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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和福生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高原与大山之中，有一群人凭

借一种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一种坚定、担

当、务实的大山品质，奋力竖起一座座大厦。大厦中

一个个青年学子在刻苦攻读，把美好的幻想变为坚定

不移的志向——这似乎就是跨越发展中的云南高等教

育映像。

  喜看云南的高等教育，犹如雨后的春笋，在红土

地上拔地而起，跨越发展。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

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云南省委高校工

委、云南省教育厅带领全省各高校，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省情、奋发

图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自觉坚持协调、内涵、

特色、创新、开放、可持续等“六个发展”，主动服

务国家“桥头堡”等各项战略，主动服务云南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加强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促进了人的

全面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2003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呈贡

大学园区，2008年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省高等

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以来，全省高等教育健康快

云南高等教育映像
——云南高校画册序言

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11.0%到2012

年超过24%，基础设施、重点学科、科研平台、高水

平教师队伍“四项建设”不断加强，办学体制、管理

体制、教育教学、后勤保障“四项改革”全面深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入推进，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创建云南开放大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预见，随着

国家和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

施，随着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等工作卓有成

效地开展，云南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将会取得更加可喜

的成就。

  彩云之南，绚丽多彩，发展变化中的云南高校为

之增光添彩。这本画册是云南高校的缩影，它用一张

张真实精美的照片，形象客观地向世人全面展现了云

南近70所高校的风貌。从中可以看到奋斗与成功，看

到希望与明天。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省内外、国

内外各方面人士对云南高等教育的关心支持，也要感

谢为画册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劳的各位同志。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在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云南的高等教育一

定能够谱写出更加华美的篇章！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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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云南高等教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省情，

奋发图强，开拓创新。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7月省

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

后，有特色现代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呈现出“发展

快、重内涵、有特色、前景好”的良好景象,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全省有高校68

所，其中成人高校2所，普通高校66所。普通高校中，

本科院校29所，专科院校37所，总校数比2008年增加

了7所。有5所高职专科院校实现升本，2所本科院校由

学院更名为大学。2012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72.53

万人，比2008年增加约19.5万人，其中全日制本专科生

51.22万人，比2008年增加约14.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超过24%。终身教育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云南开放

大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办学规模增长相适的是

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全省多数高校加大了新建或改扩

建力度，特别是呈贡大学园区基本建成，入驻大学生

开放和快速发展的云南高等教育

超过11万人，嵩明、安宁省级职教园区建设也在不断

推进。

  二、教学质量得到不断提高。全省高校形成了门

类齐全、具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2012

年，全省高校共有本科专业点964个、专科专业点1637

个；有国家及部委级重点学科13个，省级重点学科173

个；18个国家及部委重点实验室，23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10个国家及部委工程研究中心，28个国家及省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成了国家-省-学校三

级“质量工程”体系。通过实施三级“质量工程”，

至2012年，全省高校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62个、

省级178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135个；国家级精品课

程36门、省级423门；国家级本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

个、省级82个。在实施省级一期“质量工程”之后，

2012年又启动了省级二期“质量工程”。

  三、科研及文化传承创新不断提升。2000年至

2012年，全省高校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6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快速发展，至2012年建成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概 述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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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67个、专业硕士学

位点68个，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0家（其中普通高校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5家，规划建设博士学位授权单位3

家，在滇科研机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5家），有硕士学

位授权单位17家（其中普通高等学校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11个，在滇科研机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6个）。高等

教育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艺术精品工程、

推动文化与旅游结合、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不断

取得新成效。

  四、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充分发挥云南地

缘、区域与资源优势，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及其他国

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2012年在云南留学的人数突破2万人，至2012年已建

立11个国际人才培养基地，在境外建立了5个孔子学

院、3个孔子课堂。全省高校中，越、老、缅、柬、

泰5个小语种的公共外语教研室达56个、重点建设专

业11门、小语种教师261人、专业学生7500人、在校大

学生达3.5万人。目前，正积极推进跨国高等教育发展

圈建设和“一园三平台”建设，在云南建设国际教育

家园、国际教育基础建设平台、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平

台、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

  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至2012年，全省高校有

教职工46792人，其中专任教师32268人。至2012年全省

高校有新世纪优秀人才37人，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含

培育)3支，省级高校科技创新团队26支、培育13支，两

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5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

名。有国家级教学名师8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2人，国家级教学团队13个，省级教学名师250

人，省级教学团队157个，省级名师工作室147个，到名

师工作室学习锻炼的省内访问学者达到93人。

  云南高等教育发展任重道远，前景广阔。我们将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按照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紧紧抓住“桥头堡”战略

实施、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等重大机遇，解

放思想，改革开放，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跨越发展，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有力的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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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呈贡校区落成典礼上作重要讲话

  2008年4月18日周济部长、秦省长等视察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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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纪恒，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李培为昆明医科大学揭牌

  2012年5月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视察云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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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高教工委书记李培视察云南大学呈贡校区22001212年1年 1月 中共云南省委常常委委 省高省高教工工委书委书记李记李培视培培 察云南大学呈贡校贡校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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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省长高峰视察云南师范大学

  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高峰副省长到云南交通职业学院呈贡新校区建设现场
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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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根据云南省部分在昆高校用地严重
不足的实际，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
将部分在昆高校从老城区整体搬迁至呈贡新区雨花
片区。

规划建设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
范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含云南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云南中医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
院、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和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9
所学校的新校区。9校校园规划建设用地16323亩，
同期规划建设的还有配套教职工住宅，规划建设用
地约2000亩（其中含部分小学、幼儿园），分为5个
住宅小区。

呈贡大学园区
Cheng Gong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远眺天水嘉园小区

建设项目按照“因校制宜、统筹规划、分批
分期推进”的工作指导方针，“政府主导、学校主
体、充分的市场运作、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基本建
设思路，通过“政府贴息、银行贷款、学校自筹、
老校区置换及后勤社会化等多渠道融资”，确保建
设项目的“现代化、生态化、信息化”，实现“三
个结合、四个确保、五个有利于”。

2005年12月27日，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主持
了部分在昆高校呈贡新校区建设奠基仪式。至此，
呈贡新校区正式开工建设。建设项目连续5年被列
为全省20个重点建设督察项目。省委、省政府成立
专门机构负责统筹协调，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挂



帅指挥，省、市主要领导多次带领有关厅局和部门人员深入工地、召开
各种专题会议，视察和研究解决问题，全力推动呈贡新校区建设。在省
级有关厅局、昆明市委、市政府和呈贡管委会的通力协作、积极支持配
合下，各建设高校及参建单位奋力拼搏、抢抓机遇、努力工作，加快推
进新校区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仅省主要领导亲自召开的现场会就多达数十次，
“不挡手、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随到随批、服务上门”成为高校新区
建设进程中省市县有关部门的特色用语和自觉行动。整个建设项目得到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也得到教育部领导的高度赞誉。

经过7年的建设，呈贡大学园区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和阶段性成
果。截至2012年9月，呈贡高校新校区建设累计已开工建设420余万平方
米，累计竣工建筑面积约370万平方米，累计已完成投资约120亿元。9所
高校均实现主体搬迁，入住学生已达11万人。教职工住宅累计已开工建
设361.94万平方米，累计已完成投资96.78亿元，2011年6月前已将1.6万余
套住宅交付教职工。

呈贡大学园区一期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崭新的大学园区已呈现在
世人面前。大学园区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办学硬件
实力，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省高校毛入学率
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过呈贡高校新校区的建设，为云南高校新增用地约16000余
亩 ， 仅 新 增 用 地 一 项 ， 就 达 2 0 0 5 年 底 项 目 建 设 前 我 省 高 校 总 用 地
32026亩的50％。新增高校校舍面积370余万平方米、高校固定资产约
120余亿元。大学园区的建设，对各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
务及科学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和硬件保证，为实现有效整合全省的高
等教育资源，有力推动云南省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深远的
社会效益。

经过7年的建设，呈贡大学园区已成为云南省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张亮
丽名片。中央领导、国家教育部、发改委等多位领导到大学园区考察指
导工作，兄弟省市的各种参观学习代表团也络绎不绝，省、市部分老领
导、省委巡视组、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也多次到呈贡大学园区参
观考察。他们都对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作出的决策表示充分的肯定和
敬佩，对大学园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

  教师住宅区

  实力锦城教师住宅区

呈贡大学园区全景呈贡大学园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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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高校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Yunnan

  云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楼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大学新会泽院   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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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全景



  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中医学院五色广场和科技信息中心大楼

  云南开放大学

高校搬迁新区加大并加快了对周边市政基础设施的需求，使
得新区城市化建设进程得以加速发展。同时，高校的布局也优化
了区域内产业布局，文化中心、智力中心的功能不断强化，辐射
文化、娱乐、休闲、商业等消费领域，对于促进新区功能的完善
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校为当地居民提供的相对固定的工
作岗位约5000个左右（保洁、服务、保安等），为促使当地居民
能够胜任这些岗位，各校均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岗前培训，促使居
民整体就业能力得到普遍提高。

截至目前，各高校已入住学生11万余人，加上各校教职员
工、项目建设外来务工人员等，仅新区雨花片区就新增常住人口
13万人左右。随着片区内各区域功能的逐步完善，大学新区所带
来的消费拉动作用也将进一步凸显。

呈贡大学园区紧紧围绕现代新昆明建设规划来进行，伴随着
昆明市行政中心的搬迁规划统筹，校区建在昆明新城的社区中，

对方便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吸引人才、提高办学水平奠定
了坚实基础。在城市总体规划和一系列统一指标的控制下，各学
校自行规划自己的校园，这样既体现了统一规划的完整性，又体
现了不同学校各自的校园文化及历史和特色，各校文化积淀得到
传承。学生宿舍根据校园功能分区的规划统筹布局，既方便了学
生的生活和学习，又为学校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教书育人、
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真正落在实处。

同期建设的教职工住宅为解决师生交流和教职工工作生活等
问题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呈贡高校新区的建设工作中，教职工住
宅问题采取“政府同期统一规划，市场化运作，通过一定政策措
施控制开发成本及价格，教师自愿购买”的方式统一考虑。在实
际操作中，按照招标方式确定开发商，要求开发商必须按照统一
规划开发，销售对象限定于各高校教职工，房价按照成本加利润
的方式确定。为上万名教职工争取到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建成的
16000多套教职工住宅，基本满足了搬迁学校广大教职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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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云南高校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Yunnan

嵩明职业教育基地是云南省、昆明市共建的全
省重点区域性职业教育中心之一，是云南省教育厅
立项批复成立的省级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区。规
划面积15.525平方公里，紧邻昆曲高速公路，距昆
明市区34公里，距昆明长水国际机场16公里，距呈
贡大学城40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立体
交通网络。

在云南省教育厅、昆明市委、市政府、嵩明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历经3年多的发展，一座职
业教育新城拔地而起。

这里海拔1900～2010米，3年前，曾是一片荒
山和疏林地。2008年1月28日，中共昆明市委九届
四次会议将安宁市、嵩明职教基地确定为昆明市重
点扶持发展的职教基地。8月21日，昆明市委、市
政府专门成立了昆明市职教基地规划建设指挥部，
力促两个职教基地建设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2008年8月28日，嵩明县委、县政府按照“小
机构、大服务，精简、高效”的原则，成立了云
南省嵩明职教基地管委会，由县委书记兼任管委
会党工委书记，县长兼任管委会主任，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指导，1名副县级领导
任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强势推进职教基地规划建
设工作。

嵩明职业教育基地
Song M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高校工委书记李培到职教基地调研

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职教基地管委会作
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县委、县政府具体
负责嵩明职教基地的发展规划、土地收储、基础设
施建设、招商引资、投融资等日常工作。在机构设
置及人员使用上给予管委会特殊而灵活的政策。

在行政审批上，县委、县政府赋予管委会县
级经济行政管理权限，确保基地管委会在特殊管理
区域内，具有较高自主权和决策权，切实提高决策
和办事效率。基地内县级行政管理职能依托县行政
审批中心，以全县各职能部门作为后台支撑，“一
条龙”服务和“一个窗口”办公。全县各级各部门
通力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对入驻基地院校，开通绿
色通道，尽量简化审批程序，严格限时办结，为学
校提供从申请到建设全过程的高效优质服务，全力
打造高效率基地。做到行政审批进入服务中心无条
件、合理审批无阻力、程序无障碍。

目前，管委会共设置两办（党政综合办公室、
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三局（规划建设局、招商
发展局、社会事务局）、一个派驻机构（综合执法
局），在职在编20人。

嵩明职教园区按照“高起点定位，全覆盖规
划，精细化设计”的思路，以建校即建城、资源共
享化、后勤社会化、运作市场化和产学研一体化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