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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指标体系研究
——以内江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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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  四川内江  641000

[ 摘  要 ]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指标分配是一项引领学校学科专业布局，推动学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工作。文章以内江师范学院为例，借助阐明

构建高等院校各院系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指标体系的目的意义、基本原则，详细讨论了建立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的技术和

方法，进而有效地发挥招生计划分配的杠杆调节作用，加快推进地方高校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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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从 1998 年进行扩招之后，广大地方高等院校

借助合并升级、新办本科专业、扩大办学规模等来满足高等教育的

需要。2016 年 3 月 16 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共同下达文件《有关指引一些地方普本高等院校朝着

运用型变化的推行建议》，推行建议第四条策略保证里具体提到，增

加招生计划的扶持力度，借助招生策略的存量调整、增量倾斜，扶

持试点高等院校合乎产业计划、就业水平高及贡献力度大的专业拓

展招生范围。与之同步，在《中国中长期教育试点及推进计划纲要

(2010—2020 年 )》里也具体提到，应“完备高校招生数额的匹配形

式”。当下，“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各高校以创办一流学校、一

流科目专业为计划，朝着内涵式推进途径前进。在这一大环境下，

各学校招生计划的分配，特别是校内各院系招生计划的分配对高校

顺应市场需要有着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及学校各级领导的

广泛关注。为了科学合理的分配各院系招生计划，减少招生计划分

配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构建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体系势在必行。

2 招生计划分配模型化分配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

2.1 分级实施。学校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下达的当年度本科招生

计划总数，按照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意见计算当年度应下达各二级

学院招生计划数。各二级学院分专业计划数参照本计划分配模型并

结合该学院实际情况提出。

2.2 注重协调。校内关涉这一模型初始信息的有关单位、诸二

级院校互相调节，相互配合，保证规划模型里各类指标初始信息的

详实性、快速性及精准性，保证招生计划匹配的有效性。

2.3 着眼进步。新时期师范大学使命神圣、职责巨大，一定要

谨记师范院校初心，着眼教育脱贫的现实需要，为中西部困难区域

培育大批优异师资，与之同步地方师范大学还承担着为地方经济社

会进步提供服务的担子，密切联系学校办学定位以及十三五推进计

划，招生计划分配要稳定师范类专业、长线专业招生规模；适当倾

向新专业；适当倾向就业质量高和贡献力强的二级学院；逐步减少、

停止就业质量差和社会贡献度低的专业招生。

2.4  服从大局。对于计划分配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应以学校

整体发展为重，服从统筹安排。

3 招生计划分配模型指标体系的框架构成及实施办法

3.1 招生规划模型化匹配观测标准的设计。内江师范大学全日

制普本招生规划模型化匹配系统制约因子一级标准涵盖着师资状况、

教研计划、招生、就业，一级标准下面设立二级标准、三级标准，

标准分设正标准及负标准。各影响因子的选取和权重的设定应对学

校当前发展规划起积极引导作用。

3.2 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观测指标数据来源。涉及指标原始数

据的相关职能部门应于每年招生计划分配前，将相关数据告知招生

主管部门，为招生计划分配模型提供原始数据。

3.3 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计算基数。省教育厅下达当年招生计

划后，除去当年预留计划数（若有需要，按照四川省教育厅政策执

行预留数）以及当年少数民族预科直升人数，最后得到计算基数。

3.4 招生计划模型化分配计算主体。招生主管部门根据模型化

分配意见计算各二级学院当年招生计划数。

3.5 分专业计划的实施。各二级学院应参照指标体系中涉及影

响因子及权重，依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规范、相关专业师资及硬件

设施等，制定分专业招生计划分配办法，并经学校审定后实施。

4 招生计划分配模型指标体系的主要成效及影响

借助规划匹配测算模型，有效匹配招生规划，让规划匹配的趋

向更具体、程序更合理、结论更公正、工作更正规。运用效果及影

响重点是下列几个层面：

4.1 有效地督促校内各院系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借助招生规

划匹配模型，将“师资现状”纳进模型，指引诸院系有效强化教学

基本设施，补充教育物资，完备办学状况。

4.2 有效地指导校内各院系科学确定办学规模。借助招生规划

匹配模型，恰当有效地匹配招生规划，推动高等院校招生、培育、

就业优良循环，让诸院系更明确地意识到，借助规模确保质量、借

助质量推动就业、借助就业助推招生才属于高校提高核心竞争力的

重中之重。联系高效对诸院系费用下拨调控途径，指引各种类型的

院系依照社会需要还有本身办学能力、教学资源、办学优势在各个

层面及范畴彰显特色，将教育物资分配及院系工作着眼点统一至加

强人才培育、提高教育水平上来，朝着质量促效果，防止为拓展范

围反复设计专业、盲目发展。

4.3 有效地引导校内各院系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把“就业情况”、

“招生现状”纳进模型，让专业的社会承认度以及服务社会的水平

在招生规划匹配里得以有效彰显，切实限制了规模拓展的局面，让

院系教学根本构建及人才培育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文章在一般理论研究的前提下，借助对招生规划分配意图、主

体的研究，着重阐明了招生规划分配模型里标准系统设置的要求及

明确权重的技术及措施，自简易的拓展院系办学范围真正变化成“院

系专业内涵式”的推进形式。不同的地方院校可结合各学校当前发

展规划，选取不同的影响因子、设定不同的权重，通过招生计划分

配来引导本学校的科学发展。但如何发挥招生计划在引导学校各院

系进一步发展特色、推动省级一流学科建设的作用，将是我们进一

步努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董业军 . 我国地方高校招生计划地区分配方法初探 [M].《教

育理论与实践》，2013.

[2] 陈琳 . 基于高校招生需求的计划分配模型研究 [M].《西南大

学学报》，2015.

[3] 唐小我 . 李志刚 . 陆卫江 . 发挥招生计划杠杆调节作用促进

高等学校发展方式转变 [M].《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