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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口援藏工作是新时期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西藏工作方针的丰富和

发展，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实践。教育援藏是对口援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促进西藏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

略举措，对于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总结介绍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和教育部关

于对口支援西藏大学所取得成效，以西南交通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为例，总结了西南交通大学对口支

援西藏大学的做法，分析了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工作经验和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新时代对口支援西藏大

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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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ed support for Tibet is a major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t represents an enrich-
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policies on Tibet and is a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efforts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Tibet is a vital com-
ponent of this initiative. It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measure aimed at fully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Tibet Work Conferen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ibet, and achiev-
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education. This, in tur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ibe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introduces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tar-
geted support for Tibet University since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king the example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 support 
for Tibet Universit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analyzes the experiences and chal-
lenges encountered, and proposes pathways for targeted support to Tibet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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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口援藏工作是新时期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西藏工作方针的丰

富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工作的重大指导方针、政策[1]。 
教育援藏是对口援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促进西藏教育

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对于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西藏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口支援西

藏大学是教育援藏的重点工作。办好西藏大学，加快西藏大学的发展，不仅对带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有

积极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会产生重大影响[2]。 
1994 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翻开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新篇章，

也是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开始[3]。2001 年，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集中力量

办好西藏大学”的指示[4]。同年，教育部决定由西南交通大学全面援助西藏大学。2002 年，教育部明确

了“内地一所高校或一个单位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一个学院或一个部门”的援助体系[5]，其中，由西南交

通大学重点对口援建西藏大学工学院。2010 年，中央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强支持西

藏大学等西藏高校特色专业学科的建设”。同年，教育部启动“组团式”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组建了由北

京大学为组长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为副组长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为成员的高校团队，

全面启动新一轮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5]。2015 年，中央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出台系

列措施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5] [6]。2020 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

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专业紧缺人才，办好职业教育，科学设置学科，提高层次和水平，培养更多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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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型实用人才，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7]。 
按照党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和教育部的工作部署，以西南交通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以能力建

设为根本，扎实推进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工作，支撑西藏大学建设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 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成效 

2.1. 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高 

对口支援高校团队通过对口支援单独招生计划、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途径，支持西藏大学教师攻读

硕士、博士，提升学历水平。对口支援高校团队选派干部教师到西藏大学开展援藏工作，这些干部教师

在承担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同时，通过“传、帮、带、收”，为西藏大学培养了一批业务精、稳得住的

师资力量。截至 2024 年 6 月，西藏大学师资队伍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由 2010 年的 28%增加到 46%，

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由 2010 年的 42%增加到 79%；有高层次人才 72 人次，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47
人次[8]。 

2.2. 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显著提升 

1) 对口支援高校团队专家教授多次赴西藏大学就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工作提供指导，助力西藏大学获

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4 年实现了西藏自治区首批博士的正式招生，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上博士研

究生培养的空白，也使西藏大学人才培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2) 结合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西藏大学实际，对口支援高校团队与西藏大学深入实施人才

联合培养。西南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海大学与西藏大学开展了“1 + 
2 + 1”“1 + 3 + 1”“2.5 + 0.5 + 1”“3 + 1”“1 + 2”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工作。人才联合培养工

作的开展，将推动对口支援人才培养工作由传统的“输血式”模式向“造血式”模式的转变。西藏大学通

过借助对口支援高校团队优质教育资源，与各对口支援高校创新模式联合培养模式，促使人才培养质量

得到显著提高。 
3) 加快工学应用技术人才培养。西藏大学整合工程技术类专业成立了“西藏大学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采取与内地对口支援高校、西藏企业订单式联合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西藏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西藏培养了一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4) 开展“团队式”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医学院。教育部组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开展“团

对式”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医学院，西藏大学制定了年度工作方案，对接对口支援学校医学院建设任务。

“团队式”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医学院建设，有效破解制约西藏医学教育的瓶颈，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培

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医学专业人才。 

2.3. 科研能力取得突破 

对口支援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和西藏大学的地缘特色优势，通过联合共同申报科研课题、共建科研平

台和实验室等方式，促使西藏大学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科研服务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目前，西藏大学已经成为西藏创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对外开

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成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智库。 

2.4. 教学科研设施有保障 

中央及各对口支援高校和单位，尽其所能帮助西藏大学加快硬件建设步伐，建设了一批以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为代表的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使用率高的实验室，有力地促进了相关专业的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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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某些领域填补了西藏自治区高校实验室的空白，对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

用。 

2.5. 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在中组部、教育部的组织下，每年从对口支援高校选派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干部教师来校担任支委，

这些援藏干部把所在高校优秀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带到西藏大学，切实提升了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为西藏大学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智力支撑。 

3. 西南交通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主要内容 

2001 年，教育部决定由西南交通大学全面援助西藏大学，重点是筹建西藏大学工学院。根据中央和

教育部相关要求和部署，西南交通大学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将援藏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使命任务，

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和西藏大学实际，围绕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实验室平台建设等方面，

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 

3.1. 需求导向，加强工科类学科专业建设 

针对西藏自治区工科人才紧缺的现状，西南交通大学全面支援西藏大学工学院的建设，选派干部挂

职担任工学院院领导，全面参与西藏大学工学院发展规划制定，帮助西藏大学工学院加快发展优势与特

色学科及西藏基础建设急需学科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工科实践教学体系。西藏大学工学院开设了土木

工程、交通运输、建筑学、资源勘查工程等工科专业，为西藏大学的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工科人才培养

和办学水平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效果导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 多措并举，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为解决西藏大学工科师资力量不足这一瓶颈问题，西南交通

大学提出了“输入–帮培–助引”的方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输入，西南交通大学先后派出以国

家级教学名师为代表的援藏教师，对西藏大学工学院进行全方位支教工作。二是帮培，西南交通大学以

“西藏大学师资培训基地”为依托，以委培进修、本科生借读、本硕连读、推免硕士、单考硕士等方式接

收西藏工学院师资培养，接收西藏大学工学院教师参加工科各专业的实验教学技能培训，聘任工学院教

师担任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参与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三是助引，西南交通大学选拔、推荐优秀毕业生

签约到西藏大学任教。通过“输入—帮培—助引”方案，师资队伍的学历、学位、职称结构得到了极大改

善，教师的总体素质与能力水平逐步提升。 
2) 完善师资培养体系，不断提升师资综合能力。为进一步推进西藏大学自身造血功能建设，探索西

藏大学师资培养方向。西南交通大学以提高西藏大学办学水平为目标，以造血式援藏为根本方向，以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带动藏大师资队伍建设为突破点，依托“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在西藏

大学成立“西藏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开展教学基本能力培养、科研能力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国际化能

力四个方面的培训工作。例如，对于基本教学能力培养，西南交通大学派出由富有教学经验、长期从事

一线本科教学的教授组成的教学督导组，前往西藏大学开展教学督导工作，通过听课、教学示范、检查

教学档案、指导实习、设计等方式，对西藏大学青年教师的基本教学能力开展系统指导和培训。西藏大

学教师发展中心比照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培养体系，并结合西藏大学师资特点，系统制定对于西藏大学师

资队伍培训的计划，为西藏大学培训教师 400 余名，极大提升了西藏大学师资水平。 
3) 教学相长，不断提升教师科研能力。本着互相合作、相互扶持、优势互补的原则，两校教师联合

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纵向项目，积极推行科研成果共享。通过深度合作，西藏大学教师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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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能力稳步提高，科研项目获批数量稳步提升。 

3.3. 创新导向，探索新时期人才培养新模式 

西南交通大学“以西藏工程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加快调整西藏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面向、

加速推进西藏工业化进程”的对口支援工作新思路，创造性开展校校企“1 + 2 + 1”联合培养本科生模式，

同时与西藏大学共建“西藏大学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致力于为西藏地区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

下”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1). 打破界限，首创校校企“1 + 2 + 1”联合培养模式。2011 年，西南交通大学与西藏大学开始探索

建立人才联合培养试验田，启动实施联合培养“1 + 2 + 1”本科生。联合培养采取单独组班方式，学生第

一、第四年在西藏大学就读，第二、第三年在西南交通大学就读。目前，联合培养学生达到 401 人。 
2). 校企合作，共同搭建实习和就业平台。抢抓西藏自治区对工科人才大量需求的契机，在“1 + 2 + 

1”联合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西南交通大学和西藏大学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交通

勘察设计研究院、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中国电信拉萨分公司、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及葛洲坝易普

力集团等 25 家公司和企业签署人才联合培养协议，为学生实习实践和就业搭建了良好平台。 
3). 深化合作，以资源整合促援藏。西南交通大学在拉萨成立西藏校友会，校友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在

当地的重要资源，在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西南交通大学积极整合资源，通过与西

藏自治区的政企合作，进一步加强与西藏自治区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为西藏大学带

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3.4. 质量导向，加强实验室平台建设 

针对西藏大学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条件较差，水平低的现状，西南交通大学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工程等

学科优势，援助西藏大学建成了交通设施模型实验室、工学院检测中心、列车调度仿真实验室、智能交

通实验室等实验室，编写了系列实验教材，开设了系列实验课程，建立了较完善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为西藏大学的工学教学、科研提供了有效支撑。 

4. 西南交通大学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主要经验 

4.1.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努力推进对口支援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西南交通大学形成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推进，分管校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组建专门工

作队伍，结合西藏大学办学具体情况，科学制定援建规划及配套工作方案，责任到人抓好组织、协调、

实施，全面推动工作落实落地。同时，西南交通大学以校地合作为切入点，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通过协同“区–校–校”三方，发挥合力作用，产生 1 + 1 + 1 > 3 的支援效果。 

4.2. 加强管理与服务工作，努力增强援藏干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学校设立专项受援工作专项经费，用于援藏干部教师的补贴、购买保险等，确保援藏工作顺利开展。

西南交通大学校领导班子和相关部门对援藏干部教师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开展援

藏工作前，学校组织对援藏干部、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援藏工作返校后，对援藏干部、教师重点培养提

拔。 

4.3. 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支援受援双方的合作共赢 

充分发挥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科优势和西藏大学的地缘优势，紧紧围绕民族文化学科和高原科学两大

学科群，积极开展计算机应用技术、交通工程、藏式建筑等联合开展科研项目申报，共同开展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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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果转化。在西藏建立相关研究基地，加强协同创新联盟与科研平台建设，整合校际资源，组建跨省

区、跨学校、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形成若干个产学研联合体，提升双方的核心竞争力。 

5. 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在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困境。 

5.1. 支援高校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自教育部组建新一轮高校团队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以来，教育部层面缺乏针对支援高校援助成效的

年度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部分高校也没有制定相关考核激励机制，使得各支援高校对支援工作

的重视程度和支援力度存在明显差异，支援积极性也呈现出日益减弱的现象，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

的现象。 

5.2. 支援高校团队结构和分工有待优化 

在教育部组建的高校团队中，一所高校需要对口支援多所学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既是西藏大学的支援高校，又是对口支援西藏民族大学的组长和副组长单位，因为对口支援

任务重，将导致支援工作开展力度不够。按照教育部的分工，多所高校集中在生态学等领域对西藏大

学进行支援，造成了三校包一院、一校包一院、一校包三院的现象，支援高校团队成员和分工需进一

步优化调整。 

5.3. 科研合作深度不够，合作层次有待提高 

支援高校与西藏大学积极合作，并组建了多个联合科研团队，推进了一系列重大联合科研平台建设，

但针对国家、边疆、民族、生态、“一带一路”和西藏自治区发展战略等领域的大团队、大项目、大课题

仍较为缺乏，结合西藏特色优势和对口支援高校学术优势的大成果仍较少，服务国家战略和西藏发展战

略的能力不强。 

5.4. 援藏高层次人才依然缺乏 

支援高校选派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人员多限于授课所需青年教师，援藏管理干部和高层次学科领军

人才极其匮乏。因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援藏人员，进出藏存在一定风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进藏人员

选派水平。 

6. 对口支援西藏大学的未来路径 

对口援藏工作应结合西藏大学改革建设发展需要，对口支援工作要从以“出钱”、“出力”为主的输

血式援藏、造血式援藏，拓展上升到以“合作”、“共建”为主的全领域援藏，切实服务党和国家对于自

治区建设发展战略需求，助推自治区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后续，西南交通大学将在以下四个方

面与西藏大学持续深入开展合作共建，共推发展。 

6.1. 探索和优化联合人才培养方模式 

受援高校加强工科微专业等课程资源的共享，改革现有教学模式，优化联合培养模式，强化学生能

力培养。例如，探索开展“1 + 1 + 1 + 1”本科生联合培养模式，第一年、第四年在西藏大学就读，第二

年在受援高校就读，第三年在西藏大学就读，但由受援高校与西藏大学共同培养，采用异地同步教学改

革，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和“直播互动式”教学模式，实现异地高校学生同上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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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共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提升科学合作层次 

受援高校与西藏大学重点围绕生态学、天文学等领域，共同组建研发团队。用好国家对西藏大学的

政策支持，实施组团联合科研，联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藏自治区区域创新发展基金项目等国家

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使得科研合作深度和层次得到更大提升。 

6.3. 以培养领军人才为核心，推进师资队伍高水平建设 

受援高校与西藏大学联合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加强培训力度和虚拟教研。继续鼓励西藏大学青年教

师在受援高校攻读研究生。将西藏大学青年教师统一纳入受援高校教师海外培训计划，共同前往国外进

修培训。协助西藏大学科技骨干申报国家、省部级人才支持计划，加强科研团队、科技领军人才建设。 

6.4. 强化信息化建设，助力打造“智慧藏大” 

结合“云上藏大、智慧校园”的建设目标，助力西藏大学做好信息化校园建设的规划，和升级优化。

持续推进西藏大学数据中心、云平台建设，实现硬件集中和资源整合。加快推进西藏大学线上教学等智

慧校园应用。加强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智慧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深层次合作。 

7. 结语 

未来，受援高校将继续贯彻落实在党中央和教育部的工作部署，更高起点、更高标准推进对口支援

工作，与西藏大学在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等领域开

展全方位合作，支持西藏大学建设“特色突出、国内有影响力、国际有知名度”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为

建设富裕西藏、和谐西藏、幸福西藏、法治西藏、文明西藏、美丽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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