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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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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高校自主办学活力，中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发布了一

系列关于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政。文章以 2015 年至 2021 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 153 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数量、政策主题、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类别、政策效力等五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政策的典型特

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有较强和稳定的政策供给且存在年度不均衡性，政策主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领导及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政策制定模式，意见、方案和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政策效力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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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政策过程有其自身的环境、特点和行为逻

辑［1］。国务院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全国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在讲话

中提出了“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重点工作。作为“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旨在为高校松绑减

负、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从而逐步建立

起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要求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自 2015 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第一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政策文件以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持续推进高等教

育“放管服”改革，形成了这一领域的政策体系。

一、文献综述

关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研究，逐步引起学者们的

重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了权力配置

问题。曹晓婕和阎凤桥总结了央地两级政府下放给高校的

自主权呈趋同取向，但存在省际差异［2］。刘业进认为，落实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举措在于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

清单［3］。二是分析了改革实施情况。姚荣认为，政策尚未完

全落地，改革仍然面临着政府“放不下”与高校“接不住”的

两难困境［4］。刘永林和周海涛认为，政策规定往往很诱人但

落地效果却不尽如人意［5］。林清泉和刘典文对福建省开展

的相关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成效初步显现但存在一些

不足［6］。三是分析了制约改革的因素。姚荣认为，改革受到

政府高权管制思维和高校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7］，

改革推进受制于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8］。王立兵

认为，推进改革面临的最大法律难题是改革的先行性与法律

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9］。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一

领域正在逐步引起学者们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对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既缺少对中国高等教育“放

管服”改革的宏观和整体研究，也缺乏相应的定量研究成果。
比如，自 2015 年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中国中央政

府出台了多少涉及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政策，这些政策

由哪些政府部门发布，包含哪些政策主题，表现出怎样的特

点，未来的政策优化方向是什么。以上问题关涉对中国高等

教育“放管服”改革宏观上的基本认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对 2015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高等

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量化分析，总结中国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并据此提出未来的

政策优化方向。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维度

1． 数据来源

2015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了《2015 年推进简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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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深入

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2015 年之后，中国中央

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2017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教

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若干意见》，成为中国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领域的专门文件。2015 － 2021 年，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
本文将 2015 年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

起点，以 2015 年至 2021 年共计七年时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

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本文获取政策文本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中国中央政府官方网站，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财政

部、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门户网站; 二是文献数据库，如北大法宝、北大法意等。本文

建立了相应的政策文本数据库，并对收集的政策文本进行反

复研读，最终确定 153 份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
2． 分析维度

对政策典型特征进行系统分析，需要综合考察政策文本

的结构性变量及其相互关系［10］。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

政策文本的相关研究，并在认真研读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政策文本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政策数量、政策主题、政策

发布机构、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等五个变量。本文确定的变

量及指标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及指标

变量名称 指标及相关说明

政策数量 以份 /年为单位。

政策主题
根据政策名称并通过阅读政策文本，提炼归纳政策主题共计 12 类，包括改革发展、创新创业、优化服务、
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置、资产资金管理、教师队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评价制度、党建与思政工
作、强化监管。

政策发布机构
政策发布机构分为两类: 一是单独发文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等; 二是
联合发文机构，由以上 2 个以上机构联合发布政策。

政策类别 根据政策名称，将其归纳为 5 类，即意见、方案、规划、办法、通知。

政策效力
根据发布政策机构的级别，将政策效力从高到低分为 3 个等级，即 A 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B 等
( 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发布) 、C 等( 各部委下属机构发布) 。

三、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典型特征

的量化分析

1． 政策数量分析

政策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部门在不同

发展阶段对某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国中央政府在 2015 年

至 2021 年总计发布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 153 份，年

度发布政策情况如图 1 所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

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供给力度总体上比较稳定。
年度平均发布政策 21． 9 份，表明在这一领域，保持了较高强

度和稳定的政策供给。第二，年度发布政策表现出一定的不

均衡性。一些年度，如 2017 年政策发布 28 份、2018 年发布

35 份、2020 年发布 30 份，这些年度发布政策数量比较密集。
另一些年度，如 2015 年发布 10 份政策、2016 年发布 14 份政

策、2021 年发布 16 份政策，年度发布数量相对较少。出现这

种波动的原因是: 2015 年和 2016 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放管

服”改革的起步和探索阶段; 2017 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发布的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专门文件，为推进高等教育“放

管服”改革指明了方向，之后政策发布呈上升趋势。在随后

的几年，中国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不断拓展政

策的供给范围，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来看，中国中央政府

发布的政策文本数量可观，质量稳步提高，虽然政策供给数

量稳定，但存在年度不均衡性。

图 1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年度发布数量趋势图

2． 政策主题分析

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主题进行分析，可以了

解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关注点和侧重点。通

过对政策名称中关键词的提取并进行归纳汇总，本文将高等

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主题分为 12 类，政策主题的年度分

布情况如表 3 所示。可以对表 3 进行横、纵两个方向的分

析: 从横向上看，在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推进中，政策

主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央政府于 2015 年发布了“改革发

展”“创新创业”“优化服务”“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置”
“资产资金管理”等 6 个政策主题的政策，2016 年新增了“教

师队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评价制度”主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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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了“党建与思政工作”“强化监管”主题; 从纵向上看，

政策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改革发展、优化服务、科研管理、资产

资金管理、评价制度等政策主题。在数量分布中，排名前 5
位的政策主题分别是改革发展 27 份、评价制度 17 份、科研管

理 16 份、资产资金管理 16 份、人才培养 16 份; 在年度分布

中，“改革发展”“创新创业”“资金资产管理”等 3 个政策主

题在 7 年中全部涉及，“优化服务”“科研管理”“学科专业设

置”“科技成果转化”“评价制度”等 5 个政策主题在 7 年中有

6 年涉及，这些政策主题可以视为当前政策供给的重点领域。
总体来看，在所有政策主题中，改革发展类政策一直发挥着

重要作用，引领着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方向。强化

监管类政策数量最少，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在监

督管理方面关注尚显不足。评价制度类政策数量较多，评价

制度的健全有利于遏制浮躁的不良风气，规范政策的执行和

推进改革的实施。通过以上分析，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高等教

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变迁过程。
表 2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主题年度分布表

年度

政策主题

改革
发展

创新
创业

优化
服务

科研
管理

学科
专业
设置

资产资
金管理

教师
队伍

科技成
果转化

人才
培养

评价
制度

党建与
思政
工作

强化
监管

2015 2 3 1 2 1 1
2016 2 1 3 1 1 1 3 1 1
2017 9 1 3 1 1 3 1 1 2 2 3 1
2018 5 1 1 5 1 4 5 1 7 3 2
2019 2 1 5 1 1 2 1 1 3 2 1
2020 4 1 2 2 2 1 4 1 5 6 1 1
2021 3 1 3 1 5 1 2
小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3． 政策发布机构分析

本研究对 153 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统计后发

现，政策发布机构众多，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由 2015 年

的 5 个机构增加到 2021 年的 34 个机构。参与政策发布的主

要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

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等 34 个机构。
从政策发布机构分析，单独发文 91 份( 占 59． 5% ) ，联合

发文 62 份( 占 40． 5% ) 。这说明，在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推进过程中，单独发文和联合发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单独发文的机构中，中共中央单独发文 2 份，占 2． 2% ; 国

务院单独发文 16 份，占 17． 6% ; 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文 23
份，占 25． 3% ; 教育部发文 37 份，占单独发文总数的 40．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及教育部单独发文数量占

到总数的 85． 7%，说明这四个部门在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推进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他单独发文的机构包括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共计发布政策 13 份，占发文总数的 14． 3%。

在联合发文机构中，2 机构发文 38 份，占联合发文总数的

61． 2% ; 3 机构发文 12 份，占联合发文总数的 19． 4%。2 机构

和 3 机构发文共占联合发文总数的 80． 6%。4 机构、5 机构、6
机构、7 机构、8 机构、9 机构总计发文 12 份，占总数的 19． 4%。
这说明联合发文以 2 机构和 3 机构为主。在联合发文中，中共

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 5 份，占联合发布总数的 8． 1%，发文数

量虽然不多，但其发布的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 14 份，

占联合发布总数的 22． 6%，其发布的政策应用比较广泛且持

续性较强。教育部与其他机构联合发文次数最多，共参与 37
份政策的制定，占联合发文总数的 59． 7%，且绝大多数为牵头

发布机构，影响能力远高于其他部门。由此可见，联合发文的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仍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

办公厅以及教育部为主导，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多

部门协同推进的政策制定模式。
表 3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发文部门出现频率总体情况

发文部门 出现频次 所占比例 发文部门 出现频次 所占比例

教育部 74 27． 0% 中央政法委 2 0． 7%
国务院办公厅 37 13． 5% 国家知识产权局 2 0． 7%

财政部 27 9． 9% 教育部办公厅 2 0． 7%
国务院 21 7．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 0．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6 5．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 0．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14 5． 1% 中国科协 1 0． 4%

科技部 13 4． 7% 农业农村部 1 0．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3 4．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0． 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9 3． 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1 0． 4%
中共中央 7 2． 6% 共青团中央 1 0． 4%

中国科学院 6 2．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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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4 1． 5% 中国人民银行 1 0． 4%
工业和信息化部 3 1． 1% 商务部 1 0． 4%
中共中央组织部 3 1． 1% 文化和旅游部 1 0． 4%

中央编办 2 0． 7% 中央网信办 1 0．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 0． 7% 财政部办公厅 1 0． 4%

中国工程院 2 0． 7%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0． 7%

总计 274 100%

表 3 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发文部门出现

频率总体情况。在 153 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

中，各部门总计出现 274 次，平均每份政策文本出现部门

1． 79次。所有部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教育部 ( 74 次，占

27． 0% ) ，其次是国务院办公厅( 37 次，13． 5% ) 、财政部( 27
次，占 9． 9% ) 、国务院( 21 次，占 7． 7% ) ，四者共计出现 159
次，占各部门出现总数的 58． 1%，反映了在高等教育“放管

服”改革推进过程中这四个部门的重要作用。教育部负责相

关政策供给，国务院办公厅负责整体规划，财政部负责安排

专项资金支持，国务院起到领导作用。在其他机构中，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参与政策发布 16 份，并牵头制定了《关于深

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

以推动分类评价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参与政策发布

14 份，涉及 8 个政策主题领域，在推进改革整体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科技部参与政策发布 13 份，在扩大高校和科研

院所自主权、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参与政策发布 13 份，在主要改革政策

制定、试点方案提出等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单独发文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中共中央单独发文的 2

份政策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国务院单独发文的 16 份政

策采取的主要政策类型是意见、方案和规划，国务院办公厅

单独发文的 23 份政策主要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和方案，

教育部单独发文的 30 份政策主要采取的政策类型是意见和

办法。从联合发文情况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计联合发文

5 份，其中，3 份以意见的形式公布，其他以方案、规划形式公

布; 教育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发文共计 37 份，其中，22 份以意

见、6 份以办法、4 份以方案形式公布，其他以规划、通知形式

公布; 财政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发文共计 23 份，其中，10 份以

意见、5 份以办法、5 份以通知形式公布，其他以方案、规划形

式发布。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常采

用的政策类别是意见、方案、规划，发布的是相关政策主题的

纲领性文件，其关注的政策主题更宏观，而教育部等部委则

更多地通过意见、办法、规划、通知等进一步落实。

4． 政策类别分析

本文将 153 份政策文本进行归类整理，图 2 展示了中国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分布情况。由图 2 可见，意

见是应用最多的政策类别，占到总数的 58%。“意见”是对

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时所使用的文种，具有较强的

指导性和针对性。除了“意见”类型以外，“方案”和“办法”
类型的数量也较多，共有 37 份，占 24%。“方案”是根据有关

文件及精神制订的具体计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强制

性。“办法”是机关单位为实施法规或管理工作的需要而制

定的具体法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体来看，意见、方

案、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以上政策类别使用占到总

数的 82%，规划、通知使用相对较少，文本类型较单一。在法

律法规层面，目前缺少专门针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全

国性法规，因此还需不断丰富政策文本类别，从而更深入地

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图 2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统计图

表 4 展示了政策类别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关系。可以对

表 4 进行纵、横两个方向的分析。在纵向上，可以分析每一

政策主题使用了哪些政策类别，如创新创业和人才培养主题

只使用了意见政策类别，优化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主题使用

了全部政策类别，改革发展与评价制度主题使用了 4 种政策

类别等; 在横向上，可以分析每一政策类别在不同政策主题

的使用情况，如意见这一项政策类别应用到所有政策主题

中，办法应用到 8 个政策主题中，方案与通知应用到 6 个政

策主题，规划应用相对较少，只应用到 4 个政策主题中。
表 4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类别与政策主题交互表

政策
类别

政策主题

改革
发展

创新
创业

优化
服务

科研
管理

学科专
业设置

资产资
金管理

教师
队伍

科技成
果转化

人才
培养

评价
制度

党建与
思政工作

强化
监管

总计

意见 8 9 8 8 1 7 10 2 16 12 6 2 89

方案 10 2 3 1 2 1 19

84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分析



规划 8 1 1 1 11

办法 1 1 6 5 1 1 2 1 18

通知 1 5 4 2 3 1 16

总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153

5． 政策效力分析

政策发布部门的不同代表着政策效力的差异。表 5 展

示了政策效力与政策主题的交互关系。根据发布政策机构

的级别，将政策效力从高到低分为 3 个等级: A 类政策的发

布机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具有最高等级; B 类政策的发布

机构主要是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其他部委，具

有较高等级; C 类政策的发布机构主要是国务院部委下属各

机构。政策发布机构的等级影响着政策适用范围和效力，反

映制定者的利益和 态 度。A 类 政 策 共 计 23 份，占 总 数 的

15%，分布在 9 个政策主题中。改革发展、创新创业和科研

管理政策主题共计 13 份，占 56． 5%，其他 10 份政策分布在

优化服务、资产资金管理、教师队伍、评价制度、党建与思政

工作、强化监管政策主题中。B 类政策共计 127 份，占总数的

83%，分布在所有政策主题中，其中，改革发展、资产资金管

理和评价制度主题分布政策较多。C 类政策共计 3 份，占总

数的 2%，分布在 2 个政策主题中，均与科学研究相关。政策

效力的高低是国家对于该领域重视程度的最直接体现。由

此可见，在发布政策主体的行政级别较高的 A 类政策和 B 类

政策中，较之与行政级别较低的 C 类政策，其政策的适用主

题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表现出政策发布机构等级越高，政

策效力越大的特点，不仅衡量了政策本身的重要程度，也体

现出国家对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重视程度。同时，从政

策数量上看，A 类政策与 B 类政策发布数量共计 150 份，占

总体的 98%，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效力

较高，政策实施后能产生较强的实际效果。

表 5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效力与政策主题交互表

政策
效力

政策主题

改革
发展

创新
创业

优化
服务

科研
管理

学科专
业设置

资产资
金管理

教师
队伍

科技成
果转化

人才
培养

评价
制度

党建与
思政工作

强化
监管

总计

A 类

中共中央 1 1 2
国务院 5 4 2 3 1 1 16

联合发文 1 1 1 1 1 5
小计 5 4 3 4 2 2 1 1 1 23

B 类

教育部 4 5 2 1 2 8 1 5 4 5 37
国务院
办公厅

7 4 4 2 2 1 1 2 23

其他 1 5 3 1 10
联合发文 11 1 7 1 7 3 3 10 10 2 2 57

小计 22 5 10 11 7 14 11 6 16 16 7 2 127

C 类

教育部办公厅 2 2
财政部办公厅 1 1

小计 1 2 3
总计 27 9 13 16 7 16 13 8 16 17 8 3 153

四、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以 2015 － 2021 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 153 份中国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数量、
政策主题、政策发布机构、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等五个方面

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典型特征。本文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从政策数量上看，政策供给数量总体上比较稳定且强度

较高，同时年度发布政策不均衡; 从政策主题上看，政策演进

方式总体上是从单一政策主题向多政策主题演进，政策主题

不断丰富和完善，政策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改革发展、优化服

务、科研管理、资产资金管理、评价制度等政策主题; 从政策

发布机构上看，政策参与机构不断增加，形成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领导以及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政

策制定模式，形成推动改革的合力; 从政策类别和政策效力

上看，意见、方案、办法是应用较多的政策类别，规划、通知使

用相对较少，文本类型较单一，政策效力总体较高。
2． 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可

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和拓展。一是强化立法提高政策的

权威性和稳定性。中国中央政府需加强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通过立法提高高等教育“放管服”
改革政策的权威性。可以采取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和实施

细则、理顺各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权限、明确高校的

法人地位和权益、构建高校内部治理法律体系等措施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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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法律保障机制。二是推动高等教育

治理理念转变。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背后

潜藏着一种政府高权管制逻辑，高校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是

国家所给予的特权而非权利，导致国家难以推动监管机制的

建立健全，影响高校依法治理能力的增强。从深层次而言，

这种高权管制是基于“正面清单管理”的思路，从已发布的政

策来看，大多数政策属于基于“正面清单管理”思路而开展的

“增量改革”和局部突破。应该推动“负面清单”“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等三张清单的建立与完善，实现从政府管制逻辑

向高等教育法治逻辑的转变。三是建立健全监督保障体系。
国家应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配套监督

体系，以增强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避

免监管不到位、放管分离的现象发生。可通过完善信用机

制、“双随机”抽查、第三方评估等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四

是加强政策的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核心问

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这是任何一个有志于发

展高等教育的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应该密切跟踪其他国

家的最新实践探索，总结其典型经验，为中国调整相应政策

提供借鉴。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

策的深入研究，强化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

和系统推进，总结政策体系及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

断优化相关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

整体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进行定量研究和

初步探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

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挖掘高等教育

“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系统中蕴含的知识和规律，为更科学

合理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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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Ｒeform Policy of Decentralization，Ｒegulation and Service

LI Chun － lin，LIU Jie － mei
( 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mov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to run schools independ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is paper takes 153 reform polici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ntraliza-
tion，regulation and service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analyzes the typi-
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ies from the five variables of policy quantity，policy theme，policy issuing agency，policy category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and stable policy supply with annual
imbalance，and the policy theme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improved，forming a policy making mode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nd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Opinions，plans and methods are the
most widely applied policy categories with high policy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regulation and service; policy; typical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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