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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略规划是一种带全局性的总体发展规划，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大学管理手段。阐述了战略规 

划的基本内涵，提出我军院校面对新军事变革挑战、改进规划工作现状、实现院校内涵发展都需要制定战略规 

划，分析了制定战略规划的环境以及战略规划的内容体系，提出了军校制定战略规划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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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ategic plan is an overall developmental plan ．It is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means of modem 

univers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strategic plan．Th e military academies are tO meet the new military 

revolution，improve the planning status，and achieve development，which needs strategic planning．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nd the content system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military academy；strategic planning；formulate 

在军事教育研究中，对军校战略的研究有两种典型的 

界定：一种界定在宏观领域，关注的是军校教育整体规划、 

大政方针等，它是整个军事院校系统的顶层设计；另一种 

界定在微观领域，是 以单所军校为研究对象 ，重点关注的 

是单所院校的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等内部办学 

问题，其 目的是理清办学思路，主动适应，与时俱进。本 

文研究的是单所军校的战略规划问题。当前正处我军战略 

转型关键时期，院校如何在战略转型中以特色求发展，成 

为院校必须解答的重大命题。战略规划是针对院校长远发 

展所进行的系统设计，它以充分认清院校面临的环境和自 

身条件为基础，用战略目标引导发展，用战略措施驾驭办 

学，是我军院校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 

军校战略规划制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 战略规划的基本内涵 

战略规划是 20世纪 6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管 

理方法，最早运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随着这一管理方法 

在工商业领域的成功，战略规划逐渐被引入公共和非营利 

部门。6o年代后期，发达国家高校引入战略规划，使学校 

逐步走上了理性发展的道路。1983年乔治 ·凯勒发表了 

《学术战略：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管理革命》后，高校战略规 

划研究在美英等国高等学校长期规划管理中得到了长足发 

展。我国高校推进发展战略规划经历了 “八五”、 “九五” 

期间的初步探索，自2000年部分高校开始制定和实施发展 

战略规划 ，“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规划工作已在全国各 

高校中全面铺开。⋯ 

那么何为院校战略规划呢?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 

许多学者都对院校战略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著 

名管理学家彼得 ·德鲁克指出：“战略规划是试 图探索明天 

新的各种不同的机会 ，它从远视角出发试图从根本上改变 

组织。”-2 彼得森认为大学战略规划的首要目的是帮助高等 

学校适应经常变化的社会环境，同时为高等学校的未来制 

定可行的规划，并根据变化了的形式调整规划。国内学者 

的基本观点是：大学战略规划是指在科学分析我国现代化 

建设大局、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结合大学自 

身的实际情况，对关系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系 

统的策划以及制定全面解释和回答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 

学”、“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总体解决 

方案。 

在院校战略规划的功效方面，通过对世界著名院校的 

历史研究和广泛的文献分析，学者们认为战略规划是一种 

重要的现代大学管理手段，是世界各国许多新兴大学在短 

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知名大学的 “灵丹妙药”，是很 

多传统大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保持旺盛生命力、维护其一 

流大学地位的 “秘密武器”。别敦荣教授将战略规划对一所 

院校的实际意义总结为：它使大学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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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工作的依据。 

二、军校制定战略规划的必要性分析 

(一)新军事变革要求每所院校必须研究自身的发展战 

略问题 

进入 21世纪以来 ，世界战略格局复杂多变 ，科学技术 

迅猛发展，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信息化特征日趋明显， 

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发展军事高科技，加 

速实现军队现代化，谋求未来军事斗争的战略主动地位。 

为适应和促进军事战略转型，各国都非常重视军队院校教 

育 ，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军校宏观发展战略、院校 

教育转型；另一方面各军事院校也纷纷对自身的发展战略 

问题进行研究，谋划未来 自身的发展问题，以更好地适应 

新的作战形态对院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未来十年，是我军院校建设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机遇 

期 ，我军战略转型，关键在人的转型。应对我军战略转型的 

挑战，军队院校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军队院校有对军队建 

设和战争服务的天然职责，如何面向战场成功办学，如何在 

军事战略转型中以特色求发展，成为院校必须解答的重大命 

题。院校战略规划是针对院校长远发展所进行的系统设计， 

它以充分认清院校面临的环境和自身条件为基础，树立战略 

思维和战略眼光，不但考虑了院校发展的近期需要 ，而且考 

虑了院校发展的长远定位，既有助于我军院校的教育转型， 

更是军队院校适应新军事变革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我军院校发展规划工作现状需要对其反思和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条例》规定军事院校院 

(校)长要履行制定院校发展规划的职责。《军队院校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 (2000年_2010年)》和 《军队院校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 (2011—2020)》都对院校发展规划的制定 

与实施有明确的要求。因此从形式上说，我军院校一般都 

制定过或制定了发展规划，但从效果来看，却差强人意， 

院校在院校发展规划制定中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没有明确 

的办学思路，也就形成不了清晰的发展战略；有的没有进 

行仿真建模，也缺乏定量分析，缺少实证基础；还有的特 

色不鲜明，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些问题都制约和影响 

了军队院校办学水平的提高。_4 

究其原因，是复杂、多方面、多因素的。既有军校管 

理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传统与习惯的原因，但最核心的 

还是观念以及规划本身的原因。从规划的制定来讲，大都 

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很多规划都是出自参谋、秘 

书之手，缺乏对学校面临形势的研究，看不到战争形态变 

化和军队建设为学校发展提供的机遇，看不到学校在军校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竞争与挑战，看不到学校的优势 

和不敢正视的困难和深层次问题 ，不研究学校的未来 ，提 

出的发展 目标和措施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综上 

所述，我军院校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现状需要我们对其理 

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地反思和改进。 

(三)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后实现院校的内涵发展需要 

战略规划 

经过多年的发展改革，我军院校已具有一定的办学自 

主权。主要表现在：(1)管理体制由 “刚性”向 “多元” 

转变。军队院校的决策权属于军委总部和军 (兵)种，但 

在办学权上，军委总部只施行宏观干预以把握院校建设方 

向，院校 自身有很大的行政空间。军队院校教育方针和条 

例均明确鼓励院校培育和强化办学特色，建立凝练办学传 

统、体现育人特色、反映独特风格的军校校规。 (2)办学 

环境由 “封闭”向 “开放”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 

息技术的发展，军队院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不断呈现 

融合发展的趋势，军队院校在遵守军队教育方针下，可以 

根据教学科研需要与军内外、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实现 

联合办学、开放办学。(3)教学科研上由 “统管”向 “自 

主”转变。新的 《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我军 

院校的自主管理和创新发展提供了保证，目前军事教育改 

革的重心已由宏观调整转移到院校内涵建设上，院校亦应 

顺时而动，制定并实施科学的战略规划，力争办出一流的 

院校教育。 

三、军校制定战略规划的环境分析 

院校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军队的发展以及 自身的办学 

资源和条件。因此制定院校战略规划首先要对院校发展的 

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办学条件进行分析，找出自己的优势和 

弱势，明确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军校的任何外部机会或威胁都是相对于其内部的优势 

和弱势而言的，只有在分析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分析其内部 

条件，才能做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校发展的外部 

环境主要包括政策、军事、经济、文化等，政策环境主要 

指军事战略、建军方略等大政方针，决定院校建设的办学 

方向、编制体制、法规制度等；军事环境主要指军事需求， 

包括战争准备、部队反映、新军事技术发展、作战训练与 

部队建设需求等，决定院校的培训规模、培训方式及学科 

专业的发展方向与培训内容等；经济环境主要指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军费开支等，决定院校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源 

基础、经费投入、装备保障等；文化环境主要指发展理念、 

文化特色等，它是影响军校发展的深层内在因素。军校内 

部环境分析，主要是指对军校内部资源状况及资源管理能 

力进行评估。每所军校都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使用这些资 

源以满足需要的能力，从这层意义上说 ，每所军队院校都 

是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军队院校占有资源的差异性和利 

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因此 ，军校内部环境分析主要是对军校拥有资源和管理能 

力的分析。 

资源状况分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学科专业资源、财务资源和教保资源。人 

力资源是指学校所拥有的师资水平和管理人员的水平，其 

变量可以是高职比例、博士学位比例、年龄结构以及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或军队级专家占有情况等；学科专业资源 

主要是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是否和新军事变革、军队信息 

化建设、部队岗位需要相结合，学科专业的建设水平、科 

研成果、课题获奖等情况；财务资源主要指院校办学经费 

总量，主要有军费拨款、专项经费、科研经费、地方政府 

和企业资助等 ；教保资源主要指军校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所必需的物质性资源，如土地、房产、教学科研设备、图 

书资料、办公设施等。无形资源主要包扩学校声誉、办学 

特色、关系资源等，学校声誉是指学校在学风、学术 (教 

学科研)、毕业生、品牌学科专业等在社会和部队的认可 

度；办学特色是一所院校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办学风格或优 

良特点；关系资源是指院校校与上级机关、兄弟院校、地 

方政府、校友、企业、科研单位等校外组织和个人保持良 

好的关系。 

资源管理能力分析主要包括对军校获取、使用、协调 

各类资源的能力进行评估，其在本质上是对军校所拥有 的 

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领导力及执行力进行分析。随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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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变革如火如荼地展开，军队院校与战争的依存度愈来 

愈高，与部队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与社会的关联愈来愈强， 

军队院校的管理愈来愈复杂 ，军校的资源管理能力越来越 

重要，已成为军队院校成功办学的重要因素。 

四、军校制定战略规划的内容体系 

军校战略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学思想、办学定位、 

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和战略选择等。 

(一)办学思想 

思想决定行动，办学思想集中体现了办学者对院校的 

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既是长期积淀而成，又代表着时代 

发展特征，并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认识与共同追求，是院 

校建设和发展的灵魂，也是确定战略目标、重点、措施和 

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确定的办学指 

导思想是 “育人为本、三足鼎立”，就是以培养高素质创造 

性人才为根本，促进教学、科研、产业协调发展。装甲兵 

工程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是 “秉承军工传统，服务陆军建 

设，紧贴装备育人”，既有历史积淀，又有办学指向和目标 

牵引。 

(二)院校定位 

军队院校的定位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军队院校在 

整个军队大系统中的定位，与部队相比是 “军中之校”，与 

地方院校相比是 “校中之军”，因此既要服从高等教育的普 

遍规律，也要服从军事斗争的特殊要求 ；其次是一所军校 

在整个军事教育系统中的定位 ，主要体现在办学类型、办 

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三个方面，要体现分层办学、特色发展 

的思想，不能片面求高求同；第三是院校内部各要素在院 

校发展中的定位，主要体现在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规格、 

学科布局、服务面向、管理模式等。 

(三)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是战略规划的核心，确定发展Et标就是要给 

学校的发展定位，要把学校办成什么模式，什么水平。内 

容涉及办学方向、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 

办学特色等。战略目标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涵、可以 

计量的成果，有明确的责任。 

(四)发展阶段 

明确的发展步骤是制定战略规划的关键环节，也是推 

动战略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将战略规划的实施时期 

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相应地规定每个阶段所应实现的 

具体目标，实行分阶段指导。例如：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 

制定了50年发展战略规划，将50年分为前20年、3O年， 

又将前20年划分为四个五年计划，进而将事物规划又分为 

前三年，后两年。 

(五)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就是用战略思维来分析、选择学校发展的 

具体抓手。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突出重点，扬 

长避短，发挥特色，协调发展。曾经担任过加州大学 旧金 

山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先生曾说过：办大学 “一定要有重点， 

哪几个学科要重点发展，不行的要慢慢淘汰掉”，要 “ 主 

要精力、资金集中在几个最重点上”。 明智的大学及其校 

长在设法扩充资源的同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实力、 

最有希望、最能体现学术优势的方面。如霍普金斯大学特 

别厚爱医学科学 ，这是它领先世界的优势所在 ；哈佛大学 

至今在工科方面无所作为，因为这不是它的强项。 

五、军校制定战略规划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需要建立相应的机构 

制定军校战略规划需要组建相应领导和实施机构，主 

要包括：成立战略规划领导小组，负责规划制定的重要问 

题决策；成立战略规划调研组，负责规划调研、咨询、专 

家分析和规划总报告 的起草；成立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负 

责对战略规划进行全面评议，并独立提出修改意见。 

(二)需要把握规划制定的工作环节 

程序的严谨性和制定过程的民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保 

证规划的科学性。在制定院校战略规划过程中要严格把握 

五个工作环节：分别是立项决策、组织班子；采集信息、 

调查研究；形成思路、多方沟通；起草文本、反复修改； 

达成共识、决策采纳。 

(三)要充分掌握信息 

在讲求实证的时代，信息就是知识。军校制定战略规 

划必须建立在对院校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与能力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要充分把握军队院校教育的发展趋势、自身的 

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理解学校的历史传统和特定文 

化。总之，战略规划需要充分掌握信息，不能拍脑袋决策。 

(四)战略规划要保持适度弹性 

我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战略研究室主任高书 

国认为：“战略规划的核心不是丝毫不差地预测未来，而是 

要提示未来 的发展趋 势和人们 要去的方 向、目标及 方 

式。” 战略规划是一种带全局性的总体发展规划，也是基 

层教学和管理机构的工作指南，应主要立足于战略、思路、 

框架等，要保持适度的弹性，以便能够在不改变总方向的 

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而对战略规划进行调整和修改。 

(五)要重视战略规划的实施和监控 

任何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实施与监控， 

便是一纸空文。战略规划 的实施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现实 

绩效的过程，监控是战略规划有效落实的重要保证，它们 

是战略规划制定的核心 目的。因此，在院校办学实践中要 

更加重视战略规划的实施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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