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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
教育和人才起了很关键的作
用。”他说，“教育对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支
撑性作用，但由于历史、区位、
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对
于中西部地区来说，高等教育
是个短板，如何把这个短板补
齐，更好地支撑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问题。”他举例说，河南作为经
济大省，2018年GDP总量达
到4.8万亿，位居中西部省份

之首，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河南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
一批高水平大学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
技支撑。”

2017年9月，河南两所高
校进入“双一流”高校建设序
列。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如何
利用好这个机遇把大学建设
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更好地
发挥大学的支撑作用，也是宋

纯鹏长期思考的问题。“对于
‘双一流’高校建设，要想把学
校建设得更好，除了自身努力
之外，还要更好地利用政策空
间，寻求资源支持，二者缺一
不可。”宋纯鹏说，就河南大学
来讲，在建设过程当中，首先
自身要做好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
作、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
工作，另外，让政策很快落地
生根，有效地显示出其支撑作
用，也是学校发展过程当中一
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宋纯鹏：

综合施策 补齐中西部高等教育短板

▶如何补齐教育短板，充分发挥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一直是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国家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力度还需
要进一步加大，建议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合理布局，补齐中西部高等教育短板，
提升中西部高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文图

一直以来，由于历史
等多种原因，在河南布局
的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
也相对偏少。去年，中央
启动“部省合建”工作，支
持中西部 14 所高校建
设，相关政策和支持与部
属高校一视同仁。“但这
依然是按照‘一省一校’
的原则来支持。对于河
南来说，目前全省只有郑
州大学进入‘部省合建’
高校行列，有限的中央财
政支持很难有效支撑河
南省规模庞大的高等教
育发展，进而影响河南高
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支撑能力。”宋纯鹏说，

“这对有1亿人口的大省
河南来说，中央财政支持
的高校数量还远远不够，
应该在河南布局更多中
央财政支持的高校。”

宋纯鹏说，河南是人
口大省，占全国总人口的
7%，占西部省份总人口
的12.8%，意味着只有极
少数河南考生能享受到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建
议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
政策制定的时候，要因地
制宜，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补齐中西部高等教育
短板，突破‘一省一校’的
限制，应充分考虑不同省

区之间、不同经济区之间
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
平、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
等因素，有计划地将中西
部地区办学历史长、发展
实力强、社会影响大、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地方高
校纳入‘部省合建’高校
行列。”他建议，“此外，在

‘部省合建’布局的基础
上，国家应制定实施更多
的支持举措和支持路径，
扶持一批中西部地方高
校快速发展，例如，重点
支持‘省部共建’高校建
设，参照教育部直属高校
模式指导支持‘省部共
建’高校，在经费投入、指
标分配、师资队伍建设等
方面与教育部直属高校
同等对待，巩固和发展我
国教育‘奋进之笔’的成
果。在学科建设、重点研
究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
引进和培养、学位点及博
士招生指标分配、生均经
费拨付等方面给予重点
倾斜，推动中西部高校内
涵发展、特色发展，创造
新的高等教育品牌，支撑
中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
定坚实的基础保障。”

观点：发挥好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自身努力和政策支持缺一不可

统计数据显示，中西部地
区的18个省份拥有人口7.4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3.6％；
拥有地方所属普通高等学校
1360 所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51.8％。“促进中西部区域经
济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
调、不充分的重大战略部署。
高等教育是促进中西部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迫切
需要高校提供更加有力的人
才支撑、创新引领和智力支
持。”他表示，尽管在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共同支持和领导
下，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取得
了长足发展，为中西部地区经
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然而因为人口多、底子薄，
历史欠账太多，中西部地区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仍远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支撑区域经济
发展的能力还不足。

宋纯鹏认为，在“双一流”
建设布局中，国家向中西部倾
斜，共有46所高校进入了“双
一流”建设高校序列，占总数
的33.6%，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他认为，受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高校办学实力、高层次
人才聚集软硬环境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中西部高校普遍存
在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足、高
层次人才规模偏小的问题，成
为制约中西部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瓶颈。2013~
2017年，中西部高校“两院”
院士入选人数只有36人，是
全国入选总数的15.5%；入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
青年、青年千人、优青四类高
层次人才1072人，只占全国
入选总数的16.9%；8个省份
高校无人入选“两院”院士，有
7个省份高校入选六类人才

总数在10人以下。
他表示，除了高层次人才

体量偏小之外，国家重点学科
数量、科技创新平台和研究生
招生规模偏少也是造成中西
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对
区域经济发展支撑能力不强
的重要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全省有130多所，高校数量位
居全国第4位，招生数量和在
校生规模都位居全国第3位。
但是，在上千个国家重点学科
中，河南只有8个；160多个分
布在全国高校的国家（省部共
建）重点实验室，河南高校只有
2个；2017年，河南省招研究生
1.84万人，占当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总数的2.28%，其中招博
士生648人，只占全国博士生
招生总数的0.77%，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这些因素严重制
约了河南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现状：中西部高校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区域经济支撑能力不足

建议：
综合施策，补齐短板
提升高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问题：
河南对教育投入已使出“洪荒之力”
高等教育投入总体还不足

宋纯鹏注意到，连续
几年，河南每年投入教育
的财政资金超过 1000
亿，将近1/4的全省财政
收入用于教育的发展，支
出比例位居全国前列。

“十三五”期间河南拟筹
措资金 40.27 亿元推进

“双一流”建设，今后三
年，省财政还将在科研经
费、基建资金等方面对郑
大、河大给予支持。就拿
2018年来说，河南投入

“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
7.7亿元，把“双一流”建
设列为省委、省政府十大
民生实事，逐月督促进展
情况。“应该说，河南已使
出了‘洪荒之力’来推动
教育发展。但是对于高
等教育规模较大的河南
来说，高等教育总体投入
仍然不足，在高校办学基

础设施、办学条件等方面
远远满足不了学生和家
长的需求。”

宋纯鹏说，近几年，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
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也给
了很大的支持。比如，
2017年，郑州大学和河
南大学入选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实现了河
南省高等教育历史性突
破。“在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上，中央也给河南高校
很多支持。但是相对于
教育部直属高校来说，地
方大学和它们无论是资
金还是政策支持上还有
很大差距。”他说，“中西
部高校还需要中央给予
进一步支持。这种支持，
不光是财政投入上的支
持，更需要政策上的支
持，需要综合施策。”

全国政协委员宋纯鹏(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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