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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等教育的规划和发展不同于内地各省市，在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结构上，既有区内与区外之分，又有区属还有非区属
的管理体制。区内有6 所区属高等院校，区外有区属高等院校
一所与非区属的众多西藏生源学生。[1]由巴果教授著，西藏人民
出版社于2014 年 12 月出版的《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研
究》一书，以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在巴果
教授博士论文的基础形成的学术专著。从研究缘由、西藏传统
学科发展的历史探究、西藏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发展历程及历
史成就、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现状分析、西藏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结构适应性的实证分析、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存
在的问题及其归因解析、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策略及
特色发展规划七个方面来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具
有指导意义和规划价值的研究观点，对当前西藏高等教育完善学
科专业结构，更好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可重要帮助。该书具有
以下特点：

1　结构清晰明了，论述完整
该著作首先梳理了西藏传统学科“大小无明之学”和寺院

教育制度，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发展历程和结构现状，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西藏高等院校学科专业结构的适应性与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结构优化策略及特色发展规划意见。研究者在阐述
一个事物发展问题和给出解决对策之前，肯定是要让读者知道这
个事物的历史和发展历程。此书用两个章节详细论述了西藏传统
学科发展历史渊源和西藏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发展历程和取得
成就。尤其是西藏传统学科发展历史渊源这一章节里，论述了西
藏传统学科的发展脉络，从远古萌芽期到逐步衰落期都阐述的很
清楚，让读者了解到原来西藏传统学科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也感
受到“十明之学”和寺院教育对西藏的教育发展如此重要，当然
很多也沿革到了今天。在第三章内容上，采用时间线把西藏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历程详细展现出来了。分了五个时段，都一一
阐述了，让读者很容易了解到西藏高等教育从1951年到至今，发
展的特别快，无论是学科专业规模，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这里也提出四个学科建设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立足西藏，服务区域；三
是科学定位，量力而行；四是坚持国家扶持和自力更生相结合。

2　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研究过程严谨
该研究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实证调研、数理统计法和多学

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文献
进行分析。从作者的表达来看，研究成果都是有大量的理论知识
的积累才有的，实地调研也是有理论作支撑的。第五章在阐述学
科专业结构的适应性上，做了西藏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分
析，还做了西藏高等学科专业设置结构的行业适应性和西藏高等
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都是在严格的理论框架下进行
分析。

实地调研方面，更是做的非常严谨，通过四个月的实地调研
和考察，深度访谈了西藏自治区教育部门领导、各院校领导和管
理干部80多人，访谈文本整理的非常清晰。这也启示广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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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西藏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西藏高等教育的区域适应性受到了质疑，如何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全面而又可操
作的学科专业结构规划，显得格外重要。巴果教授《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西藏高等教育今后学科专
业结构的规划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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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开展研究，研究的过程要“求真，求实”，
要严谨治学，拍着大腿是写不出来好文章的，要深入了解问题，才
能对问题有独到的、有深刻的见解。

3　研究结果对学科专业结构规划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进入新时代后，西藏自治区在全国高校扩招大趋势下迅速扩

大招生规模，快速设置学科专业，加入到高等教育中大众化的
浪潮中，但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如何调整学
科专业结构的设置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到至今还在努
力解决的问题。

教育规划对于高校人才培养非常重要，要做好规划，才好
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展育人活动。在西藏高校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发
展规划中，做了发展规的必要性探究，还分析了特色学科专业
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目标体系、发展环境、基础条件，以
及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保障措施和相应措施。[2]尤其
是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的保障措施上，分析了生源结构和师资结
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4　《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研究》研究不足和改进
建议

笔者在通读此著作2遍后，结合自身短暂的研究生学习历程
提出几点意见，如有见解有误，望各位读者指出。第一个问题是文
献综述部分，国内文献综述和西藏高等教育的文献综述是否应该合
并到一起，统称为国内相关文献综述，笔者觉得，这里不应该把西
藏地区单独列出来和国内综述、国外综述并列，西藏与其他两者不
成为并列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西藏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内涵发展路
径是一个现在也在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作者对发展路径应该展开
详细论述，尤其是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还要与当地社会发展相适
应，这确实需要深入研究。最后一个问题，是笔者发现两处语句不
通顺。这三个问题仅是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望指正。

总体来说，科学制定出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结构布局规
划，确实是能为今后的发展提供规划意见，但规划最终要怎么落
实，也是一个难题。再者，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问题也不
单单是一个独立分开的问题，还要考虑要其他因素，学科专业设
置的适应性问题还得研究者去实证。高等教育的其中一个功能就
是服务社会，如何从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上来最大限度实现高等教
育的价值，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各界人
士的努力。

就目前看西藏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特色化做的很不错，现在更
大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内地高校的步伐。西藏高校培养的人才不
只是服务西藏地区，也需要走向内地，走向世界。尤其是在“双
一流”建设大背景下，西藏高校培养的人才更是要走向国际。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西藏高校无论是在学科专业结构发展上，还是其
他方面都能做出成效。西藏的高等教育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巴果.西藏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研究[M].西藏:西藏人民

出版社,2014,12.3-5.
[2]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