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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 育 统 筹 ， 是 国 家 推进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战 略部 署 ， 是 完 善 我

国 高 等教 育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的 基本 内 容 ，
也是推进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重 要路径 。

加 强 省 级政 府 高 等教 育 统 筹 ， 是一 项 复杂 的 系 统 工 程 ， 涉 及 多 种 关 系 、 多 元 价值 与 多 项 任

务 ， 在 具 体 实 践 过程 中 应 有所 选择 与 坚 守 。 在 加 强 省 级政 府 高 等 教 育 统 筹 过程 中 ， 应 坚

持依 法 统 筹 、 因 地 制 宜 以 及协 同 共进 等基本 原 则 ， 要 坚 守 以 人 为 本 、 公 平 正 义 以 及 现 代 化

等基本价值取 向 ， 要致 力 于 实 现 省 域 高 等 教 育 内 涵 式 发展 、 推进 省 域 高 等 教 育 治 理 现 代

化 以 及推 动 高 等教 育 与 经 济社会协 同 发展等 主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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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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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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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作 为协调 与处理
“

府学关 系
”

问 题 的 重要 战 略

举措 ，对高等教育强 国 建设 与 高 等教育 国 际话语权提升具有 重要 的 战 略性价值

与基础性意义 。 然而 ， 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是一项 复杂 的 系 统性 问 题 ，

既不可能一蹴而就 ， 也不 可 能一 劳永逸 。 因 此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要

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 明 确基本的价值取 向 ，抓主要矛盾与矛盾 的主要方面 。

＊ 本 文 系 国 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 育 学
一 般项 目

“

省 级政 府 高 等 教 育 统 筹 权 力 、 能 力 与 效 力 研 究
”

（ Ｂ ＩＡ １ ８ ０ ２ ０ ５ ） 的 研 究 成 果之 一 。

＊ ＊林 杰 （ １ ９ ８ ７  ） ， 男 ， 安 徽 临 泉人 ，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院 副 教授 、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

管 理 学 博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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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教 育发展战 略规 划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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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的基本原则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既是一个理论 问 题 ， 又是一个实践 问题 ， 是一个理论

与实践共 时交织 、 相互嵌套 的复杂 的 系 统性 问 题 。 因 而 ， 加强 省 级政府高 等教育

统筹 ，必然会涉及 多个层面与 多重维度 的 复杂 问 题 ， 这就需要遵循与 坚守一些基

本原则 。

（

一

） 依法统筹原 则

依法统筹原则是指在加强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要按 照依法 治教 、

依法治校 、依法行政 的基本要求 ， 以 《 高等教育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为基本依据与

法律准绳 ， 统筹推进高 等教育 改革与 发展 。 依法统筹是建设法 治 国 家 和 法 治 政

府 的必然要求 ， 是推进依法治教 、依法治校 、 依法行政 的必 由 之路 ， 也是加强 省 级

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的基本保 障与根本遵循 ， 对省 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改革具有

决定性 的意义与作用 。 完善 的法治体 系 ， 是依法统筹 的前提条件 与基础 支撑 ， 要

以 习 近平新 时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为 根本遵循 ， 全 面贯彻落 实 中 国 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 ， 形成 系 统 完备 的法律规范体 系 、 执行 坚决 的 法 治 实施体 系 、 科

学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 系 、 牢靠有力 的法治保 障体 系 ， 为加强 省 级政府 高等教育统

筹提供法治依据 、夯实法治根基 、构筑法治保障 。 依法统筹主要就是要实现依法

赋权 、依法履权 、依法 限权 以 及依法履 责 ， 而这又 主要体现在 中 央 政府 与 地方政

府之 间 、政府与大学之 间 的权力 配置 与行使 、 责任 划 分与履 行 等方 面 。 然而 ， 我

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 同 中 国 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的事业相 比 ， 同 中 国 高 等教育 面 临

内 涵式发展 的 时代形势相 比 ， 同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面 临 的挑 战 与任 务

相 比 ， 同推进省域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 与 治理能力 现代化 的理想 目 标相 比 ， 同 中 国

高等教育依法治教 、依法治校 的根本要求相 比 ， 同 中 国 高 等教育 面 临 的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 的 客观实际相 比 ， 中 国 高等教育法 治体 系 建设还存在诸 多不适应 、 不符

合 、不健全等现实 问题 。 并且 ， 这 些不适 应 、 不符合 、 不健全 的 现 实 问 题 ， 并不是

孤立地存在 的 ， 而是彼此相关 、相互嵌套 、 共 时交织 的 。 长期 以 来 ， 推进省 级政府

高等教育统筹 的措施与政策 ， 散见 于政府主管部 门 下发 的 意见 、 规划 等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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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 中 ， 而非依法行政 ， 体现 出 典型 的
“

政策 思维
”

特征 。

？ 然而 ， 政策思 维主导下

的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 可 能会 引 发实践过程 中 多 头 行政 、 争权倭责 、 互

不统合等 问题 。 在实践过程 中 ， 权力 收放 的 随意性 、 责任划 分 的模糊 性 、 利益分

配 的 隐蔽性等现象或 问题 ， 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 比 如 ， 在 既有 的法治体 系 之

中 ， 对 中 央政府与 省 级政府在 高 等教育 管理权 限 与 职责 范 围 的 划分上 ， 比 较宏

观 、 相 当笼统 ， 缺乏必要 的 细 化 、 衔接 与 配套 ， 在 实践过程 中 的 可 操作性不强 、 可

行性较差 。 正如有研究者指 出 的那样 ， 有关政府在 高 等教育管理方 面 的事权 ， 法

律 的规定还相 当宏观 。

？
除此之外 ， 省级政府不 同部 门之 间 的权责如何界定 与协

调 ， 省级政府与社会组织 、 大学之 间 的 责权利 边界如何规范 等 ， 都 缺乏 明 确 具体

专 门 的法治依据 ， 实践 中 往往 以 经验 和政府部 门 的 行政意 志 作 为 判 断 的 主要依

据 。 当然 ，推进省级政府高等教育依法统筹是一项 系 统工程 ， 是高 等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 的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革命 ， 不可能朝 夕 之 间 就能解决 ， 需要 长期 的 积极探

索和艰苦努力 。

（
二

） 因 地制 宜原 则

因地制 宜原则是指在加强 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过程 中 ， 要 实事求是地根

据各地区 、各高校 的 实 际情况 、 发展基 础 以 及 发展 任 务 ， 采 取 宜统则 统 、 宜放 则

放 、统放结合 的差别化策 略 ， 统筹推进省 域 高 等教育协调发展 、 优势互补 、 整体提

升 。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实质上就是 降低 高 等教育治理重心 ， 充分调 动

与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过程 中 的 积极性 、 主 动性 、 创新性 ， 也是政府 、 大

学 、社会之 间关系重新调整 与 塑造 的 迫切需要 。 从我 国 高 等教育领域 省 级政府

统筹改革 的历史进程来看 ， 自 １ ９ ８ ５ 年启 动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以 来 ，

一直

存在着
“

要放全放 、要收全收
”

的
“
一 刀切

”

问题 。 对此 ，
１ ９ ９ ５ 年原 国 家教委发布 的

《关于深化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 改革 的 若干 意 见 》 曾 毫不忌 讳且一 针 见 血地指 出

“

要 防止历史上 曾 经 出 现过 的简单地换
‘

婆婆
’

和
‘
一放就乱 、

一乱就收
’

的现象重

演 ； 防止
‘

一刀 切
’

、

一 哄而上 和搞形式主义
” ？

。 实际上 ， 我 国 幅员 辽 阔 、 区域结构

（Ｄ姚 荣 ． 高 等教 育 治 理 范 式 演 进 的 理 想 类 型 及 其 互 动 关 系 考 察 基 于 公 共 领 域 中 国 家 角

色 的 分析 ［ Ｊ ］ ． 高 等教 育研 究 ，
２ ０ １ ８ （ ０ ３ ） ：  １ ３ ２ ３ ．

② 胡 建 华 ．从 文 件化 到 法律化 ： 改善 大 学 与 政 府 关 系 之 关键 ［ Ｊ ］ ． 苏 州 大 学 学报 （教 育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４ ） ：
４ ６

，
２ ２ ．

③ 国 家教 育 委 员 会政 策 法规 司 ．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 现 行教 育 法 规 汇 编 １ ９ ９ ０ １ ９ ９ ５ （ 上 卷 ） ［ Ｍ ］ ．

北 京 ：
人 民教 育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８ ： ５ ８ ４ ５ ８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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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各省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 高 等教育发展基础 不尽相 同 且差异 巨 大 ，

而且处于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 不 同 历史 阶段 与不 同 发展水平 ， 具有 不 同 的 阶段性

特征与发展任务 。

“
一 刀 切

”

的做法 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 在 实践上也 没有尊 重

客观事实 ， 由 此也就难 以 取得预期 的 改革成效 。 无论是从省 际差异 来看 ， 还是从

省 内 地区差异来说 ，

“
一 刀 切

”

的做法都是不可取 的 ， 甚 至产生 了 深远而严重 的不

良影 响 。 就省 际差异而言 ， 除 了 实力 雄厚 的 直辖市之外 ， 东部地 区 与 中 西部地 区

之 间在经济实力 、 文化传统 、 高 等教育基 础 等方 面存在 巨 大差异 ； 就省 内 地 区 之

间差异而言 ， 比较典型 的模式是 省会城市 和 省 内 中 心城市 占 有 经济 与 高 等教育

资源 聚集优势 ， 居 于省 内 绝对主导地位 ， 而其他城市则 相 对较 为 薄 弱 。 实 际上 ，

省 际或省 内 区域之 间 这种 客 观存在 的现实差异 ， 也 就决定 了 在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必须 坚 持 因 地制 宜原 则 ， 因 势利 导地鼓励各 地各 校 大胆试

验 、 积极探索 。 对此 ， 进人新 时代 以 来 的 相关政策 文件有 着 清 晰 而深刻 的 认识 ，

正如 ２ ０ １ ４ 年发布 的 《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 的意见 》深刻地指 出 要

“

坚持宜统则统 、 宜放则放
” ？

。 可 以 清晰地看 出 该 《 意见 》的本意就是要考虑与尊

重 区域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 的客观事实 ， 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别 大 、 区域发展不平

衡 的 客观现实 ， 把整体部署 和尊 重基层结合起来 ， 充分发挥各地 区 、 各 高 校 的 主

动性 、 积极性 、 创造性 ，鼓励各地区各高校 紧 密结合实 际 ， 积极探索 ， 勇 于创新 ， 增

强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的 内在动力 。

（
三

） 协 同 共进原 则

协 同共进原则是指在加强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要统筹协调教育 、

财政 、人社等政府 部 门 工作 ， 建立各级政府 、 各类 高 校 、 社会组织 等 主 体上 下 协

同 、 彼此协作 、 系统衔接 、 整 体推进 的工作机制 。 协 同 共进原 则 的基本宗 旨 就是

要通过纵 向 的 中 央 政府 与 地方政府有 机协调 ， 横 向 的 政府 、 社会 与 大学 系 统衔

接 ， 从源头上根本上破解各项改革政策 与措施之 间脱耦 问 题 ， 充分发挥体制 内 外

各种有益资源 ， 促进各利 益相关者有效衔接 、 协 同 合作 ， 实现 力 往
一处使 的 聚集

效应与综合优势 。 众所周 知 ， 高等教育是一项 复杂性事业 ， 其 固 有 的 复杂性决定

了 高等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 高 等教育行政部 门 的 责任 与 义 务 ， 同 时也涉及

？国 家教 育 体 制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 关 于 进 一 步 扩 大 省 级 政 府 教 育 统 筹 权 的 意 见 ［
！

■

： Ｂ／

Ｏ Ｌ ］ ．［ ２ ０ １ ９ ０ ３ ２ ２］ ．ｈ ｔ ｔ
ｐ ： ／ ／ ｏ ｌ ｄ ．ｍｏ ｃ ．ｇ ｏｖ ．ｃ ｎ ／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ｆ ｉ ｌ ｃ ｓ ／ ｂ ｕ ｓ ｉ ｎ ｃ ｓ ｓ ／ ｈ ｔｍ ｌ ｆ ｉ ｌ ｃ ｓ ／ｍ ｏ ｃ ／ ｓ ６ ５ ２ ９ ／ ２ ０ １ ４  １ ２ ／

１ ８ ２ ２ ２ １ ． ｈ ｔｍ ｌ ．

７２



教 育 拣 靳 理论与 实践前沿

论省 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基本原则 、 价值取 向 与 主要 任务

包括就业制度改革 、 编制 制 度 改革 、 财政制 度 改革 、 户 籍制 度 改革 以 及 社会保 障

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 ， 是一项纷繁复杂 的 系 统性工程 。 正是 因 为 如此 ， 中 国 省 级

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的历史 已 经一再表 明 ， 任何单一行 动 主体都没有 足够 的

信息 和能力 ， 应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 中 的 复杂性 、 多样性 、 综合性 、 动态性

与 系统性 问题 ， 从而可 以 有序高效地完成 省 级高 等教育统筹改革 。 实 际上 ， 统筹

既是一种运用 系统论 的观点分析事物 的思 想 ， 也是一种注重整体效益 、强调程序

优化 的处理复杂事物 的方式 ， 还是统筹主体根据一定 目 标要求对统筹对象进行

通盘规划后实施的调控行为 。

？ 随着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的不断推进 与深化 ，

我 国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已 进人深水 区 、 攻 坚期 ， 涉及 面更广 、 关联度更

高 ， 破解深层次矛盾 和 问 题 的难度更大 ， 许 多 问 题 的 解 决涉及 多 种政策 配套 ， 牵

扯 多方利益调整 ， 触及 多 种权力 协调 。 因 此 ， 推进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要依

靠 多个部 门携手 、 多种力 量协 同 ， 要通盘考虑 、 系 统谋划 、

一体推进 省 域高 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 ， 注重整体效益 、强调 目 标整合 、 优化管理方式 、 注重协 同 共进 。 经过

３ ０ 多年 的探索与实践 ， 当前 中 国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 政策 和 改革措施 已 日

臻完备 、渐成体系 ， 成效也逐渐显现 。 然而 ， 随着 实践 的深人与 改革 的推进 ， 越来

越 多 的理论与实践 问 题也逐 渐显露 出 来 ， 突 出 地表现在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各种政策与措施之 间 是 彼此 分散 、 相 互 割 裂 的 ， 有 些甚 至还存 在着 矛 盾 与 冲

突 。 正如有研究者对过去 ３ ０ 年 中 国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基本特征进行梳理与反

思之后 ， 指 出 在改革方式上是一种
“

打补 丁式
”

的 改革 ， 就是在保持原有 高 等教育

理念 、 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框架 的前提之下 ， 针对高 等教育 中 出 现 的 问题进行查漏

补漏 和漏洞修补 ， 或者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等教育提 出 的
一些新要求 ， 通过

改革来增加一些新成分 ， 贴块 内 容上去 ， 以 增强 高等教育 的社会适应性
？

， 而这种

“

打补丁 

”

的 改革方式必然存在着 是 否 协调 、 可 否 衔接 、 能 否 有 效 的 问 题 。 实 际

上 ，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复杂性 ，决定 了 加强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必须摒弃

这种
“

打补 丁式
”

改革 的思维 ， 坚决破除部 门 利益 ， 构建与推 动 多个部 门 或主体协

同 配合 、联合作战 ， 形成一个系统 的综合性改革整体 ， 才能取得预期 的改革成效 。

？董 泽 芳 ． 论 区 域教 育 统 筹 ［ Ｊ ］ ． 湖 北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
１ ９ ９ ４

 （  １ ）  ：
２ ７ ２ ９ ．

② 张 应 强 ．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反 思 和 再 出 发 ［ Ｊ ］ ． 深 圳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６

（ １ ） ：  １ ４ ０ １ ５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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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 向 既决定着实践行 动 的方 向 与方式 ， 也决定 着 实践活 动 的 价值与 意

义 ， 因 而任何社会实践活 动都或隐或显地 、 自 觉或不 自 觉地体现或 坚持着一定 的

价值取 向 。 加强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是一项 宏 大而艰 巨 的 改革任 务 ， 将 面 临

诸多 阻碍或 困难 ， 面对可 以 预见 的 曲折坎坷 的前进道路 ，

一定要坚持一些基本 的

价值取 向 ， 从而为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铸魂 固基 。

（

一

） 坚持 以人 为本 的价值取 向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要 坚 持 以 人 为本 的 价值取 向 。 坚持 以 人 为 本

的价值取 向 ， 就是要践行全心 全意为 人 民 服务 的 根本宗 旨 ， 坚持 以 学生 为 中 心 、

以 教师为 中 心 与 以 人 民为 中 心 ， 加快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 的 改革步伐 ， 促进人 的

全面发展 。 以 人为本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体现 ， 也是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必须坚持 的核心价值取 向 。 第一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要坚持 以 学生

为 中 心 的价值取 向 。 坚持 以 学生 为 中 心 ， 是 高 等教育践行 与 完成
“

立德树人
”

根

本使命与基本任务 的本质要求 和基 础 任 务 ， 也是 高 等教育 活 动 开展 与 推进 的 立

足点 与落脚点 。 然而 ， 在实用 主义与 功利 主义思想 的 渗透与侵蚀之下 ， 高 等教育

为迎合与满足社会 的需要也逐渐地功利化或工具化 了 ， 单纯 的 知识积 累 、 薄弱 的

人文 熏 陶 、狭隘的专业训 练 、机械 的技能传授与病态 的精神 养成充斥 在高 等教育

领域 的各个环节与各个层面 ， 高等教育逐渐沦为加工
“

标准化人才
”

的工厂 ， 成为

制器 的场所 。 由 此招致社会各界诟病与 质 疑之声 ， 不绝 于耳 、 日 益激烈 。 在加强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要始终坚持 以 学生 为 中 心 的 价值取 向 ， 牢 固 树立

以 学生为 中 心 的办学理念 ， 落实 以 学生 的学 习 、 成 长 、 成才为 中 心 的 办学理念 ， 以

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为根本 目 的 ， 培养有社会责任感 、 创新精神 和 实践能力 的 时

代新人 。 第二 ， 加强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要 坚 持 以 教师 为 中 心 的 价值取 向 。

坚持 以 教师为 中 心 ， 是高 等教育践行 与 完成
“

立德树人
”

根本使命 与基 础 任务 的

核心支撑 ， 是高等教育运行与发展 的根本动 力 ， 是 高 等教育 活 动有序开展 与 良好

运行 的基础 与前提 。 对 于教育事业或高 等教育事业 而 言 ， 教师 的 作用 与 价值是

基础性 、根本性与关键性 的 ， 怎 么强调都不过分 ，

“

教师是立教之本 、 兴教之源 。

” ？

？习 近 平 ． 习 近 平 向 全 国 广 大教 师 致慰 问 信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３ ０ ９ １ ０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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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高等教育领域 中 ， 教师尤其是被称 为
“

青椒
”

的 青年教师 ， 被烦琐 的报销

事务 、扭 曲 的绩效考核 、 复杂 的人 际关系 所 困 扰 ， 通 常被简单地看作发展 的工具 、

管理 的对象 ， 已成为 高等教育事实上 的
“

边缘人
”

， 严重影 响 和 制 约着教师尤其是

“

青椒
”

的积极性 、 主动性 和创造性 的发挥 ， 在深层次上制 约着我 国 高 等教育强 国

建设 的进程与质量 。 因此 ， 加强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要牢 固 树立 以 教师为 中

心 的理念 ， 加强制度与 文化建设 ，

“

让广 大教师安心从教 、 热心从教 、 舒心从教 、 静

心从教
”

？
。 第三 ， 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价值取

向 。 坚持 以人 民 为 中 心 ， 是 高 等教育践行 与 完成
“

立德树人
”

根本使命 与基础 任

务 的最终归 宿 ， 是 高 等教育 繁 荣兴盛 的 根本保 障 ， 是 高 等教育 活 动 的 使命 与 责

任 。 从根本上来说 ， 办人 民满意 的高等教育 ， 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质 高 等教育资源

的 向 往与追求 ， 是衡量我 国 高等教育成绩 的 最高 准绳 ， 也是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

育统筹 的根本追求 。 进人新时代 ， 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 发生根本性转变 ， 加强 省

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要着 力 解 决群众关切 、 社会关注 、 人 民 关心 的 高 等教育 热

点焦点难点 问题 ， 切实满足人 民对优质高 等教育 的期 待与 向 往 ， 把办好人 民满意

的高等教育作为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的 出 发点 和落脚点 。

（
二

）
坚持公平正 义 的价值取 向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要 坚 持促公平正义 的 价值取 向 。 坚 持公平 正

义 的价值取 向 ， 就是要 以 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发展 的不充分 、 不平衡 问题为基本抓

手 ， 以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 的追求 与 向 往作 为奋斗 目 标 ， 实现每个学生

都能获得适切 的 、 有质量 的 、有尊严的 、公平 的 ？
高等教育 的理想追求 。 高 等教育

公平正义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 价值观 的重要 内 容 ， 是 高 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

的基本 内 容与重要 目 标 。 坚持公平正义 的 价值取 向 ， 大致可 以 分为 两个层次 ： 第

一个层次是要保障与促进 高 等教育公平 ， 维护人 民 群众平等接受 与公平享受 高

等教育 的基本权利 ； 第 二个层 次是要 维护 高 等教育 系 统 内 部不 同 层 次 、 不 同 区

域 、不 同类型 高等教育机构公平竞争 的基本权利 ， 从根本上 消 除学校 的 身份歧视

以 及 由 此带来 的学生 身份歧视 问题 ， 从而形成 良好 的 高 等教育 系 统生态 。 然而 ，

（ １） 习 近 平 ． 全 面 贯彻 落 实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努 力 把我 国 基础 教 育 越 办 越好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６

０ ９ １ ０ （ １ ） ．

② 解德 渤 ， 尚 趁 ． 高 等教 育 强 国 建设 的 公 平 之 维 基 本 逻 辑 、 理 论框 架 与 行 动 方 略 〇 ］ ］ ．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学报 （ 哲 学 社会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９ （ ６ ） ：  １ ５ ９ １ ６ ６

，
１ ７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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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对第一个层次 的公平正义 问题关注较 多 ， 对第二层次 的 公平 正义 问 题

关注较少 。 但此 问题却 不容 忽 视 ， 若得不 到有效解决将影 响 高 等教育 系 统 的 整

体健康发展 ， 也势必会影 响 高 等教育强 国 建设 的进程 与 质量 。 在加强 省 级政府

高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除 了 关注第一层次公平正义 问 题之外 ，

一定要关注第二层

次公平正义 问题 ， 并努力 处理好这两个层次 的公平正义 问 题 ， 也 只 有很好地处理

好 了 这两层 面 的公平 正义 问 题 ， 才能有效推进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新 时代

背景下 ， 随着 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变 ， 人 民群众对更高层次 的 高 等教育公平提

出 了 新 的更高 的要求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应对此做 出 回 应 。 尤其是 当

前 中 国 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 的攻坚期与深水 区 ， 面 临 着错综复杂 、 犬牙交错 的 高

等教育公平正义 问题 ，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 的 巨 大差异 屡屡牵 动世人 的神经 ，

屡见报端的招生腐败丑 闻一再挑 战世人 的认知底线 ， 就业市场上
“

查 三代
”

的 身

份歧视广招世人质疑诟病 。 种种 迹象表 明 ， 社会大众对高 等教育公平 的 敏感性

和现实诉求与 日 俱增 。 这也 表 明 ， 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不得不关注 、 重

视与解决高等教育公平正义 问题 。 众所周 知 ， 改革开放 ４ ０ 年来 ， 中 国 高等教育获

得长足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即 将进人世所公认 的 高 等教育普及 化发展

阶段 。 但是 ， 高等教育公平正义 问题 ， 并不会随着 高 等教育规模 的迅速发展 自 然

而然地得 以 解决 ， 甚至过 于迅速 的规模扩张反 而掩盖与遮蔽 了 诸 多深层次与 根

本性高等教育公平正义 问 题 。 因 此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应 以
“

办人 民

满意 的教育
”

为根本追求 ， 以 实现 内 涵式发展为基本途径 ， 努力 在改革 中 发展 ， 以

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 维护高等教育正义 。

（
三

）
坚持现代化 的 价值取 向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要 坚 持现代化 的 价值取 向 。 坚 持现代化 的 价

值取 向 ， 就是要 以 不断优化 高 等教育 治理体 系 与不 断提升 高 等教育 治 理 能力 为

基本抓手 ，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 ， 以 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高等教育强 国建设和人 的 全 面发展 。
１ ９ ８ ３ 年 邓小平 同 志 为北 京景 山 学校题

词 ：

“

教育要面 向 现代化 ， 面 向 世界 ， 面 向 未来 。

” “

三个 面 向
”

是邓小平 同 志 运用 马

克思主义教育原理 ， 分析 国 内外教育发展形势 ， 做 出 符合教育基本规律和 中 国 教

育发展客观实际 的科学概括 。

“

三个面 向
”

不仅为我 国 教育改革 和发展指 明 了 方

向 ， 提 出 了 正确 的 战 略方针 ， 而且还 为我 国 教育发展规定 了 明 确 的 任务 。 在
“

三

个面 向
”

中 ，

“

面 向 现代化
”

是
“

面 向 世界
”

与
“

面 向 未来
”

的基础 与 前提 ， 是更为 根

本性与基础性 的方面 。 没有
“

面 向 现代化
”

，

“

面 向 世界
”

与
“

面 向 未来
”

就缺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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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与根基 ；

“

面 向 世界
”

与
“

面 向 未来
”

是
“

面 向 现代化
”

的题 中 之义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自 １ ９ ８ ３ 年
“

三个面 向
”

提 出 以 来 ， 实现教育现代化逐渐受 到广泛关注 与高度重

视 ，其后发布 与实施的诸多重大改革政策 与措施 ， 都对此作 了 安排 与部署 。 进人

新 时代 ， 党 中 央更是从 国 家发展全局 的 战 略高 度来 规划 与部署教育现代化 。 党

的 十九大旗 帜鲜 明 地指 出 ， 要
“

加快教育现代化 ， 办好人 民满意 的教育
”

。
２ ０ １ ９ 年

中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印发 的 《 中 国教育现代化 ２ ０ ３ ５ 》对教育现代化做 出 了 顶层设计 、

系统谋划与 战 略部署 ， 为建设教育强 国 和 实现 中 华 民族伟 大复兴夯实 了 战 略根

基 、 明 确 了 行动框架 、 打牢 了 行 动基础 。 甚 至 可 以 说 ， 推进教育现代化尤其是 高

等教育现代化 ， 是改革开放 以 来我 国 高 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 的 一 贯 主题与 核心 主

线 ， 并逐渐上升为 国 家意志 与 国 家战略 ， 也成 为新 时代我 国 高 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

的重要 战 略任务与基本价值取 向 。 正是 由 于推进 高 等教育现代化具有 如此重要

的作用 与意义 ， 在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过程 中 ， 才要始终坚持实现 高 等教

育现代化 的价值取 向 。 坚持现代化 的价值取 向 ， 要着 力 解决 以 下几方面 问题 ； 首

先 ， 要 以 新发展理念为根本遵循 ， 大力 调 整 高 等教育发展方式转 变 ， 实现 高 等教

育实现 内 涵式发展 ， 推进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理体 系 与 治 理能 力 现代化 ； 其次 ， 要着

力 破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 中 的 矛盾 与 问 题 ， 尤其是高 等教育 与社会主义 现

代化建设不适应 的 问题 ， 高等教育改革与 高 等教育发展规律不符合 的 问 题 ， 高 等

教育改革与现代化价值取 向 相违背 的 问题 ；
再次 ， 需要加强 与 完 善规划 、 政策 、 资

金 以 及信息等方面 的服务体 系 ， 切 实落实与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的 战 略地位 ， 夯实

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物质与服务根基 ； 最后 ， 构建与 完 善高 等教育现代化考核评价

指标体 系 ， 扭转
“

唯指标
”

论 的
“

数字化
” ？建设倾 向 ， 回 归 高 等教育立德树人 的初

心与使命 。

三、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的主要任务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是一项 复杂 的 系 统工程 ， 涉及 多个主体 、 多 个

层 面 以 及 多个维度 的 问题 。 我们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所有 问题 ， 只需要抓主要矛盾 和矛盾 的 主要方面 即 可 。 也就是说 ， 加强 省 级政

府高等教育统筹 ， 应致力 于完成 以 下几项主要任务 。

（Ｄ林 杰 ． 论世界 一 流 大 学 建设 的 数 字 化 崇 拜 意 蕴 、 危 害 、 根 由 及 匡 正 ［ Ｊ ］ ． 研 究 生 教 育 研

究
，
２ ０ １ ９ （ ３ ） ：

７ １ ７ ７ ．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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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实现省域高等教育 内 涵式发展

推动与实现高等教育 内 涵 式发展 ， 是提高 高 等教育 质量 与 建设高 等教育强

国 的基础 与前提 。 进人新时代 ， 加强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必须 以 新发展理论

为根本遵循 ， 贯彻 与 践行新发展理念 ， 如 此 才能推 动 与 实现 高 等教育 内 涵 式发

展 。

“

创新 、协调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的 五大发展理念 ， 是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

统筹 的理念体 系 与方 向 引 领 ， 也是实现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改革 目 标 的根本

路径与核心依据 。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是实现高 等教育 内 涵式发展 、 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 的重要 战 略举措 ， 是推进高 等教育现代化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一项复杂 的 系统工程 ， 必须 以 习 近平新 时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行动指南 ， 尤其应 以 创新 、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的 五 大发展理念 为指 导

思想与基本理念 。 崇 尚 创新是加 强 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 根本动 力 ， 这就要

求 以 创新理念 、创新思维指导与 引 领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尊重 省级政府在管

理高等教育方面 的优势和 能力 ， 创新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 激发 和调 动基层行动者

的创新活力 ｒ注重协调是加强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的 内 在要求 ， 这就要求 以 协

调理念 、协调思维指导与 引 领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充分认识与理解 高 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 的 系统性与复杂性 ， 摒弃单 向 线性思 维 和
“

打补 丁式
”

的 改革方式 ， 协

调各类型各层次各 区域高等教育 ， 形成整体合力 与 系 统优势 ； 倡 导绿色是加强 省

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的必然选择 ， 倡导绿色实 际上就是倡 导可 持续发展理念 ， 这

就要求 以 可持续发展理念 、 可持续发展思 维指导 与 引 领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也就是要尊重与遵循高 等教育发展 的 内 在规律 ， 时 时处处按 高 等教育发展 的 内

在规律办事 ， 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 如此才能保持高 等教育 系 统拥有 持续而持久

的活力 与竞争力 ； 厚植开放是加强省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的必 由 之路 ， 也就是要

促进与推动 高等教育 区域之 间互学互鉴 、 取 长补短 、 交流合作 、 合理分工 ， 从形成

全 国
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有 机统一 的 良好局 面 ； 推进共享是加 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

教育统筹 的本质体现 ， 也就是要 以 办人 民满意 的教育 为根本追求 ， 以 满足人 民对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的 向往与追求为奋斗方 向 ， 以 实现人 的 全 面发展 为 最终 目 的 。

众所周 知 ， 改革开放 以 来我 国 高等教育取得 了 举世瞩 目 的傲人成绩 ， 即将进人世

所公认 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 阶段 。 然 而 ，

一些深层次 问 题与 矛 盾也被规模 的

迅速扩张掩盖 ， 甚至可 以 说规模扩张 的 内 在逻辑依然是外 延 式发展 的 结果 。 正

如 习 近平指 出 的那样 ，

“

规模扩 张并不 意 味着 质量 和效益增 长 ， 走 内 涵 式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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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我 国 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 由 之路
” ？

。 尽 管 自 ２ ０ ０ ７ 年 国 务 院根据 高 等教育发

展 的现实情况 ， 做 出 了 高等教育进人 内 涵式发展 阶段 的重大判 断 ， 此后亦 出 台 了

一

系 列政策措施推进 内 涵式发展 ， 但成效并不 如 意 ， 高 等教育 质量有 待 提高 、 高

等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 高等教育公平有待提升 、 高 等教育结构 有待优化 。 在新 时

代背景下 ， 要牢 固 树立 新发展理念 的 根本指 导地位 ， 以
“

双
一 流

”

建设 为 战 略支

撑 ， 以 构建高水平人 才培 养 体 系 为 重要抓手 ， 以 高 水 平 师资 队伍建设 为基 础 动

力 ，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使命与重要任务 ， 推动 与实现省域高等教育 内 涵式发展 。

（
二

） 推进省域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要 以 加快推进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 理能 力 与 治 理

体 系现代化为基本抓手 与重要途径 。 推进 与 实现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 是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的基础 ，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与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等教育统筹之 间 ， 只有实现 同 向 同 行 、 同 频共振 ，
二者 目 标才能实现 。 然而 ， 推

进与实现省域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 同 样是一个复杂性 、 长期性 、 系 统性 的 过程 ，

既非朝夕 之功 ，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 如果从治理 的 角 度来看 ， 推进 省 域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解决 以 下几个核心 问题 。 第一 ， 明 确 大学法人地位 ， 推 动 大学

自 主办学 。 大学 自 主办学 问题 的实质 ， 就是要解决政府与 大学之 间 的关 系 问 题 ，

而该 问题却是我 国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 的
“

老大难
”

问 题 ， 时 至今 日 依然未 能

得 到有效解决 。 然而 ， 推动 大学 自 主 办学 ， 既是提高 高 等教育 质量 的 根基 ， 也是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 的基础 。 令人遗憾 的是 ， 从 已 有 的研究来看 ， 当 前社会各界似

乎并没有充分地认识 到 大学 自 主办学 的 价值与 意 义 ， 在推进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

统筹改革和推进省域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 中 也没有 给予大学 自 主办学应有

的关注 与重视 。 在新一轮 的改革过程 中 ， 必须高度重视大学 自 主办学 问 题 ， 并致

力 于实现大学 自 主办学 。 第二 ，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 完 善社会组织参 与 高 等

教育治理机制 。 社会与 高 等教育之 间 的 关 系 问 题 ， 历来 是我 国 高 等教育 改革 的

关键 问题之一 。 推进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 离不 开社会组织 的有效参 与 和

大力 支持 。 改革开放政策 的 实施与推进 ， 打破 了 社会与 高 等教育之 间 的 隔绝状

态 ， 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提供广 阔 的 空 间 。 尤其是进人新 时代 以 来 ， 国 家

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 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过程 中 的作用 ，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重要措

施 ， 对此做 出 安排与部署 。 然 而 ， 在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 理现代化 过程 中 ， 长 期存在

？习 近 平 ． 在 北 京 大 学 师 生 座谈会 上 的 讲话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８ ０ ５ ０ ３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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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 、参与渠道不畅 以 及参与机制 不顺等现实 问 题 ， 又加之社

会组织 自 身 的参与能力较弱 、参与意识不强 、权威性不够 、 公正性不足等 内 在 ， 共

同 制 约着社会组织有序参与高等教育治理 。 因 此 ， 在新一轮改革过程 中 ， 要大力

提升社会组织参与能力 、 树立社会组织权威 ， 完 善社会组织 参 与 机制 ， 营造社会

组织参与高等教育治 理 的 良 好生态 。 第 三 ， 转 变 省级政府 职能 ， 调 整 治 理方式 。

省级政府既是高等教育 省 级统筹 的 重要主体 ， 也是 省 域高 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的

核心 ，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统领性 与关键性作用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改

革 ， 已经 明 确 了 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中 的地位与作用 ， 但并没有涉及 省

级政府职能及其治理方式 问 题 。 在新 时代 背景下 ， 推进 省 域 高 等教育 治 理现代

化 ，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 强调省级政府 的顶层设计 、 战 略规划 、 政府 引 导 以 及监督

服务等职能 ， 同 时要调整 省 级政府 治理方式 ， 实现从微观管理走 向 宏 观管理 ， 从

直接管理走 向 间接管理 ， 从依赖行政命令管理走 向 依法依规管理 ， 从 自 上而下走

向 上下联动 、 相互贯通 。 否 则 ， 加强 省 级政府 高 等教育统筹 ， 对高 等教育 或 曰 大

学而言 ， 很可能只是换 了
一个

“

婆婆
”

， 而难 以 解决 实质 问 题 ， 当 然也难 以 实现 高

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和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的 目 标 。

（
三

） 推动高等教育 与经济社会协 同发展

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 ， 必须推 动 高 等教育 与经济社会协 同 发展 ， 这是

由 高等教育 的 战 略地位与本质属性决定 的 。 高 等教育作 为思想之源 、 知识之源 、

智 力 之源 以 及人才之源 ， 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 战 略基 础 和根本支撑 。 尤其是在 知

识经济时代 ， 经济社会发展
“

对高 等教育需要 比 以 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 迫切 。

” ？客

观来说 ， 高等教育逐 渐从社会 边 缘走 到社会 中 心 ， 已 深人 到 社会生 活 的 方方 面

面 ， 其影 响 已 无处不在 、 无 时不有 。 高 等教育在新 的 历史条件 ， 在经历 了 从社会

边缘走 向社会 中 心 的历史性深刻 变革之后 ， 正在发生 着走 向 人类社会发展前沿

并逐渐引 领人类社会发展 的新 的伟大变革 。 就我 国 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历史进

程而言 ， 无论是 中 国共产党新时代 的治 国 理政 ， 还是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还是 中 国提 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 体 的伟 大号 召 ， 高 等教育 既责无旁贷 ， 又

大有可 为 。 正如 习 近平 同 志深刻指 出 的那样 ，

“

我 国 高 等教育发展方式要 同 我 国

发展 的现实 目 标和未来方 向 紧密联 系在一起 ， 为人 民 服务 ， 为 中 国 共产党 治 国 理

政服务 ， 为巩 固 和发展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服务 ， 为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

？习 近 平 ． 同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师 生 代表座 谈会 上 的讲话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４ ０ ９ １ ０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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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服务 。

” ？
由 此可见 ， 在新 的 时代背景下 ， 中 国 高 等教育将 面 临更高 的要求 、

更新 的任务 ，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也将 面 临更大 的挑 战 与压力 。 当 前 ， 推动 省

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 必须关注 与 重视经济社会发展 的 新形势 、 新 变化 、 新

任务 ，并将经济社会发展 的 巨 大需求有效地转化 为 高 等教育发展 的 内 在 动 力 ， 形

成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 同 向 同 行 、 同 频共振 。 在此需 要特别 指 出 的

是 ， 统筹推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 同 发展 ， 必须处理好统筹服务 国 家发展

与地方发展之 间 的关 系 。 尤其是在
“

放管 服
”

改革 背景下 ， 伴 随权力 下 放 的 同 时

责任也在下移 ， 在地方管理为主 的宏观改革 背景下 ， 处理好服务 国 家发展 与 服务

地方发展之 间 的关系 ， 显得更为 迫切 与 紧要 。 实 际上 ， 服务 国 家发展是高 等教育

的 战 略 目 标 ， 服务地方发展是高等教育 的 战 略基点 。 只有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 ，

才能更有效地服务 国 家发展 。 然而 ， 在加强 省 级政府 高等教育统筹改革 的 同 时 ，

现有绩效观 、政绩观 以 及发展观并未做 出 有效调整 与优化 ， 由 此地方政府就存在

政绩 冲 动 的 可能 ， 从而只重视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发展 的价值与成效 ， 而相对忽 视

高等教育服务 国 家发展 的责任与作用 。 因 而 ， 加强 省 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 ， 需要

在制度设计上对此进行统筹安排与考虑 ， 破 除制 度诱 因 ， 为 实现服务 国 家发展与

服务地方发展 的有机统一构建 良好制度生态 。

ＡＳ ｔｕｄｙｏｎｔｈ ｅＰ ｒｏｖ ｉｎ ｃ ｉａ 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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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ｏ ｆ Ｈ ｉ

ｇ
ｈ ｅｒＥ ｄｕ ｃ ａ ｔ ｉ ｏｎ

，

Ｌ ｉ ａｏｎ ｉ ｎ
ｇ
Ｕｎ ｉ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Ｓｈ ｅｎｙａｎ ｇ ，

Ｌ ｉ ａｏｎ ｉ ｎ
ｇ ，

１ １ ０ １ ３ ６
，

Ｃｈ ｉｎ ａ
）

Ａ ｂ ｓ ｔｒ ａｃ ｔ
： Ｔｏ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ｇ

ｏｖ ｅｍｍ ｅｎｆ ｓｏ ｖ ｅｒａ ｌ ｌ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ｏ ｆ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ｃ ｏ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ｅ ｓｔｈｅｓ 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ｃｄｅｐ ｌｏ
ｙ
ｍ ｅｎｔｏ 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ｏ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 ｒｍｏ ｆ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ｔｈｅ

ｂ ａ ｓ ｉ ｃｃ ｏｎｔｅｎｔｏ ｆ  ｉｍｐ
ｒｏ ｖ ｉｎ

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 ｒｍｏ ｆ 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ｔｓ

ｙ
ｓｔｅｍ

，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
ｏ ｒｔａｎｔ

ｐ
ａｔｈ ｔｏ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ｔｈｅｍｏ ｄｅｒｎ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ｈ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ｇ
ｏ ｖ ｅｒｎａｎｃ ｅ 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Ｔｈｕ ｓ

，
ｉｔ ｉ ｓａｃ ｏｍｐ

ｒｅ
－

① 习 近 平 ．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７ 曰 在 全 国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 ［： ８／ ０ １ ． ］ ． ［ ２ ０ １ ９ ０ ４

０ ９ ］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
ｘ ｉ ｎ ｈ ｕ ａ ｎ ｃ ｔ ． ｃ ｏｍ ／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 １ ６ １ ２ ／ ０ ８ ／ ｃ ｌ  １ ２ ０ ０ ８ ２ ５ ７ ７ ． ｈ ｔｍ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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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 ｓ ｉｖ ｅ ｌ
ｙ

ｓ
ｙ

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ｔｏｓ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ｔｈｅｐ 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ｇ

ｏ ｖｅｒｎｍ ｅｎｔ＾ｈ ｉ
ｇ
ｈｅ 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ｏ ｖ ｅｒａ ｌ ｌ

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 ，

ｗｈ ｉｃｈ ｉｎｖｏ ｌｖ ｅ ｓａｖａｒ ｉｅｔ
ｙ

ｏ ｆ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
，

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ｖ ａ ｌｕｅ ｓａｎｄ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ｔａ ｓｋ ｓ
，

ａｎｄｓｈｏｕ ｌｄｂｅ

ｓ ｅ ｌｅｃ ｔｅｄａｎｄａｄｈｅ ｒｅｄｔｏ ｉｎｔｈｅｓ
ｐ
ｅｃ ｉｆｉ ｃｐ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 ． Ｗ ｉｔｈｔｈ ｉ ｓｉｎｍ ｉｎｄ

，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 ｃ ｅ ｓ ｓｏ ｆ

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 ｉｎ
ｇ

ｔｈｅ
ｐ

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
ｇ

ｏ ｖｅｒｎｍ ｅｎｔ＾ｏ ｖ ｅｒａ ｌ ｌ
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
ｏ ｆ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ｗｅｓｈｏｕ ｌｄｄｏａ ｓ

ｆｏ ｌ ｌｏｗ ｓ ： ｆｉｒ ｓ ｔ ｌ
ｙ ，

ｉｔ ｉ ｓｒｅｃ ｏｍｍ ｅｎｄｅｄｔｏ
ｐ

ｅ ｒ ｓ ｉ ｓ ｔｔｈｅｂ ａ ｓ ｉｃ
ｐ

ｒ ｉｎｃ ｉｐ ｌｅ ｓｏ ｆｏ ｖ ｅｒａ ｌ ｌ
ｐ ｌａｎｎ ｉｎ

ｇ
ａｃ ｃ ｏ ｒｄ ｉｎ

ｇ
ｔｏ

ｌａｗ
，

ａｄ
ｊ
ｕ ｓｔ ｉｎ

ｇ
ｍ ｅａ ｓｕｒｅ ｓｔｏ ｌｏ ｃ ａ ｌｃ ｏｎｄ ｉ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ｃ ｏ ｏｐ

ｅ ｒａｔｅｗ ｉ ｔｈｅａｃｈｏ ｔｈｅｒ
； 

ｓｅｃ ｏｎｄ ｌ
ｙ ，

ｉ ｔ ｉ ｓａｄｖ ｉ ｓｅｄ ｔｏ

ｆｏ ｌ ｌｏｗ ｔｈｅｂａ ｓ ｉｃｖａ ｌｕｅｏ ｒ 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 ｆ
ｐ

ｅｏ
ｐ ｌｅ

－

ｏ ｒ ｉｅｎｔｅｄ
，
ｆａ ｉｒａｎｄ

 ｊ
ｕ ｓ ｔ

，
ｍｏ ｄｅｍ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 ｏｏｎ

；

ｔｈ ｉｒｄ ｌ
ｙ ，

ｉ ｔ ｉ ｓｓｕ
ｇ ｇ

ｅ ｓ ｔｅｄｔｏｂ ｅｃ ｏｍｍ 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ｅ 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ｃ ｏｎｎｏ ｔａｔ ｉｏｎｄｅｖ ｅ ｌｏｐ
ｍ ｅｎｔｏ ｆ

ｐ
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

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ｔｈｅ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ｍｏｄｅ ｒ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ｐ

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ｈ ｉ
ｇ
ｈｅ 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ｇ
ｏ 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

ａｎｄｔｈｅ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ｃ ｏ ｏｒｄ 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 ｅｎｔｏ ｆ 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ｃ ｏｎｏｍ

ｙ
ａｎｄｓ ｏ ｃ ｉｅｔ

ｙ

Ｔａ ｓｋ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 ｖ ｉｎｃ ｉａ ｌｇ ｏ 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ｏ ｖ ｅｒａ ｌ ｌｐ ｌａｎｎｉｎ

ｇｏ ｆ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ｂ ａ ｓ ｉｃｐｒ ｉｎｃ ｉｐ ｌｅ ｓ

；

ｖ ａ ｌｕｅｏｒ ｉ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

ｍａ ｉｎｔａ ｓｋ ｓ

３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