要方法
发展目标是后规划时期学院在主要事业方面取

得的成绩和达到的状态。 根据办学类型、层次与规模
的定位，在各学院学科和专业分布，学生与教师的层
次、规模基本确定的情况下，结合外部环境提供的可
能机遇和造成的阻碍， 可以估算各学院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技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交流等事业
发展中取得的成绩，进而形成学院的发展的目标。

三、分解学校规划指标与任务至学院的方法

学院规划必须贯彻学校规划的要求，使其核心指
标与重点任务来源于对学校规划中发展指标与任务
的分解而确定。 譹訛科学、合理的分解学校规划指标与任
务至学院的根本依据是学校对学院的定位。根据前文分
析的按学术水平差异确定最为基础也最具决定性意义
的各学院办学类型定位的方法，对学校规划指标的按学
院分解，必须依据学科专业建设这个龙头来实施。

第一步：学校学科办、学位办、研究生院、教务处

等部门应对学校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专业建设规
模等相关指标按承担任务的主体———各相关学院进
行分解。 也即明确各研究型学院承担多少个重点学科
建设任务，获批或建设多少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具有多少个本科专业；研究教学型学院承担多少
个省部级或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任务，获批或建设多少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或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具有多少个本科专业；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学院
以此类推即可将学校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专业建
设的指标进行分解和落实。

第二步：学校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等部门依
据各学院承担的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专业建设规
模等指标明确其教师和学生的层次与规模。 具体来
说：承担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特
别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任务的研究型学
院应承担绝大部分领军人才的建设指标； 研究型、研
究教学型学院应具有绝大部分的研究生； 研究教学
型、 教学研究型和学院应具有相当规模的本科生；有
的教学型学院还具有学校绝大部分外国留学生和全
部成人教育学生。 根据学生层次与规模计算的全日制
在校生数与折合在校生数可以计算出各学院专任教
师的规模，进而计算出其教职工总数和职称层次。

第三步：根据学生、教师的层次与规模，可以计算
出各类办学条件等其他指标值，进而制定出各学院的
规划指标体系及其指标值。

对学校规划任务的按学院分解及确定在依据学
院核心指标的基础上， 也应根据各学院办学类型进
行。 研究型学院的重点任务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
高层次、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团队凝练、高水平
平台建设和科研水平提升作为支撑学科建设的主要
抓手， 以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支持创新型人才培养；
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学院的重点任务是以提升

譹訛这与学校规划中各指标值与任务的确定方法与顺序上有极大的差异。 学校规划中发展指标值的确定要参考三个依据，在目标导向与指标约

束的引导下，确定若干指标值再逐步推算出全部指标值。 目标导向指的是：一方面，学校通过对自身各项事业发展的全面分析，结合发展环

境，提出发展的愿景；另一方面是学校通过一定的评估方法，在排名进位上找到标杆，全面对比与标杆发展各个方面的差异而提出的发展目

标。 目标导向可以提出学校学位授权点规模、学科建设水平、科研规模与水平等指标，但这只是制定指标值的愿景部分，指标值能否确定要

受到指标约束的影响。 指标约束指的是学校受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约，必须遵从上级要求的指标值，如学位点可申报的条件、时间、规模，学

科建设层次的制约，教师岗位编制与规模，学校占地面积与经费规模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各层次学生的招生规模。 在我国，本科生与研究

生的招生规模与专业和学位点建设情况有关，但主要受制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计划。 招生规模直接决定在校生规模与标准学生数进而可

计算出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规模。 根据教育部对高校各项办学条件的规定，从在校生数和标准生数还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学校的师资规模与

结构，教学、科研、行政办公、学生宿舍、体育场馆等房屋面积和学校各类资产的规模。 从师资的规模与结构又可以进一步估算出科学研究能

达到的水平与规模。 由此形成了整个指标体系的指标值，进而确定规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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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各学院规划字数是在假设研究型学院字数为 10000字基础上依次向下递减，此递减仅体现不同类型学院规划文本在篇幅上应有的差异。

表 2 分类型二级学院规划框架与内容

学院分类
框架与内容 研究型 研究教学型 教学研究型 教学型

前期发展成就 √ √ √ √

字数 10000 8000 6000-8000 5000

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 √ √ √ √

发展目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障措施 √ √ √ √

发展指标与任务

学科与学位点建设

研究生培养

本科生培养

师资队伍建设

科技产业

学位点和专业点建设水平为抓手， 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同时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教学型学院的重点任
务是以专业化功能提升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4］

四、规范编制规划的要求

规划有其自身的文本逻辑及用语规范，学院规划
编制应严格遵循。 但由于各学院的办学类型不同，需
要对不同类型学院规划的框架及内容侧重点与篇幅
进行适当的规定，使学院规划既规范，又符合实际。

学院规划框架及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前期发展成就： 总结取得的成绩并分析经验，明

确发展起点、增强发展信心。
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既要准确研判外部形

势，也要全面审视和深刻分析学院存在问题，为今后
的发展找到突破口和着力点。

发展目标：凝练出符合本院实际、与学校发展目
标衔接和吻合的发展目标。

发展指标与任务：在贯彻学校规划指标分解的基
础上进一步凝练支撑本单位发展目标的特色指标，形
成完备的指标体系。 在实现目标、完成指标的任务设
计上，要在学院分类基础上坚持全面谋划和聚焦重点
相统一，围绕学院核心职能和薄弱环节统筹考虑和安
排，并提出促进任务完成的举措。

保障措施：在组织、管理、资源等方面提出保障规
划实施的具体措施。

根据学院的不同类型，在保证上述框架及内容要
求的基础上，各学院规划在规划内容特别是具体的发
展指标与发展任务编制上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具体
如表 2譹訛 所示：

高校与其二级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对立统
一。 学院的发展既对学校发展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
又受到学校的根本性制约。 因此，编制一份行之有效
的高水平学院规划，不仅要依靠学院领导的精诚团结、
指导有方和学院的民智汇集， 而且在编制工作前就必
须在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各单位的办学定位，
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分解学校规划指标与任务至
各学院并提出规范编制的要求，实施分类编制，才能发
挥出学院规划编制对于总结经验、 找出薄弱、 谋划发
展、提升实力、凝聚人心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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