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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关注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思考②

李克强总理在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 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当前，在“转不转”的问题上，地方本科高校
大多已无异议，因为“招生难、就业难”的双重
压力，正在倒逼高校作出调整。 但在“向哪里
转”“如何转”等诸多问题上，还远未达成广泛
共识。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转型之后，地方
本科高校到底是在办职教，还是在办高教？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对“向应用型转
变”有全面理解。 要全面理解“应用型”的新要
求，还是要回到解决“招生难、就业难”的双重
困境上来。 换而言之，判断一个地方本科高校
是否真转型， 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真
正脱困。

转型首在调整办学定位
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是造

成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以
重庆为例，电子信息领域作为地方支柱产业，
用人需求缺口在 20 万人以上，但重庆市属高
校中，经、管、文、法、艺五大专业培养规模占
比却高达 55%。 重庆本科高校中，英语专业开
设高校有 21所，在校生达 2.6 万人，占在校生
总数的 6.5%。

究其原因，这与我国地方本科大学的发展
历史不无关系。 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大多在
上世纪末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而来，办本科的
历史并不长。加上扩招的主体在地方大学，经、
管、文、法、艺等又成为扩招专业的主体，因此
造成了今日之困境。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地方
本科大学明显表现出学科专业设置不够合理、
教师队伍素质不够匹配、 人才培养模式不适
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等病症。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调整。
毋庸讳言， 我国高校发展大多有一种路径依

赖： 单科性学院想升格为多科性大学，“211”
大学想成为“985”，最后大家都想成为北大清
华。 且不说国家资源能不能办那么多的北大、
清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也没有那个必
要。 以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为例，在
3600余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也是少数，绝大
多数还是科研教学型或教学型大学， 仅两年
制社区学院就占 55%。

美国大学的这种构成，其实和其国家对人
才的需求是一致的。 据统计，发达国家人才需
求的结构比例为：从事科学研究的拔尖人才约
占 5%，从事设计研发的专门人才约占 30%，从
事生产、管理、服务等基层生产一线工作的专
业人才约占 65%。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发
展快速上升期的大国，我国对于各类人才需求
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对基层生产一线需
求的比例应该大致相当。 因此，调整地方本科
大学的办学方向，已是迫在眉睫。

转型重在确立就业导向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 拿就业率来

“强迫”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一种短视行为。

因为大学的任务是教育人， 就业应该是政府
抓的事情。 应该说，对转型的这种认识是片面
的，甚至是有害的。

今天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 其实也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 欧洲人均 GDP 在 2300 美元至
6500美元之间，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客观上要求
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随之改变， 由此出现了
一个新的大学类型———应用科学大学。 我国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 正处于欧洲当年的水
平上。

就业首先是地方政府的事，当然没有错。
但是，地方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和出资人，
要求地方本科大学办学方向作出调整， 确定
“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适用的人才，也在情理之中。

就业导向一旦确立，地方本科大学的学
科专业结构、师资素质水平、人才培养模式
等等，都将随之改变。可以说，这样才真正是
从“围绕学校资源办学”到“围绕学生办学”
的转变。

转型不必纠结于职教高教
自从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来， 围绕引导
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社会上出现了各种
声音， 有的理解为 600 多所新建本科高校都
将转为本科职教， 有的解读为高职院校将面
临生存危机，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实事求是地说，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型，
理论上还存在诸多需要建树的空间。 在 10余
年的办学探索中， 许多地方本科高校的成功
办学经验也值得我们去总结。 实践走在理论
的前头，是当前地方高校转型的现实处境。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卸任后走访了 20

余所高职院校，认为职业教育有三大特征：一
是师资上，强调“双师型”；二是就业上，强调
持证上岗； 三是教学上， 强调基础与实践结
合。 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普通高校甚至“985”
大学也存在有职业教育特征的专业， 如临床
医学专业。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特征，并不
仅存在于职业院校。

我国一些老牌本科大学， 其实也有不少
在培养有职业教育特征的人才。 如扬州大学
培养的淮扬菜高级厨师， 已成为国内外高级
餐馆的标配。 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的培养目标，
也是具有创新和领军能力的工程师。 因此，有
学者认为， 我国 95%以上的大学本科都应该
是“应用型”，应用型大学里可以分为教学型、
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三类。 这与当前大学的
研究型、应用型、其他类型的分类方式也有所
不同。

从解决当前地方本科大学的困境来看，
区分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高校属于高教还是职
教，其实意义并不大。 并且，在职业教育尚未
得到社会充分认可、 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还
没有真正提高的当下，过分强调“应用型”大
学的职业教育特征， 反而不利于地方本科的
转型。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到了走出“身
份困惑”，超越“姓职姓高”的时候了。

编后：教育部等三部委 11 月 １６ 日印
发《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指导意见》。 从精英教育到应用教育，该
意见为地方普通高校指明发展方向，能够有
效缓解部分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的问
题。 然而，高校转型，还应坚持顶层设计、突
出地方特色，谨防发展中出现一刀切、一阵
风等现象。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应走出身份困惑
□ 储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