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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保障工作，政策先行，政策的发展折射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内在逻辑，系统梳
理、回顾、总结最近３０年来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经验成为一项颇具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 “政策变迁”的视角，对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
政策作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从
蹒跚起步到形成较为庞大而系统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经历了酝酿、改革、创新与完善，从

“支撑型”外源保障向 “核心型”内源保障过渡，呈现 “试探性与渐进性”以及 “内聚性与强

精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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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高等教育紧随国家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历经了科教兴国、教育强国

两个宏观战略机遇期，兴起了 “新大学运动”、实

施了教育强省战略，在建设教育强国时期，先后

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现代化、 “创强争先建高

地”等战略。３０年间广东由一个高等教育相对落
后的省份，变为高校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六［１］的

教育大省。

作为大陆高等教育政策的先行区，广东高等

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教育质量保障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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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先进入政策视野，出台了多项质量保障政策，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以协同

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见

的通知》①、《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②等，初步构建起质量保障体
系。对广东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
策进行研究，解剖麻雀，见微知著，乃至可以被

他者学习、借鉴和移植，起举一反三之功效。本

文剖析的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是指广

东省政府或政府的有关部门制定的高等教育阶段

用以确定和调整质量控制、质量审核和质量评估

相关活动的行为准则，包括高等教育法、学位条

例及实施细则，评估、学位授权审核等政策，旨

在全面提高广东省高等教育质量。

一、样本来源

１９８５年被认为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起

点，同时，由于研究的限制，样本的搜集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即样本年份为 １９８５年至 ２０１５年。广东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选取遵循公开性、权威

性和全面性。公开性，即政策文本由广东省相关

部门予以公开、透明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内部传阅的不在本研究的范围内；权威性，即政

策文本由政策主体即广东省权威机构颁布；全面

性，是指政策文本能够反映一定时期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的整体面貌。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信息网、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东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

员会收录文本具有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的特

点，是比较理想的研究数据来源，另外，北大法

律信息网、北大法意、法律法规政策查询库收录

了大量的政策文本，是文本搜集的补充来源。研

究样本全部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主要有三种

渠道，如表１。

表１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获取渠道

获取渠道 检索重点 备　　注

官方网站

广东省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ｇｏｖｃｎ／
广东省教育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ｈｅｄｅｄｕｃｎ／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ｈｔｔｐ：／／ｇｄａｅｇｄｅｄｕｇｏｖｃｎ／

现行的政策
广东政府政务公开、透明，电子政府日趋成熟，多

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均可通过官方网站检索。

回溯检索

历史政策 （已废除

的相关政策）；官方

网站无法检索到的

相关政策。

考虑到部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已停止执行，同

时也有部分政策文本通过官方网站无法检索，因此

从已检索到的政策文本中的关联条款可以检索到已

停止执行或官方网站无法检索到的有关政策条件。

其他渠道 （法律法规政策网、出版物等） 补充性检索

利用北大法律信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
北大法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ｙｅｅｃｏｍ／
法律法规政策查询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ｃｏｍ／ｆａｌｖｆａｇｕｉ／
以及 《广东教育年鉴》等，进行补充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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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这些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整
体把握３０年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演变过程以
及主要特征。

二、样本处理

样本处理包括三个阶段：初步收集、整理遴

选以及数据处理。

样本的初步收集：以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为关键词，通过政府官网、回溯 （关联）检索、

法律法规政策网和公开出版物，获取广东１９８５年
—２０１５年相关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经统计，
初步收集了９２份。

样本的整理遴选：邀请 ６位专家 （分别来自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教育厅、中山大学、

广州大学和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初步收集的９２
份样本进行甄别，剔除了一些相关度不高或仅体

现政策态度的相关文本，以确保样本的准确性与

代表性，最终确定样本数量为８４份，分布构成见
表２、表３和表４。

表２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发文单位分布情况 单位：份

层次
适用对象 （省属

高校／普通高校）
发文单位 文本数量 发文单位 文本数量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各

部委及其直属机构

２／８２

中共广东省委 ５（５） 广东省人民政府 ３１（６）

广东省教育厅 ５２（１３）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１（１）

广东省财政厅 ８（８）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１（１）

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３（３）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１（１）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１（１）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２（２）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１（１）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２（２）

　　注：文本数量括号内数字为联合发文数量。

表３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联合）发布的部门数

所含部门数 发布数 （份） 占联合发布百分比 （％） 占政策文本数量百分比 （％）

１个
２个

３个或以上

６６
１６
２

－
８８８９
１１１１

７８５７
１９０５
２３８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生产具有权威聚集的特点。３０年间，单个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为６６份，
占７８５７％，以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发文为主，联合生产的政策数量为１８份，占总数的２１４３％，
并以２个部门联合为主。

表４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部门构成 单位：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９８５ １ １ － － － － － － － － － － －

１９８６ － － － － － － － － － － － － －

１９８７ － １ － － － － － － － － － － －

１９８８ － － － － － － － － － － － － －

１９８９ － １ － － － － － － － － － － －

１９９０ － － － － － － － － － － － － －

２１



　
汤建静：政策变迁视角下的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

续表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９９１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２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３ １ １ － － － － － － － － － － －

１９９４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５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６ － １ － － － － － － － － － － －

１９９７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８ － － － － － － － － － － － － －

１９９９ － １ － － － － － － － － － － －

２０００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１ － ２ － － － － － － － － － － －

２００２ － １ － － － － － － － － － － －

２００３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４ １ ３ １ － － － － － － － － － －

２００５ － １ － － － － － － － － － － －

２００６ － １ － － － － － － － － － － －

２００７ － ２ １ － － － １ － － － － － －

２００８ － １ １ － － － － － － － － － －

２００９ － － ３ － ３ － １ － １ － － － －

２０１０ － － ４ － － － １ － １ － － － －

２０１１ １ ４ ２ － － － － － － － － － －

２０１２ － ３ ４ １ １ － － － － － １ － －

２０１３ － ３ １４ － １ １ － １ － １ １ １ ２

２０１４ － － １４ － ３ － － － － － － － －

２０１５ １ ４ ７ － － － － － － － － － －

合计 ５ ３１ ５２ １ ８ １ 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注：“１”为 “中共广东省委”，“２”为 “广东省人民政府”，“３”为 “广东省教育厅”，“４”为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

员会”，“５”为 “广东省财政厅”，“６”为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７”为 “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８”为 “广

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９”为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１０”为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１１”为 “广

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１２”为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１３”为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２００４年以前，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政策
主体是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４年，
政策决策主体开始多元化，出现了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等政策决策主体。３０年间，广东省
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以发文 （包括联合发文）３１
份 （２８１８％）、５２份 （４７２７％）成为主要政策
决策主体。政府掌握着决策的垄断权力，许多重

大的政策过程，缺乏高校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成

为教育部 “内循环”的封闭系统［２］。

三、理论框架及研究变量

政策变迁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

段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调整，使政策合理化［３］。

从 “政策变迁”的视角切入，文章选取 “颁布年

度”、“适用范围”、“政策工具”和 “政策体例”四

个变量研究政策的变迁逻辑及主要特征，全面梳理广

东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分析重点及目的如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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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分析框架及分析重点、目的

分析维度及类目设置 分析重点及目的

变量 类目 重点 目的

维度一：颁布年度③ 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酝酿
期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
２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探索
期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３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创新
期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
４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完善
期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

政策发文数量及各个时

期颁布政策情况。

通过政策文本年度分析，对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的频率与密度进行具体

分析。

维度二：适用范围④ １普适型
２专一型

专一型政策与普适型政

策分布情况及两者比例。

分析适用范围，可以看出广

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针对性强弱以及对质量保障

的哪些方面更加关注。

维度三：政策工具⑤ １命令工具
２激励工具
３能力建设工具
４系统变革工具

政策采取了哪些政策工

具以及运用这些政策工

具的力度如何。

通过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哪

些政策工具的应用存在缺失

或不足，为后续出台的政策

提供参考。

维度四：政策体例 通知、意见、规定、批复或复函、

计划或规划、办法、条例、细则

和决定等

现有的政策采取了哪些

体例以及主要的体例类

型是哪些。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现有政策

约束性和可操作性的强弱。

四、结果分析

（一）颁布年度

对搜集到的广东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进行计量统计得，１９８５年以
来，广东省共颁布相关政策文本８４份，其中 “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初步探索时期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９２年）”为３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日益
深化时期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为２份、“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政策全面振兴时期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
年）”为１９份和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渐趋成

熟时期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为６０份；按年度进
行统计，１９８５年为１份，１９９３年为１份，１９９９年
为１份，２０１０年为５份，２０１５年为１１份，是１９８５
年的１１倍。政策数量最多的是２０１３年，为１７份，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３年出现了政策空白，其中，２０１２年以后，政
策数量呈较快的上升态势，如图１和图２。

图１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政策文本颁布数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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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四个历史时期政策文本分布态势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总体呈现明显上
升趋势，但也有一定的波动。某些年份政策密集，

某些年份 “政策空白”，这种政策频率、密度的不

均衡，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１９９９年，
我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

大，高校发展面临着新的规制与冲突：规模增长

较快，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

下，提高教育质量显得尤为迫切。扩招 １０年后，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数量开
始明显上升，尤其在２０１２年后，２０１３年政策数量
达到了１７份，达到历史时期的最高值，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政策数量都超过了１０份。２１世纪以前，出
现了多次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空白”年，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是以贯彻实施国家层

面的质量保障政策为主，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期间，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文本数量有了较大

幅度的上升，这与中央政府改革放权的落实以及

省政府谋求发展的自主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文本数量呈现下降的态势，２０１４年，《广东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高等学校章程建设的通知》

和 《广东省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章程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的颁布，高校进一步
制定适用于自身的大学章程，省政府在这一阶段

的质量保障政策也开始减少，政府主要是在宏观

层面上设定理念，予以宏观指导。

（二）适用范围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政
策文本，按照政策文本适用范围进行统计，结果

如表６。

表６　各个历史时期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适用范围”分布情况 单位：份

颁布时期
各个历史

时期合计

适用范围及政策文本分布情况

普适型 专一型

数量

（占百分比）

数量

（占百分比）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１９８５—１９９２ ３ ３（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２ ２（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１９ １０（５２６３） ９（４７３７％） ９ ０ 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６０ １６（２６６７％） ４４（７３３３％） ３９ ５ ０

总计 ３１（３６９０％） ５３（６３１０％） ４８ ５ ０

　　由此可知，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从以
“普适型”为主，逐步转向以 “专一型”为主，人

才培养是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重点领域。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从以 “普适型”

为主逐步转为以 “专一型”为主。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
年和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两个历史时期的广东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政策主要以 “普适型”为主，到了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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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型”（１０）和 “专一型”（９）数量相当，而
到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 “专一型”政策为４４份，
占所颁布政策文本总数的７３３３％，表明广东日益
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且针对性更强。

人才培养是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重

点领域。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和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专一型”针对的是人才培养，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
政策针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政策

分别占专一型政策的９１６７％，８３３％和０％。从
１９８５年以来，人才培养一向为质量保障的关注点，
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促进政策较多，

人才培养也从以经济发展为主转向关注学生的个

体发展。到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质量保障政策开
始关注科学研究，这也是与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

息息相关。

１９９８年，本科教学水平的评估重点是教学工
作，即人才培养，所以，１９９８年后，针对人才培
养的质量保障政策数量开始增加。伴随社会变迁、

大学文化转型、“ＧＤＰ政绩”和应因学术竞争，质
量保障政策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 “数量评价”的

科学研究。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从
“普适型”向 “专一型”转变，从关注高校的方方

面面 （包括后勤管理等）到聚焦高校的人才培养

与科学研究，可以说，３０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政策从 “支撑型”外源保障向 “核心型”内源

保障过渡，从外部走向内部，从政府评估走向自

我约束。

（三）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政策方案

只有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从而达到政策设计的理想状态［４］。政策制定者必

须理解他们自己可能采取的政策工具的范围，以

及这些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相关教育政策工具的文献中，如林小英、

侯华伟的 《教育政策工具的概念类型：对北京市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初步分析》、李津石的

《我国高等教育 “教育工程”的政策工具分析》、

黄忠敬的 《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吴

合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

演变分析》等，较多参考了麦克唐奈和艾穆尔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Ｅｌｍｏｒｅ）、施 耐 德 和 英 格 拉 姆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ｎｄＩｎｇｒａｍ）对于政策工具理想类型的
分类［５］，即将教育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

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学习工

具、系统变革工具等［６］。本研究综合各种因素，

采用的是麦克唐奈和埃尔莫尔在１９８７年提出可选
择的教育政策工具类型 （见表７）。

表７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和Ｅｌｍｏｒｅ关于政策工具的定义［７］

政策工具 主要要素 预期结果 成本 收益 例子

命令 规则 服从
发起者：强制。目标对

象：服从、避免。

个人的特定利益。社会

的分散收益。

环境规制。非歧视性的

要求。

激励
资金

（收益）

价值的生产；

短期回报。

发起者：生产、监管、

配置。生产者：管理成

本、匹配、避免。

发起者／生产者：预算
权力的增加。委托人：

收获价值。

对政府的援助款。对个人

的贷款。

能力建设
资金

（投资）

技术、能力的增

长；长期回报。

政府在短期内的启动

成本。

接受机构短期的、特定

的收益；社会长期的、

分散的收益。

基础研究。环境保护。

系统变革 权威
公共传递系统

的构成；激励

被新传递者所取代而失

去的权威。

新的传递者在权威中

获益。

教育券。去制度化。新的

提供者 （健康维护组织

ＨＭＯｓ，社区心理健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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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麦克唐奈和埃尔莫尔对于政策工具的分
类，将教育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研究搜集的广东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样本共８４份，下面将通过
Ｄｉｅｔｉｏｎ５０对其进行编码与信息抽取，采用频数统
计分析其政策工具，见表８和表９。

表８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

政策

编号
政策名称 文本性质 政策年度 政策主体 政策主题 内容编码 政策工具

００１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

省人民政府贯彻 ＜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的意见》

意见 １９８５
中共广东省

委、广东省

人民政府

综合高等教

育质量管理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系统变革工具

００２
《广东教育事业 “七

五”规划》
规划 １９８７

广东省人民

政府

综合高等教

育质量管理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命令工具

… … … … … … … …

０８３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

展２０１５年广东省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通知 ２０１５ 广东省教育厅 人才培养

８３－１
８３－２
８３－３
８３－４

激励工具

０８４
《广东省深化高校科研

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

意见 ２０１５
广东省人民

政府
科学研究

８４－１
８４－２
８４－３

命令工具

表９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情况 单位：份

政策工具类型 数量 百分比

命令工具

激励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６５
３
７
９

７７３８％
３５７％
８３３％
１０７１％

　　根据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对广东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如 “规定”、

“决定”等属于命令工具；“财政投入”等属于激

励工具；“方案”等属于能力建设工具；“改革”、

“体系”等属于系统变革工具。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
期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中，命令工具

的选择有６５份，激励工具的选择有３份，能力建
设工具的选择有 ７份，系统变革工具的选择有 ９
份。从表中可得，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政策工具选择以 “命令工具”为主，存在政策工

具使用不均衡的现象。各政策工具都有优缺点，

其作用也有所不同，如，命令工具较易实施与管

理，但由于缺乏灵活性不利于革新，能力建设工

具能鼓励创新，但是执行环节的监控与政策结果

的评估较难。因此，在选择政策工具时须根据质

量问题的属性和政策目的合理地进行选择，政策

工具类型不宜单一化，而应综合使用，并积极改

进、创新适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类型。

总体而言，政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各权

威部门在政策生产中均采用以规制为主的控制结

构。倡导是使用最少的控制方式，整个控制结构

以规制为主导并相对稳定。教育政策本质上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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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中价值的权威控制，政策文本作为官方

话语的载体具体反映了权威对价值的控制［８］。

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逐

步向 “有限政府”转型。２００９年后的政策类型结
构趋向多样化发展，但政府同时显露了政府对放

权的不适应，通过对文本的内容条目分析，发现

一些政策的分歧与抵牾，换句话说，政府正在学

习由管理走向治理的路上，难免犹豫不决，左顾

右盼，进退失据［９］。

（四）政策体例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
政策文本，按照政策体例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１０。

表１０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政策体例统计情况

排序 政策体例 数量 （份） 百分比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１ 通知 ３３ ３９２９％ 较弱

２ 意见 ２２ ２６１９％ 强

３ 规划 ７ ８３３％ 较弱

４ 方案 ４ ４７６％ 强

５ 纲要 ４ ４７６％ 弱

６ 办法 ３ ３５７％ 较强

７ 规定 ２ ２３８％ 较弱

８ 决定 ２ ２３８％ 弱

９ 章程 ２ ２３８％ 较弱

１０ 条例 １ １１９％ 强

１１ 计划 １ １１９％ 弱

１２ 细则 １ １１９％ 较弱

１３ 要点 １ １１９％ 较弱

１４ 体系 １ １１９％ 较强

　　分析的８４份政策文本中，有 “办法”、 “意

见”、“纲要”和 “计划”等１４种形式。其中，较
多采用了 “通知”、“意见”等政策体例，“通知”

为３３份 （３９２９％），意见 ２２份 （２６１９％），多
是对早期规划的补充性说明，或者对某一具体教

育领域做出相关要求与规定。

“意见”、“办法”、 “方案”等政策体例具有

较强可操作性，对实际质量保障工作有更高指导

意义。但在８４份研究样本中，广东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政策以 “意见”、“办法”和 “方案”为体例

的只有３１份，政策指导意义与可操作性相对欠缺，
具体操作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颁布相应的实施细则，

体现了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文本制定方式

的 “试探性与渐进性”。

五、研究结论

为了对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脉络进行

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

本的内容作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并加以描述，

从而对相关的政策现象做出事实判断，主要运用

历时分析，对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活动的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呈现相关特征，得出

主要结论如下。

（一）政策数量从较前的波动性 “增长”至近

５年呈现 “退减”态势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政策从蹒跚起步到形成较为庞大而系统的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经历了酝酿、改革、创新与完

善。从政策数量较前的增长态势，体现了扩招后

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退减”体现了政府

权力的让渡，通过大学章程，高校谋求自身发展，

政府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设定理念，予以宏观的

外部质量保障。

（二）政策属性从 “支撑型”外源保障向 “核

心型”内源保障过渡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政策从 “普适型”向 “专一型”转变，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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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方方面面 （包括后勤管理等）到聚焦高校

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可以说，３０年广东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从 “支撑型”外源保障向 “核

心型”内源保障过渡，从外部走向内部，从政府

评估走向自我约束。

（三）政策目标以兼顾公平，效率优先为主旨

广东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是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这是与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历史基础和发

展现状分不开的，也是由高等教育自身为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输送合格人才的功能作用所决定的。

（四）政策价值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解析从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
策文本与实践，可以看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的历史逻辑与发展理性———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

理性。从教育如何更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基

本精神展开，使其满足社会的需求，转向提出以

内涵建设为重点，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强调对个

人的成才和身心健康的重视。

（五）政策核心为评估，高校评估是质量保障

最大的政策

从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
策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无论是改革的纲领性文

件如 《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还是当前正在不断深入的 “高水

平大学建设”等实践活动，无一不渗透着评估的

思想和行为，从学科评估到学科平台建设，从师

资评估到课程、教材和教学成果的评选等，可以

说，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渗

透和弥漫着各种评估活动，高校评估是广东省３０
年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最大的政策。

（六）政策决策具有 “内聚性与强精英性”的

特点

从现实来看，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

制定基本上由省委省政府或教育厅共同完成，公

众主体基本上边缘化。

（七）政策过程强调 “试探性与渐进性”的政

治文化

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政策以 “意见”、

“办法”和 “方案”等颁布的只有３１份，政策指
导意义与可操作性相对欠缺，具体操作还要根据

实际情况颁布相应的实施细则，体现了政策制定

方式强调试探性和循序渐进性的政治文化观念。

结合以上分析，研究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

看法和观点，以供大家讨论和进一步研究。

１将文本分析时段延长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及

其决策过程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２政策文本中的权威话语，并非政策分析的唯
一话语，对决策前后和决策过程中的多元话语 （相关

利益者博弈）分析，将能更深入解释政策现象。

３作比较研究，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政策，诸如香港、台湾等地区教育质量保障制

度建设与发展，从相近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

角度，分析、借鉴邻近区域的经验与教训，以期

相互观照。

注释：

①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将协同
创新思想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

传承创新全过程。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网站《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

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２０１２－１０－
１８）［２０１７－０８－２２］．ｈｔｔｐ：／／ｚｗｇｋ．ｇｄ．ｇｏｖ．ｃｎ／００６９３９７４８／
２０１２１０／ｔ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３５１８８６．ｈｔｍｌ。

②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实行对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和分类指
导；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全面提高本专科教育质量和水平；建

立完善研究生教育创新体系；增强高等学校的自主创新和社

会服务能力。参见广东省教育厅网站《广东省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２６）［２０１７
－０８－２２］．ｈｔｔｐ：／／ｚｗｇｋ．ｇｄ．ｇｏｖ．ｃｎ／００６９４０１１６／２０１１０３／
ｔ２０１１０３２５＿１７６３８．ｈｔｍｌ。

③广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以１９８５年的《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１９９９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和 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为主要法源依据，先后经历了４个阶段，
同时以这四项政策为分水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及重点不完

全相同。发展阶段参见黄容霞论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政策６０年演变（１９４９年—２００９年）———基于历史制度主
义分析视角》，刊于《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④针对高等教育宏观层面出台的涉及高等教育质量论述的
政策界定为“普适型”，而针对高等教育质量出台的政策则

界定为“专一型”。分类维度的资料参见熊勇清、侯玲玲论

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政策的变迁及特征分析———政

策文本计量分析视角》，刊于《软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⑤根据政策工具理论，对获取的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广东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以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进行分类。参见

黄忠敬论文《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刊于《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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