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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联动发展机制，充分发挥教育现代化先进地区的高端引

领、辐射带动作用，快速提升区域整体教育现代化水平，

构筑起区域内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产业分工互补、基本公

共 服 务 均 等 、 城 市 功 能 相 互 配 套 对 接 的 一 体 化 发 展 新 格

局。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各类教育共同体的

建设当中，为自身内涵式发展寻求新的突破口与创新点。

2、区内的高等教育协作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减少与区内公办高校、其他民

办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与相互重叠。一方面要正视广西区

内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深度互动缺乏的现实状况，处

理好两种类型高校之间如何实现各有其长、各美其美、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问题。要统筹协调公办与民办院

校联动发展：建立公办与民办院校联动发展、协调治理的

整体规划机制；加强公办与民办院校间的会商交流与协同

合作；建立健全公办与民办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通过

资源共享推进校际合作，推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10]另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灵活自主优势，加快广西区内民

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协同机制的建成。通过民办高校的

联合发展，各校之间可构建彰显特色、优势互补的学科专

业布局结构，形成创新合作协调治理机制，建立共赢、互

利的合作关系，在避免专业设置同质化、联合培养紧缺人

才、产学研创合作、教育资源整体配置等方面实现共生发

展，这对加快推进广西区内民办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新

格局，共同构建与广西地方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

民办高等教育新体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产学研协作

民 办 高 校 的 出 现 有 地 方 市 场 发 展 的 需 求 ， 也 有 相 关

行业或产业的参与和支持，多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

位，而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一定绕不开产学研合作教育

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

径，是地方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民办高校必

须抓住自身灵活自主办学的优势，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提

升服务意识、合作意识。在共生理念下，民办高校积极为

地方提供各种教育服务，如订单式人才培养、项目式科研

合作等等。地方也在不断满足民办高校发展的各种需求，

如提供学生实践平台、提供科研资金资助等等。二者的伙

伴关系、共生关系，是实现产学研协作发展的基础。要适

应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设、广西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等需要，抓住现有和未来的

广西高等教育集聚区优势，如南宁桂林教育集聚区、柳州

大学城建设等等，布局建立诸如创新科技园区、大学科技

创新城或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合理搭建产学

研用合作教育科研实践平台。此外，民办高校还应利用自

身办学自主权的优势，将产学研融合的视野拓宽到县域经

济发展、乡村振兴建设、社区治理服务之中，通过产学研

的合作教育，培养拓宽新的教育思路、就业途径，努力使

民办高校在创新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协同发展中获得共赢。

结　语

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与广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是相互促

进、相互成就的关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持

续提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广西

民办高等教育而言亦是进入了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广西民办高校一定要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以地

方经济社会建设需求为导向，调整自身结构，优化教育模

式，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

应用型人才，促进广西高等教育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

展，为广西的经济建设贡献应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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