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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高校战略联盟可提升联盟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发挥资源的最佳效应。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

战略联盟的构建，具备区位与经济优势、政策优势、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可借鉴性、信息技术的发展、学分

互换制度等可行条件，其构建措施有：共建共享教育资源，组建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实施学分互认制，加

强建设现代化网络信息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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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生源的逐渐减少，我国高等

教育面临着质量与规模的两难选择。国家和学校都

在探求新的发展战略，如有学者提出建立高校战略

联盟的构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校，通过一定的

方式，组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

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 1]。高校战略联盟构想为我

国高校面对挑战、寻求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

式。高校体育专业教学也可借鉴此构想，以地理区

域为范围，建立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

湖南省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3市设置有
体育专业的高校近 10所，其师资力量、场地器材等
方面各有优势。在高等体育专业教育面临严峻生存

压力的背景下（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最低
的 10个专业中就有 2个为体育专业），长株潭高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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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业可建立战略联盟，以提升体育专业的综合实

力和区域竞争力。

1 现实意义

1.1 提升联盟院校的核心竞争力

在面对质量与规模两难选择的背景下，高等教

育已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学生需求和

市场发展趋势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估计，2010— 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
从2 353万人下降到1 720万人，年均下降2.7%[2]。2011
年湖南省体育考生为 14 000多人，比 2010年减少了

3 000多人。在生源逐渐减少的形势下，各高校围绕
生源市场将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维护本区域教育

资源与经济利益，诸多区域院校之间逐渐结成战略

伙伴关系，主张互惠互利、共存共赢，利用区域地

理优势及相近的历史文化基础，抢占学生份额。区

域高校战略联盟的构建，共建共享各高校间的优势

资源，可极大地提升各联盟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1.2 发挥资源的最佳效益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2005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 20%，开始步入高等
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发展阶段[3]。但是，高等教育规

模的大幅扩张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因

此，开展高校战略联盟，实行教育资源共享，从而

使资源的数量、时空和效益等方面产生放大效应，发

挥资源最佳效益，降低办学成本。

2 可行性

2.1 区位与经济优势

区位与经济优势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

盟的构建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长株潭 3市地处湖南省
中部，湘江下游，为湖南省的心脏地带，呈“品”字

形分布，地域相接，山水相依。2008年底，经国务
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成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示范

区；随之，3市于 2009年 7月统一区号，通信并网，
公交互通，名为 3市，实为一体。3市两两相隔甚近，
从长沙到株洲或湘潭约 4 0 k m，从株洲到湘潭约

10 km。3市互通的公交乘坐方便；武广铁路开通后，
株洲到长沙只要约 10 min的车程；3市互通的地铁也
正在建设：这为 3 市学生跨校区上课解决了交通问
题。如果学校安排校车接送，则更加方便快捷。这

种同一流域、超近距离的区位优势为长株潭高校体

育专业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经济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长株潭已成为湖

南省经济的核心增长力量。以2002年为例，3市GDP
达1 42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32.9%[4]。雄厚的经

济实力保障了 3市交通同环、电力同网、信息同享等
融城措施的实施。同时也为建设战略联盟体育场馆、

体育实验室、体育图书馆等提供了经济保障，为构

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提供了经济支持。

2.2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国内外高校联盟合作的成功经验，为长株潭高

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

国外，高校战略联盟起步较早，发展迅速，出现了

不少成功的典范，如欧盟的“伊拉斯莫计划”，美国

的常青藤联盟，美国的CIC（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大学联盟，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欧洲
的创新大学联合体（European Consortium of Innovative
Universities，ECIU）等。在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也
已迈出了战略联盟的步伐，如 2004年，浙江大学校
长潘云鹤提出建立长三角地区名校联盟（联盟高校

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2009年，包
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

的 9所首批“985工程”建设高校强强联合，共同签
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武汉

市 7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间实行学分互认制；广州石
牌区 6所高校联合办学等。各高校联盟与合作的目
的在于取优补劣、做强做大，以使其在教育市场中

占据有利形势。这种战略联盟的做法，已被实践证

明是行之有效的，且具有某种示范性或可借鉴性[7]。

因此，总结、学习国内外高校联盟合作的成功经验，

可为构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提供有益借

鉴。

2.3 政策优势

政策优势为构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

提供了制度保障。1）长株潭一体化政策。为了加快
推进城市化建设，提升区域竞争力，湖南省一直积

极推进长株潭一体化。2002年，湖南省颁布了《长
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对长株潭产业一体化建设给

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包括对教育产业一体化建设

的政策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获批，使长株

潭一体化建设的步伐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些都为

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

境与支持。2）国家有关体育法规、政策。2002年教
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

纲要》、2006年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
质的意见》《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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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关于在新学年贯彻落实中央 7号文件精神切
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都要求教育部

门和体育部门要加强合作，积极整合、优化、盘活

各院校的体育资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高校区域战略联盟与这些法规、政策具有一致

性，都强调区域一体化建设与资源共享。因此，长

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的构建符合国家及湖南

省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而且这些法规政策为其

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长株潭高校体

育专业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现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学习方

式与生活态度，而且对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资源共享提供了技术支
持。随着网络信息化程度的提升，高校建立和储备

的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几乎所有的高

校都开发了数字化校园网，并设立了公用机房，再

加上计算机的普及，师生均能非常方便地获取各种

教育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这些丰富的资

源实现共建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持。

2）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战略联盟的实施提供了技
术平台与技术手段。战略联盟的具体实施，亦可通

过网络平台来进行，以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增值，提

高效率和质量。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实现高校资源共

享的重要手段[8]。

2.5 学分互换制度

学分互换制度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构建战略

联盟架起了桥梁。学分互换制度是指在学分制管理

模式下，学生所修学分可在合作高校之间实现相互认

可与换算 [ 9 ]。隶属于欧洲委员会、后纳入高等教育

“伊拉斯莫计划”的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ur opea 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
学分互换系统。它通过采取灵活的学分制度来确保

学分的可转让性和可累积性，创立了一种简化、易

读、可比较的学位系统。此项目从 1987年正式启动，
截至 2000年 9月，大约有 70万大学生参与了该项目，
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约有 1 800所[10]。欧洲学分转换

系统促进了欧盟国家的学生流动，推动了欧洲高等

教育一体化的进程。

我国教育部正在规划依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实现异地学分互认制度。该规划中，将上海

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10所高校列入首批试点
学校。教育部在“25所新增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

试点工作”的文件中，也要求各试点学校积极开发

网络课程，推动校际间的课程互选和学分互认。学

分互换制度的实行，使各高校的学生可顺畅跨校学

习，各高校也可获得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3 构建措施

3.1 共建共享教育资源

教学资源的性质及总量决定着大学发展的战略

指导思想和决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及高等教育投

入不足的形势下，现有的资源增长已远远达不到学

校发展的需要。共建共享联盟院校的教育资源，不

但可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还可节源开流，减轻

联盟院校的资金压力。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图书信

息、教师等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构建长株潭高

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的首要措施。在不投入或者少

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获得所需资源，共享现有的一

些比较好的资源，如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高尔夫场

地、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实验室、各联盟院校

的优秀教学名师等，共建一些标准高、投资大的项

目，如大型综合体育馆、户外拓展教学训练基地、配

备先进仪器设备的实验室等。另外还可共组科研团

队，加强科研攻关，提高联盟院校在学术领域的专

业竞争力。

3.2 组建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

虽然战略联盟院校的成员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但是高校战略联盟绝不是一盘散沙。为了保证战略

联盟的正常运作，约束和规范各联盟院校的行为，必

须组建统一的管理机构，制定共同的战略联盟准则。

高校战略联盟必须组建一个专门服务于联盟院校的

组织管理机构，主要负责联盟院校间的工作协调、 运
作和管理监督工作。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

可由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牵头组织，各联盟院校

共同参与，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联盟管理机构要

定期召开联盟院校工作会议，研讨联盟战略，制定

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如跨校管理制度，对师生跨校

流动进行科学规范化管理，包括学分管理、图书资

料管理、教学实验设施管理等。在遵循“平等、互

利、公正”的原则下，组织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政策、

制度，对联盟院校进行统一管理，保证战略联盟的

有效实施。

3.3 实施学分互认制

学分互认制是指学生除了学习学籍所在学校的

课程之外，还可学习其他院校的相关课程，所修得

的学分可转换为本校学分，同时本校学分也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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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校所承认[11]。

为了让各联盟院校的学生都有机会学习特色优

势专业课程，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应精选部分特

色课程作为所属联盟院校学生的公选课，让学生充

分享有跨校选课的自主权。只要所修课程成绩合格，

学生所取得的学分（或课程等）就可在联盟院校间

被认可。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可根据各高

校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和实施课程学分指标体系，

实行部分课程主要是优质课程（如精品课程等）的

学分互认制。实施联盟院校的学分互认制是构建高

校战略联盟的关键措施。同时，学分互认制对联盟

院校的教学与科研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4 加强建设现代化网络信息平台

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是实现高校资源共享的重

要手段。各联盟院校教学信息的传递、学生跨校选

课的管理、图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教学训练场

地的安排等工作，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信息技

术。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可共同建立相关

的管理网络系统，如学籍管理系统，考勤、考试管

理系统等，以便学生跨校选课及场地的有效使用等；

共同建设区域网络教学、互动平台，以便在网上发

布各种教务信息，学生可凭学生证号和密码进入平

台查看各种相关信息及资料；实现图书等各种信息

资源共享和网络实时互动授课等。战略联盟教学管

理手段的信息化，可解决联盟院校间地理位置分离

的问题，弥补传统教学管理工作的不足，节省人力、

物力和财力，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充

分发挥区域高校间体育教学资源的最大效益[11]。

4 结语

构建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略联盟有利于优势

互补，从内外部提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资

源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办学效益。面对就业

形势的严峻和生源的竞争，长株潭高校体育专业战

略联盟在“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精品课程及

专业学科的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体育专

业建设及联盟院校的可持续性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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