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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
教育

40年跨越式发展 昂首迈向高教强省
□本报记者 汪 恒

改革开放40年，浙江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初期的规范和整合，恢复
高等教育秩序；到世纪之交抓住时代机遇，努力实现体量提升；再到时下注重内涵建设，不断
推进教育现代化。当前，高等教育强省战略全面实施，浙江高等教育站在了新时代的新起点上。

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恢复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从此开始以发展为
主旋律，探寻提升路径。多年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数量持续增长。随着社会
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期盼越来越强烈。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高等
教育启动了跨越式发展的步伐。杭州的下沙、滨江、小和山高教园区和宁波、温州等地的高教

园区等相继投入建设，大批高校陆续迁入。
高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为规模扩大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同时，按新机制举办的高职学
院和普通高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等教育
的兴起，也为我省高等教育“扩容”提供了坚
实保障。2001年，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15%，浙江正式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规模发展加速了，内涵提升开始成为浙
江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2000年以来，
我省陆续提出重中之重学科建设计划、一流
学科建设工程、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等，聚焦办学质量提升。如今，浙江省
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已确定两批共12所省重
点建设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中，全省有3所高校、20个学科入选，

入围学科数量居全国第五位。截至今年9月，浙江高校有53个学科进入ESI前1%排名，学科
总数位居全国第七。

经过40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更加凸显。近5年来，高校共从企事业单位
获取横向科研经费122亿元，授权发明数量占到全省授权发明总量的1/4左右；浙江以占全省
5%左右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产生了全省3/4左右的高水平创新成果。通过产学研合作，浙
江高校和浙江社会发展关系更加紧密。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显现出在人才引进和输出方面的优势。浙江高校吸引了大批
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省“千人计划”专家等任教讲学，浙江成为人才集聚的高地。
每年，高校向社会输送30多万高素质人才，在全省人力资源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浙江省人均受高等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速度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大学生创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建设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和留学生占在
校生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留学浙江”正成为浙江高等教育的一张新名片。

从1978年全省仅有20所高校，到2018年的109所高校；从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
为8.96%到2017年的58.2%，并在全国23个省份中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浙江高等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这里曾走出了全国最早成立的全日制
民办高校浙江树人学院、全国首家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
波诺丁汉大学、国内首家由社会力量举办并由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

回溯往昔，浙江高等教育成绩丰硕。新的号角已然吹响，浙江高等教育定将在新的征程
上一往直前。

□本报记者 汪 恒

在浙江高等教育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徐

亚芬以执着的改革者和办学者的形象广为人

知。省内的两所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和宁波诺丁

汉大学都由她主导创立。徐亚芬在高等教育多

元化办学模式上的探索历程，也成为改革开放精

神的生动写照。

1993年，徐亚芬和她的同事创办了中国第

一个全民事业制教育集团——浙江省万里教育

集团。1998年，万里教育集团接手了浙江农村

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开始探索新的运行模式和机

制。当时，浙江农技师专的办学条件很不理想。

“接手这样一所高校，要比新建一所难得多。”有

人这样告诉徐亚芬。但徐亚芬坚持认为，“国内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只有8%左右，社会上还有

92%的学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有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就会给更多的家庭带来

希望”。

1999年，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浙江农

技师专改制，筹建浙江万里学院，由万里教育集

团举办，国有性质不变。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

一次将政府办的大学交给一个民办教育集团承

办。筹建的过程是艰苦的。除了硬件改进，还有

更棘手的师资问题。

半年时间里，浙江万里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

整体改制的普通高校办起来了。徐亚芬希望新

学校能破除当时高校管理的一些弊端。浙江万

里学院顺应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在举办

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之间实行三权分离，即管理

者（浙江省人民政府）、举办者（浙江省万里教育集

团）、办学者（浙江万里学院）三者权责分明、有机

制衡、良性联动、形成合力。此举改变了政府“既

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计划经济管理机制。

万里教育集团从宏观层面上对浙江万里学

院的管理机制进行设计，提出学校“去行政化”，

并具体分管学校教学以外的所有事务，如基建、

后勤、资金投入等。同时，采取“职业校长”模式，

将校长一职从职务型向专业型转变，即校长集中

精力搞好学校的教学教育工作，实现“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浙江万里学院还被教育部定为

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试点高校。这

套新的领导体制、运行体制和管理模式也被誉为

“万里模式”。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合作组织。徐

亚芬关注到，当时国内在培养了解国际运行规则

的人才方面有很大的短板。她冒出了一个想法：

把国外大学引到中国来，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世界

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徐亚芬把这个想法说出

去后，不少人都认为她在开玩笑。“这个比当年办

万里学院还要难啊！”徐亚芬回应：“山不过来，我

过去。”经过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宁波籍院士杨

福家牵线，万里教育集团向综合实力排名世界前

100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发出邀请，表达了合作

办学的意向。中外合办高校在当时没有先例，一

切需要从头开始。

2004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园的

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

学校采用小班化教学，讨论式、合作式学习，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及团队合作的能

力，并通过富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团活动拓宽学

生的国际化视野。“学生教育就像打桩，打桩的

质量决定着建筑物是否牢固，而科研就像是建

筑物上闪亮的明珠，因此，大学要以培养学生为

根本，教学是最重要的。”徐亚芬说。宁波诺丁

汉大学也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探索了一种全新

的模式。

回首自己的教育之路，徐亚芬说，这辈子她

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办了浙江万里学院，让更多

学生圆了大学梦；二是把诺丁汉大学引进中国，

让学生在国内享受国际一流大学教育，既守住了

本土的价值体系，又拓展了国际视野。“改革就是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

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徐亚芬说。

我与浙江高教的这些年

徐亚芬：冰心一片倾情教育改革

亲历者说

先锋人物

浙江海洋大学海
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的学生在科考船上进行
专业实习。

▲

1998年 6月28日，浙江中医学院（现已
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在杭州滨江高教园区
举行移址建校奠基仪式，拉开了我省高教园区
建设的序幕。

2013年5月，
以设计制作“排除
万难”机器人为主
题的省第十届大
学生机械设计竞
赛在浙江工业大
学举行，全省40多
所高校700余名师
生参赛。

▲

2015年7月，浙江大学本
科生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
该校紫金港校区举行。

▲

□宣 勇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40年也是浙江高等教育大

发展的40年。从历史的视角，我以为可以把40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恢复与重建

期（1978—1998），之后是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

（1999—2009）以及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

最后是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我先后在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三所

高校学习、工作，作为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得益于高

等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特别有意义的是我

的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刚好都是踩着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节拍，同频共振，相伴相随。

一、恢复与重建期（1978—1998）。1978年，13

岁的我进入高中。恢复高考让我实现了“大学梦”。

1980年，我成为浙江工学院（现为浙江工业大学）的首

届学生。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20世

纪90年代初，我担任学校化工系党总支书记，在学校

率先探索政、产、学、研的办学模式，在学院内部进行

“两院制”改革，成立化工研究院。

1998年，我调任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针对当年

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给浙江高等教育格局带来的重

大影响，校党委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并着手进行校

内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构建“学校—学院—学科”的管

理新模式，通过学院多项自主权的下放来调动办学积

极性，并实行教师的全员聘任，从身份管理转变成岗

位管理。

二、外延发展与高速增长期（1999—2009）。

2000年，我始任浙工大副校长。当时正处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初期，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后勤保障，

二是校园基本建设。20世纪初高校后勤社会化快速

推进，政府的重视解决了大众化进程中的“瓶颈”问

题。然而，由于前期推进过快、后勤改革不彻底等，一

些矛盾逐渐凸显。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探索，浙工

大的容大后勤集团不仅有力保障了学校大众化发展

的需要，还承担了滨江高教园区的后勤设施建设与所

在高校的后勤服务。

在校园建设方面，我认为，校园建筑的规划与设

计首先应是学校教育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完整表达，大

学建筑与环境的功能应合乎学术活动的要求，功能区

的分布要分合得当、动静结合，同时体现学术自由理

念。“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大学的理念，亦是我对整

个校园建设的设计理念。十年之中，浙工大的校园建

设，包括之江学院、老校园的建设和改造，建设经费将

近20亿元，新建建筑面积60余万平方米。

三、内涵发展与转型期（2010—2016）。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正式颁布，提出大学要避免同质化，要分层分类

办出特色。高校要从外延转向内涵发展，注重办学质

量。同年，我调任浙农林大担任党委书记。当时，浙

农林大刚刚完成更名升格，正面临如何科学定位和谋

划未来的现实问题。

我提出，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学校

定位与战略。我们发动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思考学校

的定位问题，并在校党代会上确定了学校的战略目标。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制度与变

革。制度的变革首先是文化的重塑，我们提出了“学

生为本、学者为要、学科为基、学术为重”的办学理念，

并决定以“管理改革年”来集中全面推进改革工作。

章程建设是学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

切入点和着力点。作为全省章程建设试点院校，浙农

林大的章程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高校章程建设过程

中也发挥了示范作用。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人才与干部

队伍建设。2011年，学校在中层干部换届上着手进行

系统性改革，构建干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长效机

制。同时，把坚持以人才为本，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人

才队伍，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大学内涵发展的第四个关键因素是合作与发

展。开放性是现代大学重要的办学理念。学校积极

探索开放办学的有效路径。这方面，有两件事是对学

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是与国家林业局省

部共建；二是独立学院迁建诸暨办学。

四、能力提升与服务引领期（2017—）。2016年，

我来到了浙外。党的十九大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们把对接“一带一路”、服

务“开放强省”作为学校的重要使命。接下来，我们

将努力把浙外建设成为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

点基地、服务开放强省的智囊高地、国际文化交流的

重要阵地”，奉献“浙外能力和浙外贡献”。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