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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常利用政策工具来达成某种政策性目标或解决社会性公共问题。近年来，我国西部高等教育

的改革、发展与进步归功于教育政策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霍莱特和拉梅什的强制性、自愿性与混合

型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进分析与运用情况。

研究发现，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结构需要优化；政策工具多元，但使用不够全面；强制性工具缺乏支撑，自

愿性工具显积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推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工具应该实现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

工具创新、东西部对口支援政策工具创新、资源共享与整合政策工具创新、凝练区域特色的政策工具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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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在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实现教育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与作用，承载着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任与战略使命。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要坚

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培养科

技人才，全面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西部高等教育能有现在的欣欣向荣与繁荣发展，是因为国家对西部高

等教育一直以来的教育政策的扶持。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西部高等教育如何在新时期“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背景下，能够抓住机遇实现内涵式发展与赶超，这依然离

不开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导与创新。国家教育政策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指引需经历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将外部优质教育资源输入西部高校；第二阶段，将西部高校在学习和利用外部资源同时逐步提升自身

实力，当前，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形成西部高校的地域特色与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对近20年我国

西部高等教育相关政策工具的演进分析与创新策略研究，对正确认识教育政策工具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未

来的发展方向与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可以控制的手段［1］。同理，西部

高等教育政策工具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为解决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而采用的可以控制的手

段。政策工具的分类有多种，本文从政策工具演变逻辑及使用创新的视角结合迈克尔·霍莱特（Michael
Howlett）和拉梅什（M.Ramesh）［2］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其分为强制性、自愿性、混合型工具的三种

类型，具体如表1所示。

本研究是以霍莱特和拉梅什的政策工具选择理论和分类为基础设计政策工具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我国

近20年的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政策文件的梳理，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并对相关的政策

工具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研究分析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选择的针对性特点及其影响效果，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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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能够提出指导建议。
表1 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的政策工具分类系统

强制性

混合型

自愿性

特性

应用

特性

应用

特性

应用

凭借国家或政府的权威力量，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强制推行的公共政策和措施

规制（机构或体系建设的标准设置与调整、规则、法规、禁令、监督、检验、考核、评价、许可、处罚、裁决的制定）

社会公共部门

直接提供（生产者直接进行生产、购买、管理、服务、财政支付）

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政府权威机构的改革、建构、计划、协定、政策、指示、命令、强制保险、强制执行）

具有强制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特性的混合类型

宣传与倡导（社会舆论宣传、民众呼吁、学习示范、榜样象征、倡导口号、信息公开、教育劝诫）

优惠补贴（政府提供的各类补助、补贴、票卷、优惠、奖励、减息、赠款、贷款）

产权拍卖（政府公开拍卖或出售的生产权、服务权、排污权）

使用收费和交税（公共资源使用交费、社会保险金、生产经营与消费所得税）

契约（各种合约合同、服务承诺、证明）

诱因（社会地位、名誉、权力、利益、信任）

在自愿的基础上利用个人、家庭或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法规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各种方式方法或手段途径

家庭与社区、自愿性组织和自愿性服务、市场和市场自由化、自我管理和服务

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政策回顾

近20年来，国家为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先后实施的教育政策具体如下：

2001年6月，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为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加快培养

紧缺急需的高级人才，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政策保障，教育部在原《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

学校计划》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受援高校人才联合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加强科研合作，优质资源共享，

加强互派干部挂职工作，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健全组织机构等方面深化对口支援工作。2010年2月又发布了

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政策指导文件。

2004年2月，教育部提出“省部共建”高校计划，其中包括少数几所“985”“211”高校，多数为地方高校。地

方高校在提升自身的办学能力和竞争实力时，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助力，因此，在2011年教育部不再增加

直属的“985”“211”高校数量时，很多地方高校及时调整战略和方向争取能成为“省部共建”高校，希望能够得

到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市、区级政府的扶持，有助于学校的快速提升和发展。自此，省部共建高校数量开始跨

越式增长，截止到2020年7月，全国各省、部委及央企共建高校已达到380余所。

2012年4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提出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其目的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重点扶持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地方高校发展与建设。通过改善中西部高校基础办学条件，不断夯实办学基

础，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该项工程重点

扶持和建设的是中西部地区23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0所高校，一个建设周期为五年，其

中一期计划于2012—2015年完成；二期计划2016—2020年完成，重点扶持建设中西部19个省、市、自治区的56
所地方高校的发展与建设。

2013年2月，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加快发展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

兴计划（2012—2020年）》文件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提出将结合中西部高校专业特色与教

育改革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及西部高校现有水平与薄弱环节，在“十二五”期间投入100亿元重点加强对中西

部100所高校的建设支持；中央财政安排60亿元在西部十二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一所区域最强高

校；对西部千名大学校长提供海外研修计划；扩大中西部学生入学机会。

2013年7月，由分别来自中西部13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教育部直属的14所高校成立“中西部高

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高校协作联盟。该联盟将专项支持1所本区域内具有区域优势、综合实力最强的高水

平大学。2016年7月，根据国办发〔2016〕37号文件精神要求，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和多方的意见征求，最后决定

将原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协作联盟”更名为“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联

盟”。联盟的目标和使命是为缩小东部发达地区高校与中西部地区高校间的差距，促进国家对中西部地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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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持续支持与发展，进而推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全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演进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在国家相

关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无论从高校数量的增长，办学规模扩大，师资数量增加，高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上

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和突破。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指导和帮助下，西部高校整体实力得到较

快发展和提升。先后有24所高校进入“211工程”计划，7所高校进入“985工程”计划，9所高校进入“一流大学”

建设计划，28所高校进入“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其中“一流学科”建设总数达到51个。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始终

遵循以政治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始终坚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其独特的社会定位、地域分布、文化特

色、发展需求来支撑西部地区的民族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3］。本研究结合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的政

策工具分类理论，选取近20年来国家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先后实施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政策工

具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近20年国家实施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使用政策工具种类情况

实施年份

2001年
2004年
2010年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2016年
总计

政策工具使用占比

西部高等教育政策项目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省部共建高校》

《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
《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

《“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强制性

4
3
3
3
8
1

22
39%

自愿性

1
2
3
1
3
4

14
24%

混合型

1
1
3
3
9
4

21
37%

（一）政策工具配套，结构需要优化

由表2分析可知，为推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近20年来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实施的一系列政

策文件中对强制性、自愿性、混合型的政策工具都有相应的配套使用。从三种性质的政策工具使用总体结构来

看，其中强制性工具使用22次，居主导地位，占比39%；自愿性工具使用仅14次，占比24%；混合型工具使用21次，

占比37%。按照政策文件形成的时间顺序分析，初期执行的政策文件以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居多，近年来执行的

政策文件中混合型工具与自愿性工具的使用频次与占比不断增加。在过去的20多年中，强制性政策工具的使

用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可持

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未来对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的使用比例将会不断增加。

此外，从已有的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文件的内部组成分析可知，其强制性政策工具中的规制类工具使用次

数最高，而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使用次之，除《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

学》政策外，其他几项文件中的使用次数变化不大。混合型工具中的信息和劝诫、鼓励号召使用次数最多，相

比优惠补贴中的税收优惠、票券以及诱因型工具的使用较少，应不断优化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加大政策工

具中混合型和自愿性工具的使用频次与占比。

（二）工具种类多样，使用单调重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新，政策工具更加多元化，较为明

显的就是自愿性和混合型工具的使用种类逐渐增多。从表2可以看出，近20年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相关政

策文件中都使用了强制性、自愿性、混合型政策工具，这说明，国家决策层面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工具

使用种类上是不断完善和多元的。从我国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政策工具的整个分类体系来看，虽然政策

工具种类多元，但使用单调重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使用不足。比如：《省部共建

高校》中混合型工具使用1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自愿性工具使用1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计划（2012—2020 年）》中自愿性工具使用3次。虽然近年来西部高校随着“一省一校”自愿帮扶的高校联盟

发展中强制性工具的参与较少，但是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仍显单调。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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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能够有效指导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自愿性和混合型工具明显不够，这需要一定的时

间和发展过程。因为，要想凸显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要向世界展示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

的独特和伟大，就要求西部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更加关注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特色［4］。要求西部高等教育政策

在信息倡导、鼓励号召、象征、呼吁方面应加强对自愿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的正确引导。

（三）强制性缺支撑，自愿性显积极

总体来看，近20年国家先后实施的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文件中强制性工具应用最多。强制性工具往往是

基于国家能力和范围而做出的选择，多体现为运用一些管制类工具以及命令和权威性工具，但此类工具往往

是比较笼罩或宽泛的文字或口号，缺乏具体的政策文件或制度条款来支撑，执行难度较大。因为政策文件没

有充分考虑到相关政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和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政策执行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例如，在《对

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政策文件中就提到要求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为“对口支援计划”的实施提供

政策支持和便利条件，具体是哪些政策支持，哪些便利条件并不清楚；要求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应抓紧启动

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具体开展和启动哪些工作也没有说清楚。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政策文件中指出，“坚持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具体怎么倾斜？倾斜多少

也没有说明。在这些强制性政策工具中，政策文件的表达中采用了“向”“要”“需”等语言，虽然感觉是一种硬

性的规定或是要求，但是并没有相应的、具体的可执行法令来维护和支撑，往往导致这些政策文件的实施很

难达到预期良好的效果。

由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实施的这几项政策文本中使用自愿性工具在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途径和方法

的频率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自愿性组织和自愿性服务、市场和市场自由化、自我管理和服务方面较为明显。

从近20年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几项政策文件内容变化分析可以看出，自愿性工具的使用有了一定的变化。

从最开始的自愿接受服务到当前的自愿组织和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转变身份和思维观念的进步，整体感觉是

主动性加强，自主性不断突出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根

据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的学科特点和发展意愿”，还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政策

文件中提到的“协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继续教育服务能力建设”，以及《“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

大学》政策文件中提到的“增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这几项政策文件分步骤的实施均

体现出通过社会组织或市场发挥作用的自主发展意识在增强，自愿性工具在积极地运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近20年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执行的政策工具主要使用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

工具。其中，在强制性工具中建立规制、财政支出、命令计划、指示指导等使用较多。而在混合型工具中，运

用较多的是学习教育、示范、财政贷款、信息公布公开、合作服务等。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缺乏较多自愿性

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是对西部高校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需

要在一定的政策环境或场域中才行，其具有一定的边界效应［5］。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西部地区环境气

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等特点，结合各类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与特征，进行系统、科学、合理的

规划，才能够正确选择出有助于西部高等教育稳步快速发展的政策工具。

四、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工具创新策略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支援和帮助下，西部高校的整体实力得到较快发展和提升。教育

政策工具的使用有力助推了西部地区高校的发展，但西部十二省区高等教育实力不同、分布不均，存在较大

差异，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实力较全国总体水平而言依旧相对较弱［6］，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近20年来，西部

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以强制性、混合型为主，自愿性为辅。针对当前西部高等教育存在的人才资源

流失严重、受援高校范围不够深入广泛、缺乏各类资源共享整合、学科建设缺乏区域特色等迫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与能够解决现有的问题相匹配。

（一）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工具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校总计为国家培养2000多万高级专门人才，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包括西部各类高

校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的问题。如几所西部“985”“211”龙头院校的院士、长江学者、中青

年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等高端人才流失尤为严重。能够留下来的学者教授很多是对西部教育发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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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但是情怀终究解决不了大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西部地区一直面临着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难、培养

人才难的恶性循环。要想解决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首先，国家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选择混合型政

策工具，既要鼓励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地区的高校工作，为其提供优势特色的教研平台以及相关福利待

遇，又要协调各项工作许诺落实到位。让引进的人才能够潜心钻研学术，安心扎根西部，热心建设西部。其

次，国家相关部门应对当前西部地区高校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流动无序的乱象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采取

强制性的规制政策工具（法令、法规、禁令、监督、处罚、考核）及命令性和权威性政策工具（计划、命令执行）。

建立西部地区高校人才管理制度，既要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又要做到人才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让西部高校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有尊严感，有成就感，有幸福感，有责任感，有归属感。最后，还需在西部高校

自愿性政策工具作用下充分激发内部潜能，提高学校文化内涵的建设与发展，秉持人才兴校的战略，利用科

学人才的师资队伍建设来支撑学校“软实力”的发展，不断提升西部高校的整体实力。

（二）东西部对口支援政策工具创新

自《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提出到《“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工程实施过程中由强制

性、混合型政策工具为主导向自愿性政策工具倾斜，未来东西部对口支援应发挥西部高校自愿性政策工具中

的自愿性组织和自愿性服务、自我管理和服务作用，加大西部高校支援的数量和范围，且受援高校应向普通

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倾斜。因以往受援高校多为省属重点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这些高校在其区域范

围内已经是实力较强的高校，导致强者受援助，弱者无帮扶。所以应将对口援助的对象和范围向西部地方本

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倾斜，政策工具的使用在结合混合型工具的基础上加强自愿性工具的使用频次。充分利

用东部沿海地区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西部地区的民族特色与地域文化，通过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

立合作帮扶关系，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实用技能型人才、应用技术型人才、行业紧缺型人

才［7］。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往西部受援高校办学性质来看，民办高校没有一所入选，全部是公办高校，但民办

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贡献。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尤

其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限，中东部地区整体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发展水平较高。所以，国家或政府相关

部门应积极探索西部民办高校发展的内在需求，应将西部地区的民办高校尽快纳入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计

划中。通过利用自愿性、混合型教育政策工具的特点来制定西部地区民办高校的对口支援政策与措施，不断

增加东西部对口支援高校计划中民办高校的受益对象与数量。

（三）资源利用与政策工具组合创新

西部十二省区高校实力高低悬殊，其主要原因是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高校教育资源的浪费所导致。首

先，如何让西部高校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大化产出，需要在混合型政策工具（学习教育、信息公布与公开、

示范引领、呼吁）的指导下；在补贴工具（财政奖励、赠款、实物奖励、政府贷款）的支持下；在契约工具（服务、

合作）、诱因型工具（地位、名誉、权力、利益、信任）的制约下对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共享。在“互联网+教
育”时代西部高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断，建立西部高校优质资源共享机制，构建西部高

校优质资源大数据共享中心［8］。通过省区结合、校校联合、社校合作等形式，将各类高校有限的、分散的优质

教育资源集聚在一起实现人才资源共享、信息资源共享、课程资源共享、图书网络共享、教学设备以及实验设

备的共享。针对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可开展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高校

内部共享、高校之间共享以及高校与社会间共享。其次，西部地区高校应在自愿性政策工具指导下不断提升

其内生动力和自我管理和服务意识，从根本上提升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才能有效促进西部

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通过建立西部高校教师科学培养机制，不断提升西部高校教师的整体软实力；通过

改革高校物质资源管理模式，实现西部高校物质资源的优化整合，对现有各种物质资源实现最大化利用；通

过对各类财力资源的优化整合，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影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

（四）凝练区域特色与政策工具创新

西部地区受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环境等特征因素影响，每个省区的高等教育

都有其独特的发力点。首先，西部高校应深刻了解自身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系统分析外部条件与内部环境优

劣，凝练区域高等教育特色，将外在的各项优势与资源充分转化为内在教育特色与未来发展潜质，创新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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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政策［9］。西部地区高校应在自愿性政策工具指导下充分发挥特色专业优势，实

现自我组织管理与服务的内在发展意识。政府和教育相关部门应根据西部各高校现有的优势特色学科分类

布局，建立和完善不同特色学科的管理保障机制，保证西部特色学科建设工作稳步、有序进行，促进西部高等

教育的特色发展与创新。西部高等教育要制定和调整以及差别执行的区域高等教育相关政策，以适应西部地

区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10］。其次，应在自愿性政策工具指导下服务于西部农林牧医的专业建设与发展，

不断加强对西部高校农林牧医的特色学科群建设；应在混合型政策工具指导下，通过合作与服务促进西部通

信制造业发展，不断加强西部高校工程机械、网络通信学科群建设；应在自愿性政策工具指导下始终服务于西

部民族地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不断加强西部高校民族人文学科群建设；应在混合型政策工具指导下通过服

务与合作促进西部自然环境与能源矿产的有效开发，不断加强西部高校地质能源学科群建设。通过自愿性、

混合型政策工具指导针对性建设，促进西部高校在农林牧科学、工程制造、民族人文、能源地质的特色学科建

设，最终形成西部高校创新独有的优势教育特色，不断追求卓越以获得西部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吴合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1）：8－14.
［2］Michael Howlett，M.Ramesh.Studying Public Policy：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80-98.
［3］陈鹏，李威.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百年变迁的逻辑进路与审思［J］.高等教育研究，2019，（4）：41-48.
［4］陈·巴特尔，陈雪婷，杨英，等.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9，（11）：3-9.
［5］姚俊.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选择的嵌入性研究——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J］.江苏高教，2017，（3）：15：19.
［6］蔡文伯，李梦瑶.西部十二省区高等教育实力评价分析［J］.教育评论，2016，（1）：74-77.
［7］王成端.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重庆高教研究，2019，（5）：24-34.
［8］于洋，武兰兰，霍素彦.我国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培育路径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5，（24）：18-20.
［9］刘徐湘.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5）：1-7.
［10］孟立军.差别化区域政策：推动民族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2，（1）：14-19.

Evolution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Tools in Western China

ZHANG Jun1，CAI Wen-bo1，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Wulumuqi 830017，China；
2.Normal College，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reform，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are at⁃
tributed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al policy tools. This study adopt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andatory，
voluntary and mixed policy tools of Howlett and Ramesh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tool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tools in Western China needs to be optimized；The policy tools are diverse，
but the use is not comprehensive；Mandatory tools lack support，and voluntary tools are active.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tool innovation of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Innovation of policy tools for counterpart suppor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gration policy tool innovation；The innovation strategy of policy tools with regional char⁃
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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