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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规划是在系统地诊断学校发展基础、深刻剖析学校文化的前提下，着眼于学校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性地确立学校办学方向和发展目标，分析学校优先发展项目，挖掘自身潜在资源，制订相应行动计划并

在实践中充分予以落实、积极完善和修正，持续保障学校改进的动态过程。本文通过对广西医科大学“十

三五”发展规划的文本进行研究，分别对规划的特点、规划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规划改进的策略进行深入

剖析，以资制定规划的部门和单位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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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planning is a dynamic process that focuses on the medium to long-term develop-
ment of the school, strategically establishes th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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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the school, excavates its own potential resources, 
formulates corresponding action plans, and fully implements, actively improves, and corrects them 
in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diagnos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s development and deeply ana-
lyzing the school’s cultu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 the short-
comings in the plan, and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pla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partments and units formulating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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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战略管理理论最初是由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理论观点“组织从属于战略”，

这一理论的观点用来解释了企业成长的规划路线，以及管理人员如何调整组织的结构，以保障组织目标

的顺利实现，这些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系统研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到了 1960 年，在《公司战略概念》

一书中提出了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管理模式，这些让战略管理理论的应用更加成熟，战略管理理论对

企业管理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延伸至各行各业，随后，逐渐应用到教育领域，使人们认识到

战略规划的系统性、重要性和动态性。学校发展规划的概念界定于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提出学校改进

计划(School Improvement Plan)，后演变为“学校发展计划”(School Development Planning，后译作“学校

发展规划”) [1]。在 21 世纪，教育部正式引用学校发展规划的项目、理论、相关研究和实践。“学校发

展规划”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中，“规划”主要是指方案文本。广义的概念中，“规

划”是指对学校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确保规划指导实践，应用到实践的全过程，是一个动态运用的

过程。本文中的规划，应用的是广义的概念，在系统地诊断学校原有发展基础、深刻剖析学校文化的前

提下，着眼于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性地确立学校办学方向和发展目标，分析学校优先发展项目，挖掘

自身潜在资源，制订相应行动计划并在实践中充分予以落实、积极完善和修正，持续保障学校改进的动

态过程[2]。 
学校发展规划立足当前，指向未来，既对学校现状进行诊断和分析，又对未来进行预测、憧憬和设

计。将学校教育理念、办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办学目标，为实现目标制定出系统性的工作措施，并有效

地予以落实执行。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是自主自动谋求发展的过程，是自主意识的促进和提升，是学校愿

景和使命的体现，在规划的内涵和特色建设上，是一所学校独一无二的体现，促使学校朝着一个共同的

方向发展。发展规划的作用和意义在于促进学校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提升学校的发展效率。规划的

顺利实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选取地方本科高校的大学进行分析，从层次分类看，地方本

科院校是相对于部委属高校而言，指隶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受地方

部门领导管理，处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层，是我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下的产物，在高等教育的区域结

构和类型结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培养地方人才、服务区域经济、促进地方的发展承担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地方本科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中坚力量，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强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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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地方本科高校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与否，高校组织中每一个角色个体功能充分发挥与否，均关系到能

否更好发挥地方本科高校中坚力量的作用。本文以地方本科高校广西医科大学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文

本为例进行研究，分别从规划的整体特点、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几个方面进行解析。从多个维度研究

新医科战略规划制度路径，探索科学的发展范式，提炼出可供借鉴的模式和经验，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同时对实践措施和政策建议上提出可借鉴执行与效能化的行动路径。 

2. 广西医科大学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文本的整体特点 

2.1. 规划文本中结构比较完整 

利用 SWOT 工具进行校本分析 SWOT 分析法(也称 TOWS 分析法、道斯矩阵)即态势分析法，20 世

纪 80 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制定、竞争对手分析等场

合[3]。SWOT 分析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发挥学校领导中的智慧。在现在的学校

战略规划中，SWOT 分析包括学校发展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

(Threats)。因此，SWOT 分析实际上是将对学校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组织

的优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方法。学校的发展规划将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

(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进行了分析。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医疗改革深入、科技创新变革以及同类医

学院校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学校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在推进国内一流地方医科大学的建设中可谓机遇与困难并存，问题与挑战同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将为

我校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带来创新机遇；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带来变革机遇；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校的发展新定位带来战略机遇。而学校教育规模和质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

人民群众接受良好高等医学教育的期盼还不完全适应，办学资源不足、专业结构有待完善、人才培养质

量不够高、管理机制仍须理顺、活力不强等问题突出。与时俱进不够，人才培养尚不能适应国家战略和

人民需求。特色凝练不足，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未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丘陵效应”凸显，人才总量不

足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瓶颈尚未最终突破，改善办学办院条件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科学制定“十三五”

规划，必须正视存在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必须准确研判和把握新时期发展大势，主动适应

新常态，抢抓机遇、应对挑战，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着力破解阻碍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全力

补齐短板，优化结构，全面提升质量，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弯道超车，实现跨越

发展。 

2.2. 规划中强化服务性的地方意识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区域化日益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区域高等教育

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学校坚持以服务地方为办学取向，注重学术创新团队和科研平台、基地建设，建

立校地优秀人才的共享与互动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大力提升，围绕广西实现“两个建成”目标，顺应

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及实施“健康中国”、“健康广西”战略方向，本着质量

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开放活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继承优势学科专业传统，进一步凝练学

科专业发展方向，办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专业；以地域多发性疾病地中海贫血、肝癌、鼻咽癌为研究

的重点领域，打造地中海贫血、肝癌、鼻咽癌三大防治研究中心。成为区域研究创新的重要高地。 

2.3. 打造品牌特色，以错位求发展 

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渐加大，高校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随着整合医学(或新医学)时代的到来，

建立与健康中国建设要求相匹配的“新医科”人才培养体系，体现整体观(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整合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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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交叉融合)和医学观(构建大医学格局)。通过研究制定符合实际、措施扎实、前瞻性强的发展战略

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加大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医科未来整体发展的“大医学”格局，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尤其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医学发展新需求，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新要求，提出当前我国推进“新医

科”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健康中国建设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队伍提供有益参考。特别是在我国高等

教育适龄人口从剧增到大幅下降之后，在 2008~2020 年内，又将大幅下降，2020 年的学龄人口为 8200
万人[4]。因此，以特色立校，以特色强校，以特色取胜，应成为学校求生存求发展的关键[5]。为此，要

通过科学规划，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和专业特色。作为地方性大学，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以比较优势作为突破点，以“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为载体，以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

药学、护理学等五大优势学科专业为抓手，彰显医学特色，突出专业优势。加大专业建设与调整力度，

建立专业预测、评估、预警、退出机制；以“互联网+”信息化平台为基础，加强信息化课程建设，重点

突破国家精品资源公开课和精品开放课程的建设，加强国家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

申报；加大特色教材和数字教材建设；加强教学信息化融合力度，改革创新课堂教学形式，大幅提高 PBL、
翻转课堂、慕课教学形式课程比例，推进现代医学教育信息化。学校定位和地域特点，围绕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不断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2.4. 发展目标的细化直观化，进行目标管理 

在校方实施目标管理的前提下，减少院系行政上层组织的任务干扰，提高管理效率。学校规划发展

目标的设定，在比较“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将“十三五”发展建设先进行文本的阐述与说明，再进

一步细化，并制成细化目标表。分别从指标体系：办学条件(武鸣校区、玉林校区、国际医药教育中心)、
人才培养、学科学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团队建设、教育国际化、综合声誉几个维度进行划分，将截

止“十二五”末期(2015 年)完成情况，截止“十三五”末期(2020 年)完成情况，以及计划增加数量分别

列出，详列出目标与任务，确保清晰明确。 

3. 广西医科大学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文本存在的问题 

学校发展规划的理论构架分析学校发展规划是“School Development Planning”。规划的制定是指导

学校发展的指引性文本，用以指导学校发展的整个行为过程。从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的最终目的来看，是

系统促进学校发展，而这源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全过程，而非仅仅是方案文本。从行为过程的整体构架上

来看，可以将规划分为 DPDE 四个环节，即 D (diagnose，诊断)、P (plan，设计)、D (do，执行)、E (estimate，
评估)。依此理论构架对规划进行分析发现： 

3.1. 规划诊断中缺乏横向的比较反思 

对于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对学校自身的诊断需要看过去、看将来的“反思”战略思维。规划的制定

需对学校历史、现在与将来进行深度思考、分析诊断。广西医科大学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十

二五”的发展进行了对比，从时间的纵向发展上进行了对比，这是自我前后的比较，分别从教育规模质

量的发展，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国际教育交流合

作，校区、院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将“十二五”期间学校发展成就数据进行列表分析，这在学

校自我比较方面作得较为严谨细致。但是学校的规划制定，不仅仅是基于学校自身内部条件的规划，还

需对对外部环境的评估与要求进行研究和比较，高校的办学特色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即高校的办学特

色是大学组织内部发展变革以及与社会外部环境不断互动作用的结果[6]。因此，高校办学特色的培育与

建设，既要关注高校组织内部因素，也要关注外部环境，从而科学判断自身情况作出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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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划内容中的规划保障与规划评估环节缺失 

虽然规划对比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成就与不足，提出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战略任务与举措，

保障措施体现了学校对制订规划的高度重视，如保障措施中提到“为确保学校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和主

要任务的按时完成，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组织、文化、制度、资

金以及民生福祉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营造文化氛围、强化制度保障、

统筹资金保障、关注民生共享。”但是从规划的文本中并未提及到规划实施的效果评价及评估的内容。

如果战略规划没有如何实施与评估的环节，没有实施到现实中的举措，无疑是纸上谈兵。因此在规划的

完整性以及确保规划实施的关键环节中缺失，会让规划流于表面，而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发挥出实际的

效果。 

3.3. 规划中缺少办学理念提炼的环节 

办学理念是学校发展规划的理论指导，是对学校办学特色、规律的提炼，是区分于别的高校的原则

与灵魂，是一所大学独一无二的关于对学校定位、发展的认识。办学理念的提炼是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是学校办学的基础和指导方针，是学校特色发展等方面的

契合点和具体化。办学理念的提炼和提出，是学校领导办学理论和办学视野的体现，对于学校的指引性

发展至关重要。在办学目标处提出“学校要力争建设成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

国内一流地方医科大学。到 2020 年，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省属医学院校排名前列，特色优势学科方向在国

内达到一流水平。”虽然提出了类似办学指导方针，但是对于“国内一流地方医科大学”定位，缺乏同

类型高校的参照对比，没有对照的系数和标准，容易导致空洞，不利于操作和执行。 

3.4. 学校规划目标的泛化和同质化 

学校规划目标是结合外部环境，内在条件，结合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从学校的整体发展出发，指导

和推动学校向前发展的指引性标准。规划的目标是对于学校的地理环境，特色优势，内涵和外延充分认

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预设发展。到 2020 年，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省属医学院校排名前列，特色优势学科方向

在国内达到一流水平。”在国家推行“双一流”建设后，高校发展规划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一

流”“知名”“高水平”，原 985 高校会定位为“世界知名”或“世界一流”，地方本科高校定位为“地

方一流”或“国内一流”。这一定位目标与国家大的发展方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统一的同时，

还应结合本身的学校特色与地域优势，将本身的特色与地域优势发挥出来制定目标，才更具有竞争力。

“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赋予广西‘三大定位’发展新使命，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级版，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对广西实现全覆盖，扶持西部地区培育新增长点，支持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致富

奔小康等，都为学校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动力。”面向东盟及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提供独一无二的发展契机，在学校规划

的发展目标中如果能体现出特色，学校的发展目标会更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3.5. 战略举措中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需并举 

在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中，第一部分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中坚持立德树人，

以学生为本；努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打造“德医交融”育人特色；优化结构，调整规模，满

足社会人才需求；突出“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以“互联网+”信息化

为平台，深化本科专业、课程、课堂分类改革；健全考核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激发“教”“学”动力；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对于学生培养更应结合医学院校的特点，具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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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导向性。第二部分在发展规划的战略任务与主要举措“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突破高端人才引育”中，

提出“突出高端引领，争创学科一流；重引青年英才，夯实学科基础。培育创新团队，实现人才汇聚。

拓宽进人渠道，保持师资数量质量稳步提高。坚持主体提升，提高中青年教师水平。”对待人才的举措

上，更多注重在引进上，“加大力度、花大资金”重金聘请高层次人才。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引进高

层次人才是教师队伍建设其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健全的老师队伍建设，也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将教师队

伍做到“稳定、提高、引进”相结合。 

4. 基于发展规划改进的几点建议 

4.1. 健全和完善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 

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是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为了学校长期的生存，在充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

件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组织的战略目标，并针对目标的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进而依靠组织内部

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评估与控制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7]。这一概念

的界定，概括了战略规划完整的过程和实施的环节，包括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因此学校发展规

划的分析环节，在明晰影响高校规划制定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全面了解高校内部建设办学的优势与

劣势，系统掌握影响高校办学形成的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因素；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办学的建设

与培植，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可行性方案的过程；发展规划战略的实施环节，要根据影响高校规划形成

的因素权重，设计资源配置方案与具体措施，以保证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有利于高校形成的战略性、关

键性领域；发展规划评估的环节，要设计和制定好规划的评估标准、评估方式、评估制度以及绩效管理

的激励机制，从而实现对发展规划战略目标以及实施环节的有效测评与监控，切实保证发展战略目标的

实现。如在学校规划发展目标的设定，在比较“十二五”规划，并将“十三五”发展建设先进行文本的

阐述与说明，再进一步细化后，需将列出目标与任务与所负责的学院、部门挂钩，以确保职责清晰明确，

并将任务与目标落实到年份、甚至是月份，与每年的工作总结与计划相结合，从纵向的时间上规划，横

向的学院部门进行落实，与年底的绩效管理工作相结合，做到有效落实，有序推进。 

4.2. 学校发展规划必须以“特色”为核心进行战略设计安排 

高校发展规划的制定需要依据特色进行整体的设计安排，充分认识到对特色的凝炼，认清高校特色

与高校核心竞争能力的关系、高校特色发展与高校整体发展的关系，要准确把握并遵循高校特色形成的

基本规律。高校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的定位，要以学科和专业为载体，注重结合地域特色，在某些学科专

业领域形成独有的优势，并以此形成学校的办学地位和办学的影响力，从而使学校的发展具有独一无二

的优势，以凝炼特色促进学校的一流学科争创一流地方院校，变学校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推动学校的

整体发展。结合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家发展战略

规划对广西实现全覆盖，扶持西部地区培育新增长点，这些都为学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教育改革发

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动力，集学校之力打造地中海贫血、肝癌、鼻咽癌三大防治研究中心，推动三大疾

病在临床、预防、基础、药学和转化等各学科的前沿基础与应用研究，辐射带动其他相关疾病的研究，

打破学科壁垒，整合资源，协同创新，重点突破，激活学科群潜力，发挥学科群叠加放大效应。 

4.3. 高校发展规划目标的制定必须避免同质化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8]。高校规划定位目标的形

成和实现是大学组织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与外部社会环境不断交流、互动变革的结果。学校需进

行“内外兼顾”的全面规划，因此，高校发展规划战略的实施，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一是结合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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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打造品牌，整合学校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改革模式、校园文化建设的沉淀等，凝炼

出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二是结合学校的外在环境，全面进行分析以借助独

特的外在环境因素，通过学校的合理定位，为区域市场的需要服务。高校规划目标的定位，应该是独一

无二的，而不是同质化人云亦云的，既有结合学校内部的资源进行定位，也有根据外在的社会环境，由

此做到内外兼通，全面科学的进行规划。 
本文通过对规划文本的研究，总结规划文本中的问题以及改进的策略。对于规划本身的实施和借鉴

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规划是推动和促进学校科学有序发展的重要方案，要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制

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是关键一步，但是需改变花大力所撰写的规划，研究规划，这些只是规划完

成的基本步骤，还需进行完成与评价，以战略规划指引大学改进，以此来塑造和引领提炼出战略理论上

的共识，构建新医科院校战略的基本理论体系。规范实践路径，有助于提高大学治理能力；有助于完善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也为其他医科高校提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对决策部门决策人提供

制度依据和参考。促使大学更好的发展，从而形成高等教育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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