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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

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拥有出海口的省区，广西地理

位置极具优势，资源禀赋在全国也极具竞争力。在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广西的高等教育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频

共振，要积极面向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对接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人才需求，发挥高等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现阶段较为重要的课题。当前，我

国已经启动迈入“教育强国”的进程，作为高等教育结构

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民办高等教育，在享有了高等教育

普及化阶段招生人数扩大的“红利”后，应转向自身的内

涵式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

寻找到自身的创造价值。本文从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广西

经济社会发展与民办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出发，进

一步探讨广西民办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策略。

经济社会发展与民办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我国的民办高校是

以城市或地方为依托而产生的，主要培养的是适应于地方

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只有在为地方发展服务中才

能寻求到更加崇高的价值。广西民办高校要想在高质量发展

格局中大有作为，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找准自身位置、挖

掘特色专业、抢占创新高地，将“数量红利”转向“提质增

效”，为自己在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得重要的位置。

（一）广西利用区位优势实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迫切

需要高等教育助力，这也为民办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有利时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是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关

键期。广西的高质量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

从机遇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革 命 深 入 发 展 ， 广 西 “ 南 向 、 北

联 、 东 融 、 西 合 ” 的 全 方 位 开 放 发 展 格 局 正 在 逐 步 显 出

成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中国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

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并成为拉

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引擎，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腹地作用推动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

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发展，国家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战略

推动广西城乡融合发展带等等。可以说，广西“一湾相挽

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在国家构建高质量

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从挑战看，我国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广西存在的问题凸显，包括产业

实力和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能源、

科技、人才等短板突出，转型升级步伐亟需加快，营商环

境和创新环境亟待优化，开放水平亟待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社会

治理等领域存在不少弱项等等。[1]

综上所述，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的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输送高质量的知识、人才，高效率地引

领和创造社会新需求。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民办高

等教育应当把机遇，找准在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体系、高

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在助力地方经济建设中寻找到自身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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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广西民办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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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民办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策略研究——以柳州工学院为研究对象”（课题编

号：2021ZJY718）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