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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政策与执行现状调查分析
庞仙梅

（桂林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为了解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现状，对各校转设发展

的政策、方案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据此掌握了广西独立

学院转设发展已取得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广西独立学院还需

要从品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加强转设后的建

设，不断提升独立学院转设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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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

施方案》，该文件拉开了全面推动独立学院转设的序幕。为此，

广西自治区也在近两年积极推进了独立学院的转设发展工作。以

往许多研究显示，独立学院转型发展普遍面临合法性存疑、发展

优势不明显、公益属性不清晰以及难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等

问题。独立学院转设在相关利益主体冲突、办学条件不达标、政

策法规阻碍及自主办学能力不足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为

了解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政策及其执行现状，本研究针对广西

自治区内 9 所独立学院展开调查，以分析其转设中面临的问题，

为更好地推动转设工作开展提供依据。

一、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政策调查分析

（一）独立学院发展的基本情况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特殊学校，在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20 年以前，广西拥

有 9 所独立学院。此后，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教发厅〔2020〕2 号，以下

简称《方案》），广西启动了针对 9 所独立学院的转设发展进程。

然而，这 9 所独立学院发展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除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北海学院于 2013 年停止办学外，其他学校均处于招生办学

的状态。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依托广西大学具备较好的转设发

展条件，其转设发展相对易于实现。其他还有部分独立学院办学

条件并未达到脱离母体高校独立办学的要求，因此还需要解决一

系列转设发展的难题。

（二）转设政策执行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广西共有 6 所独立学院的转设方案通过

了教育部的批复。在这些已获得批复的独立学院中，广西科技大

学鹿山学院最早于 2020 年 4 月完成了转设，转设后的学校名称为

柳州工学院，且目前已揭牌开始招生。此后，桂林理工大学博文

管理学院、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的转设

方案也先后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复。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

学院转设也取得了进展，自治区教育厅同意申报其与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北海校区合并转设为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的方案，但

目前还未获得教育部的最终批复。

二、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成效分析

教育部出台的《方案》对独立学院转设各项要求给出了十分

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对独立性、师生比、生均等方面的指

标均有硬性要求。由于独立学院转设均依据了教育部所设定的共

同指标，因此广西自治区已完成转设的独立学院均具有一些共性

特征。例如，办学规模和教育教学质量均得到了提升，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更加明确。广西独立学院在转设以后

主要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提升：

（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教育部在学校占地面积上对独立学院转设的要求是必须要拥

有 500 亩以上的土地面积，为达到该目标，各校均通过各种方式

扩大占地面积，包括学校合并或争取地方政府批准土地等。例如，

转设为南宁数字科技学院的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投入建设了

占地 2000 亩的新校区建设项目；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拟通过整

体搬迁的方式解决学校用地问题，搬迁后可获得 2200 亩的用地面

积。在学校占地面积持续扩大的同时，转设的独立学院在校生人

数也不断增加，办学规模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在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的同时，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录取分数线在持续提升。

（二）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独立学院在完成转设以后虽然无法再依托母体高校获得发展，

但也无需再支付大量的管理费给母体高校，因此节约下来的钱可

以被用于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条件，打造更强的师资力量以

及为学校教师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一些独立学院将转设后节约

的资金用于增添教学设施设备和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发展，资产总规模已与转设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专业设置能突出特色

一般来说，独立学院在转设前所设置的专业大多都以母体高

校为参照而设立，但独立学院与母体高校在师资、实力以及发展

目标上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在

转设为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以后建设了 33 个专业，其信息学科具有

明显的优势。显然，独立学院在完成转设以后，学校的办学自主

性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且所设置的专业也更能够结合自身优势和

地方需求形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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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队伍更加独立且完善

由于办学经费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且无需再支付给母体

高校管理费，因此有更多的经费用于推进学校的人才引进战略和

师资队伍建设战略。一些独立学院在转设后出台或改革了薪酬管

理的相关规定，实行绩效导向、优绩优酬等薪酬激励机制，为吸

引人才和激发人才潜能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五）特有管理体制正逐步形成

独立学院在与母体高校完成脱离后，在无法获得母体高校支

持外也具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性，因此可以更好地结合自身优势

与特点制定与本科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以某独立学院为例，

该校在转设后对已有专业进行了整合和优化，形成以信息技术为

特色的专业结构，该结构更能够适应该校的办学特色和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此相对应，该校的教学单位也重新进行了设

置，由转设前的 13 个教学单位优化成为了转设后的 11 个教学单位，

职能部门由转设前的 23 个精简为了转设后的 11 个，从而使得校

内机构获得极大地精简。

三、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后存在的问题分析

独立学院在完成转设的过程因为其环境、资源和结构的变化，

其发展也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在转设后广西许多独

立学院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随着转设后独立学院的持续

发展，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例如，许多学校的品牌效益未能够

及时形成，且师资建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管理体系仍需完善，

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一）品牌建设方面的问题

拥有优质的品牌将为高校发展带来极大的好处，在拥有了优

质的品牌以后，独立学院就可以凭借学校的品牌吸引更多、更优

质的生源前来就读，且也能够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前来任教，通过

创造更浓的学术氛围和提供更优的福利待遇，品牌的建立和提升

可以帮助高校实现良性发展。然而，品牌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在失去了母体高校品牌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学院在转设后要花费

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积淀和形成自身的品牌效应。从调查来看，

广西一些独立学院在完成转设以后，由于无法再使用母体高校的

品牌，而自身的品牌又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其转设后的招生遇到

了一定的困境。

（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

转设后独立学院由于无法再获得母体高校的支持，再之独立

学院本身实力欠缺，其师资力量是比较弱的，因此转设后的独立

学院必然面临着建设师资队伍的迫切需求。首先，独立学院在转

设前的师资有许多是来自母体高校的，随着转设后母体高校师资

的撤离，独立学院的师资出现了接续不上的问题。其次，独立学

院为完成转设要求的师生比以及高学历师资的数量要求，通常都

会追求从数量上达到这些要求，因此并未对师资的质量进行严格

把关。最后，独立学院在转设的过程中一般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

用于新校区或本部校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对于师资质量提升这

一需求的满足则暂时放缓。

（三）管理体系方面的问题

独立学院在完成转设以后，虽然其内部管理体制得以重新调

整和优化，但其管理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独立学院

的中层精英领导层仍然有待补缺和成长。在转设前，广西许多独

立学院的校领导和中层干部都由母体高校直接委派。因此在他们

离开以后，独立学院管理层出现了接续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校

的内部管理体制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转设后的独立学院要确保

其有效运行，除了拥有一批管理精英型人才之外，还需要有行之

有效的管理制度。调查显示，广西独立学院的发展历史普遍都不长，

其内部管理体制本身就不够完善，一些部门或人员通常需要身兼

数职。这种情况对于师生办事、学校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导致整

个学校的工作效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四、结语

近几年，独立学院在出台和实施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

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的促

进下加速了转设进程，并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但由于独立学院

实力存在差异且转设时间也各不相同，各校转设后的发展效果也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分析各校转设政策、方案及其执行情况，进

而把握各校转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推动独立学院转设后持续发展的

重要前提。本研究对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发展政策及其执行现状进

行的调查分析，可以为广西独立学院把握当前政策薄弱环节和执

行中面临的阻碍，为广西地区全力推进转设工作的开展提供现实

依据。

本文是在广西教育科学规划 2021 年度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专项

课题：广西独立学院转设后发展效果动态跟踪评估与发展对策研

究（2021ZJY696）；广西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高校后可持续发展

研究（2021ZJY692）资助下完成的，以为同行们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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