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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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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高校专业设置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保持一致#才能培养适合经济发展和社会

需求的人才% 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同步变动#这就要求高校在人

才培养上必须适时调整#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专业设置上应严格遵循)依据需求#强化

特色&面向社会#充分论证&优化结构#择优设置&控制数量#持续建设*的原则% 本文在分析目

前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人才需求的影响基础上#构建了满足于人才需求变动的专业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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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

关系

"一#高校专业设置要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高校主要是学习

西方大学的模式来进行专业设置的!以大学&学

院&系三级为结构层次" #H#! 年!民国政府教育

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将大学学科分为文&理&法&

商&医&农&工七个学科共 GH 种专业" 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高校专业调整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

#HNL-#HL% 年!被称为(重化工业化)时期"

农业发展缓慢!重工业发展迅速!轻工业发展停滞

萎缩" 在这一阶段!我国在产业结构上采用的是

农轻重产业分类法!主要施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经济赶超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实行

(国家建设缺什么专业!就设什么专业)!而且专

业划分越来越细!甚至出现了以单个产品&单项技

术为对象的专业!专业越设越窄!也越设越多"

!)(文化大革命)后至上世纪末

在这一阶段!为改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的状

况!国家提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过程中!走跨越式产业结构升级道路

的战略思路" 在产业政策作用机制调节下!我国

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我国在高校专业设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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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专业规范化&整体化的问题进行了调整!

扩大了专业口径!减少了专业种类!将以前以产品

或行业$需要%为基础改为以学科$需求%为基础

来设置专业" 在管理方面仍以政府为主!最显著

的标志就是(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高校要

办学招生!所设的专业必须是从这份目录中选

出的"

G)进入 !# 世纪后

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的新型产业出现并呈

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

重也持续上升"

这些发展无疑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原有的由国家统一制定全国高校专业设置目录的

做法显得僵硬而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于是!教育

部开始赋予高校更大的主动权!即批准多所重点

高校可自设专业!而那些没有权利自设专业的高

校!也被允许首先由学校教务部门&相关院系提出

设想!进行论证!报到学校主管部门!再由省部级

审批!最后报教育部备案"

"二#高校专业设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

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合理化和高级化" 发

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是第一

产业比重逐渐下降!二&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

#HL% 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比较明显

的变化!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大幅度发

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

来越突出!劳动力的结构&规格和综合素质以及科

学技术的运用已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促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之更

加合理化和高级化!目前的关键就是开发人力资

源!合理配置专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而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首先是高

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要快速增长#其次是培养

规格&培养层次&培养类型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向

高规格&高层次&多样化发展#再次是要加快市场

紧缺人才&急需人才的培养" 在目前情况下!除了

国家加大教育投资外!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调整

和转换高等教育的结构&尤其是专业设置结构"

鉴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教育应具有的适度

超前性!为保证高校基础条件建设到位!保证人才

培养质量!高校专业设置严格遵循(依据需求&强

化特色#面向社会!充分论证#优化结构!择优设

置#控制数量!持续建设)的原则!这必将对产业

结构的调整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有助于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校专业设

置原则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

表 #D!"""+!""L 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及构成

年份
就业人员总数

$万人%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万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构成$合计Y#""%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 L! "%N GI "$G #I !#H #H %!G N")" !!)N !L)N

!""# LG "!N GI N#G #I !%$ !" !!% N")" !!)G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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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N %!N GG HL" #% "%$ !G LL# $$)% !G)% G#)$

!""I LI $"" G! NI# #H !!N !$ I#$ $!)I !N)! G!)!

!""L LI HH" G# $$$ !" I!H !$ H#L $")%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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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从表 # 可以看到!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我

国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产业劳动力正逐步向第二&三产业

转移!但转移速度较慢

从 !""L 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农

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Z%创造出较

小的产出份额$##)GZ%!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

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I)%Z%却创造出

较大的产出份额$$%)IZ%!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

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

$!%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有限!第三产业是

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将近 #" 个百

分点的同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上升仅约

$ 个百分点!中间还出现了反复!而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比重上升接近 N 个百分点!呈直线上升!这说

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

"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

影响

#)三次产业人才需求量不同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第一

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员处于超饱和

状态"

第二产业由于产值增长速度过慢!加之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过慢!本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

力是下降的" 从理论上推算!第二产业今后还应

有 $ N"" L̀ """ 万的吸纳就业能力!但就业的扩

张空间已相对狭小"

伴随着我国第三产业较快速度的发展!其人

才需求规模也在逐步扩大!目前从业人员比重与

达 L"Z的高度工业化社会还相差 G% 个百分点"

以 !""L 年的就业人数初步估算!还存在着将近 G

亿的就业吸纳潜力"

!)第二产业的人才需求趋势

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我国实行国有企业的

改革!第二&三产业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近年

来由于大学扩招!每年又有大量的大学生进入城

市劳动力市场#加上大量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

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都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城市

的第二&三产业就业"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城市就

业紧张!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剩

余" 第二产业发展需要的一般劳动人员已经基本

饱和!工资率因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下降而一直涨

不起来"

因此!第二产业的人才需求呈现专业化的趋

势!高学历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主要的需求

对象"

G)第三产业的人才需求趋势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生产和生

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交通运

输业&商业&金融&教育等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而这些行业也将成为近期人才需

求的主要领域"

从长远来看!我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健全!

需要进一步优化" 目前!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

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中国的统计分析

也表明!这些新兴产业正是我国就业弹性大的产

业"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这些新型第

三产业将成为人才需求的主要领域"

"三#满足于人才需求变动的专业设置原则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我国三次产

业人才需求的种类和方向"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为了进一步促进

高校的良性发展!在专业设置上最重要的就是紧

贴市场!适应社会需求"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坚持以下原则'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性原则" 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学科专业" 对全国性&综合

性高校而言!要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整体社会发

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

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而地方高校专业设置就必

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走

(立足地方&依托地方和服务地方)之路!主动适

应地方经济与人才结构调整的要求!进行科学的

预测和论证!使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相连!为地方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人才!

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争取地方的支持"

!)与学科建设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高

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定位和学科优势设置专业!

可以在有优势且师资又较强的学科门类上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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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业!加强专业的集约性!增强学校内部专业

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形成重点学科与相关

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平台和优势专业群!这样有

利于学校在较短期内建成品牌专业"

G)注重规模兼顾效益的和谐发展原则" 在高

校扩建&扩招之风盛行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高校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是由教育资源配置决定

的" 扩大办学规模无疑是提高办学效益的途径之

一!但学校在扩大办学规模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

学校的教学资源能否保证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准确把握国家及省级主管部门对专业设置的要

求!处理好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与办学质量&办学

效益之间的关系" 全国性&综合性高校因其一般

所服务&辐射的是地域较为宽广而范围越大!其经

济状况就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是此消彼长

的状况!加之其享有的较高社会认知度和口碑!其

面临的毕业生就业压力反而相对较小" 地方高校

则主要为地域范围较小的某一地区服务!应根据

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办学理念!创办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

需要的专业!减少&甚至停办暂时不急需的专业!

减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注重经济效益的

同时重视社会效益!使学校持续稳步地发展"

$)突出特色的重点发展原则" 这一点对地方

高校尤其重要!地方高校总体竞争力明显不如名

牌重点高校!其专业设置和专业与建设必须充分

利用自己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扬长避短!针对本

地区特色行业&特有行业的特殊需要!把(人无我

有)&(人有我强)作为专业设置和建设的目标!努

力培养和形成自身的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 特色

越突出!学校就越具有不可替代性!越具有独特的

竞争优势" 以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为例!其自

!""# 年成立之日起就把早已是(热门)的金融学

作为其王牌学科&(热)是市场的需要!为与其他

高校的金融学专业竞争!准确地将其定位为(小

金融)!即细分为证券&保险&期货&投资银行和信

用管理等专业和方向!从而保证了毕业生相对于

其他(大金融)定位的高校毕业生具有更强的针

对性和专业性!得到了重庆金融行业的好评"

(参考文献)

'#( 包)地方高校专业设置的原则与措施'*()中国高

校研究#!""%!#")

'!( 李英#赵文报)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

性研究'*()科技管理研究#!""L!H")

'G( 黄慧民#何秀成)经济发展与高校自身素质对高等教

育专业设置的影响'*()高教探索#!""$!G")

"责任编校!朱德东%段文娟#

<,&,#.6+'"*( *+,<,$,>#"6,7,*9,,":($$,/,E#P(.&#"24"25&*.'#$-*.56*5.,!2P5&*3,"*

d=&EbU.M9+-3! O&Eb12.+MK,-! 1dAEbS7-M/5

$;$)*,#1!"#$$%! .#$)*21)* 3-"#)$%$*4()5 6071)-778)19-:71+4! .#$)*21)* $"""GG! .#1)(%

!7&*.#6*'

_08+//737].K+(<<7?M,' 5<8+-<5<?7-?Q5?2 5-:,<?(5./<?(,8?,(7.:K,<?]7-?! 8+//737<8.- 8,/?5>.?7?27?./7-?<7/535\/7

0+(?27:7].-: +078+-+]58.-: <+85./:7>7/+']7-?)S5?2 ?27.:K,<?]7-?+0125-.m<5-:,<?(5./<?(,8?,(7! ?27:7].-: +0].(W7?0+(

?27?./7-?<5<82.-35-3.88+(:5-3/9! Q2582 (74,5(78+//737<?+].W7(7./M?5]7.:K,<?]7-?0+(?./7-?8,/?5>.?5+- 5- +(:7(?+.:.'??27

82.-37+05-:,<?(5./<?(,8?,(7.:K,<?]7-?.-: Q2582 (74,7<??27].K+(<<7?M,' +08+//737<?+0+//+Q?27'(5-85'/7<<,82 .<

<?(7-3?27-5-3?2782.(.8?7(5<?58<\.<7: +- ?27:7].-:! <,005857-?/97X'+,-:5-3.-: :5<8,<<5-3?27<7?M,' ].K+(<+(57-?.?7: \9?27

<+857?9! <7/78?5-37X87//7-?].K+(<\9<?(,8?,(7+'?5]5a.?5+-! .-: <,<?.5-.\/7<7?M,' +0].K+(<\98+-?(+//5-3?27-,]\7(+0].K+(<

5- 7.82 '7(5+:);.<7: +- ?27.-./9<5<+0?275-0/,7-87+0125-.m<5-:,<?(5./<?(,8?,(7+- ?./7-?:7].-:! ?25<'.'7(8+-<?(,8?<?27

'(5-85'/70+(].K+(<<7?M,' ?+]77??2782.-37+0?./7-?:7].-:)

8,% 9(.2&'

8+//737].K+(<<7?M,'# 5-:,<?(5./<?(,8?,(7# (7/7>.-87(7<7.(82

L$#

第 ! 期DDDDDDDDDDDDDDD黄大勇#等+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