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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经 济

现代大学作用于社会是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为主要方式，服务社会功能的强弱和对社会贡献力的大小是衡

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尺度。民族贫困地

区的地方高校如何突破客观条件的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持续

发展，彰显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价值，是摆在民族地区高校面

前的现实课题。这里，结合吉首大学的办学实践，谈谈我们的

认识与体会。

一、科学定位，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

任何一所大学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以竞争为主要

生存和发展手段的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有可能会逐步丧失。如

何确保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取决于对自身生存合理性的

准确把握。我们认为，准确把握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前提是科学

定位。科学定位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握定位的内涵，

包括学校类型、层次、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办学特色、服务

面向等方面，回答把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的问题，找准自身在高

等教育系统中的坐标；二是把握定位的依据，包括高等教育的

发展趋势、普遍性要求和学校自身实际，解决普遍性与个性结

合的问题，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三是把握定位的发展性，即

定位既立足于学校的办学历史、现实水平及影响学校发展的客

观环境等，又着眼学校和社会的未来需要，将现实性与未来发

展性有机统一，将学校发展与满足社会需要有机统一，找准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吉首大学是一所办在湘鄂渝黔四省（市）

边区、民族贫困地区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她集两个“特殊性”于

一身，一是地域的特殊性——“老少边山穷”，老——革命老区；

少——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各省（市）边远地区；山——

大山区（云贵高原东端的武陵山区）；穷——深度贫困区（全国

18个贫困片之一）。地域的特殊性使学校区位劣势与基础弱势突

出，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二是功能的特殊性，地域

的特殊性使吉首大学肩负的使命相对于其他高校而言更为特殊，

因为该区域高校数量少、层次低，而区域外高校服务功能对该

区域的辐射能力有限。吉首大学是该区域惟一的综合性大学，学

校的存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这是学校生存的客

观合理性。为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科技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的支持，是学校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这是我们对学

校生存发展合理性的基本认识。

基于上述认识和思考，我们认为，在学校发展定位上不能盲

目地模仿名牌大学，而要立足自己的实际和历史使命，找到符合

自身实际的发展之路。办学实践中我们就得出了“北大、清华要

解决的是‘卫星上天’问题，吉首大学要解决的是‘湘西老百姓

脱贫致富’问题”的朴素认识。今年来，我们根据高等教育发展

的新形势，结合自身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平民大学”的办学理

念，即将学校办成贴近普通民众、造福大众百姓的“平民大学”，

沿着这种认识，我们将学校服务面向定位为：立足湘西、面向湖

南、辐射边区、服务基层。实践证明，这种定位符合学校实际，

找准了学校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坚持科学发展，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所大学维持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必须具

有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增强办学实力

是提高学校服务社会能力的基础工程。只有学校发展了，实力增

强了，服务社会才能落到实处。

1.以扩大办学规模满足社会需求

1999年以来，我们积极配合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举

措，抢抓发展机遇。一是根据区域内经济社会需要加强专业学科

结构调整，本科专业由1999年的11个增加到45个，涵盖除军事

以外的11大学科门类，专业设置基本满足本区域内各类人才的需

求。在校学生由1999年的4907人扩大到24892人，其中全日制在

校本专科生由3054人增加到18000余人（含独立学院4000余人），

新增硕士研究生近300余人。二是加大基本办学条件建设，校园

面积由1000亩扩大到3959亩，校舍面积由11.4万 M2扩大到42

万M2，专任教师由334人增加到905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由 130

人增加到482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由2000万元增加到11335

万元，图书馆藏书由46万册增加到150余万册，办学条件有效的

保证了办学规模扩大的要求。

2.以提升办学实力强化服务功能

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办学实力，既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

要，也是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的需要。学校在高校扩招的热潮中

积极发挥民族地区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游　俊　戴林富　吉首大学

[摘　要] 如何发挥好现代大学的三大社会功能，是摆在所有高校面前的一个现实命题。特别是对于处于民族地区的地

方高校来说，找准发挥三大功能的着力点，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也是确立自身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的关

键，本文以湖南吉首大学办学实践为例，对这一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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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果断提出了要实现由规模扩张为主向内涵提升为主的战略转

移，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实施人才强校、办学条件达标和教学

改革与教学质量建设三大工程，大力推进内涵建设，努力提高

核心竞争力。通过“十五”期间的建设，综合办学实力有了较

大提升。2003年学校实现了办学层次新突破，获得了硕士学位

授予权，现有19个硕士点；专业办学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现有

8个省级重点专业和4门省级精品课程，获得国家、省级教学成

果奖15项。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获得包括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一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学术竞赛一

等奖在内的国家级奖项50项、省部级奖项115项。2006年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科研实力有了明显增强，

现有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5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各级科研立

项大幅增加，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数近五年来达到36项，

居全省高校前列。

为了使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为直接的成效，“十

五”以来，我们加强与地方的互动。如学校与湘西州共同组建了

“湘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南省猕猴桃产业化工程研

发中心”、“ 湘西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湖南西部综合开

发研究会”等。学校教师积极参与地方重大决策的研究论证，使

学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有较为全面了解，服务地方的

方向更加明确。

三、立足区域办学，形成服务特色

特色是一所学校的独特品格特征，是长期办学历史的积淀，

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的集中体现。多年来，我们坚持立足

区域、强化功能、培育特色的办学思路，喝湘西水，做湘西文章，

将学校发展融入到地方发展之中。在独特的服务空间逐渐形成自

身的办学特色。

1.培养地方各类建设人才

湘西及周边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人口综合素

质低。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湘西州人口中大学毕业生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53.8%。过去，国家为解决这一地区高素质人才奇

缺问题，采取“智力支边”、优惠升学等各种政策，但效果一直

不明显，没有形成可持续性。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强化了学校服

务地方的使命意识，积极调整学科专业发展思路，紧密结合湘西

及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大力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在应用

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上下功夫。

在加强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开办少数民族预科班，解

决少数民族考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在学校招生范围扩大的情况

下，在校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仍然达30%左右。在人

才培养方面，据湘西自治州2006年统计，分布在湘西州各条战线

的吉首大学毕业生30000余人，占全州各类高级专门人才总数的

50%以上，其中占全州各类学校教师总数的60.87％、医务人员总

数的46.9％、科级干部总数的45％和县处级干部总数的55.4 %。

因为有了吉首大学，目前湘西州人口中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吉首大学的毕业生在湘西被誉为“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永久牌”高级专门人才。

2.开发地方人文自然资源

湘西及周边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

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同时，这里自然资源蕴藏极为丰富。“十

五”以来，学校教学科研人员聚焦科研主攻方向，瞄准区域历史

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得的近500项科研课题几乎

涵盖了湘西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以区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为

重点，通过人文历史资源的发掘、整理、研究，弘扬民族传统，激

发民族自信心，并通过这些研究寻找与经济发展对接的有效途径。

一些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如本土作家沈从文研究

已成为国内外沈从文研究中心；土家语及土家语与汉语接龙教学

研究解决了纯土家语地区小学生跨语言教学的障碍，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推介；凤凰历史文化研究使该县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并

且带动了湘西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新型产业。学校老师倡导

和开展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使湘西州成为全国目前唯

一的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单位。其他如民族学、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等被各级地方政府决策所采纳。

自然科学研究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重点，取得了一批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的成果，如学校科研人员经过近十年努力培育出

来的高产优质品种——“米良一号”美味猕猴桃，被评为猕猴桃

“全国四强”之一，国家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将其作为扶贫开

发推广品种向全国推广，目前已被14个省（市）引种。猕猴桃

深度开发产品——“果王素”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被科技部等国家五部委授予“重点新产品”称号，卫生部将

其列为“保健食品”。猕猴桃的产业化带动了湘西近20万农民脱

贫致富。对湘西及周边地区资源研究提出的“三带理论”——土

壤富硒带、植物群落亚麻酸带、微生物发酵带，对于指导湘西农

作物栽培、提高农作物经济附加值和发展特色产业经济、调整产

业结构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其成果正逐步应用于湘西州的经济

建设中。

吉首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

任，立足区域、强化功能、培育特色，在履行现代大学三大功能

中确立了其他高校不可替代的地位，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肯定。朱鎔基总理称赞“吉首大学是湖南的骄傲”，曾庆红

副主席充分肯定学校在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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