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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关注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思考④

元崇新观察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已成为不

争的事实， 但对转型转什么必须搞清
楚，并付诸实施，才能实现自我“革命”。
根据记者近段时间的调研，认为应在几
个方面实现转型。

革新办学理念。 长期以来，许多地
方本科高校在“办什么样的学校上” 攀
高求全，重学轻术，轻视劳动实践一线
工作。 根据记者的观察，地方院校应围
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培养应用型人才
两个方面下足功夫做文章。 事实证明，围绕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做文章， 既可实现学校自身
成长且又能促进与地方的发展互动。 吉首大
学是建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所
省属综合类大学， 也是湘鄂渝黔边区唯一一
所拥有本—硕—博三级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的高校。 作为教学研究型大学，立
足服务地方发展做文章。 湘西存在着“微生
物发酵、土壤富硒和天然亚麻酸”三个独特
的生态自然带, 吉首大学在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的实践中, 以这三个自然带为基础大力发
展“三带”产业,在教学科研产业的有机融合
中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
和谐,用科技成果服务“三农”,创建有特色、
高水平的“平民大学”。

明确办学定位。 纵观我国目前 1600 多
所地方院校，大多将其定位于教学型，倾向
于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 长此以往，将造成
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错位现
象。 鉴于此，拟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高校应
确立明晰的办学定位，比如以区域特色为办
学特点，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专业（专业群）建设转型。 应用技术大学
的专业设置应以需求为导向， 对接产业、行

业，立足学校办学实际办出特色，防止贪大
求全。 以中山大学为例。 一直以来，该校把
广东需求作为学科、专业布局的依据，例如，
农业学科、海洋学科等；在研究上，也非常
关注应用研究，例如，医科，明确提出以疾
病为导向。

转型人才培养模式。 地方院校要从过
去偏重于基础知识和艰深的理论的传授向
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转型， 要把校
企、校地互动作为培养模式，加大学生的实
训、实习、见习基地建设。 以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开展院村合作，把专业耕耘在田
野上， 一改许多高校为专业而专业的“旧
态”，让学生实习、工学结合和技能培训有
了更广阔的天地。

培养一批双型教师。 地方院校教师要
具备将学科知识转化为产业行动的能力。
这就需要一定数量的企业背景的“双师型”
教师和直接来自企业的“业师”组成学科团
队。 实践证明，吉首大学、中山大学、娄底职
院等高校拥有一批“双精”教师，“精艺善
教、精技助农”， 从而实现“学校在农村、课
堂在田间、教研在基地、成果惠农家”。 地方
院校如何突破师资队伍建设的瓶颈， 记者
认为可以通过选派中青年教师到境内外高

校、科研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访学研修、挂职
锻炼；也可以外聘企业或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
师，为学生提供案例教学、实践指导和咨询服
务，进而提升应用技术人才培养质量与水平。

创新办学体制。 地方高校大多由省级或省
级以下地方政府行政拨付经费, 其资源配置由
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控制。多年的实践证明，地
方院校的办学体制显得陈旧， 抓住地方院校转
型的机遇，政府在办学体制上可大胆支持校企、
校地、院村联合及合作办学，实行学分制和弹性
学制，推进创新创业制度化，形成一体化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 在政府主导下实行混合所有制
的联合办学模式， 使政府单一化控制资源配置
走向政府主导与院校自主寻求资源配置多位一
体，促进学校资源配置转型的效益最大化。

编后：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近日产教融
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的致辞时表示， 地方
高校转型发展是高等教育领域继管理体制改
革和扩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影响更为
深远。 同时，也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每
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

记者认为，地方院校要牢牢把握建设应
用技术型这一转型发展目标，打破封闭办学
的 “旧态”， 坚定不移走校企合作、 校村结
盟 、产教融合的综合发展路子 ，将学校的办
学视野，由高校的围墙内走向广袤的田间地
头 、车间企业 ，让人才培养环节融合于产业
链 、公共服务链和价值创造链 ，使大学成为
平民的大学、 产业的大学、 城市的大学、社
区的大学。

地方本科高校应从六方面转型
□ 杨元崇

所有大学都应关注“应用型”
□ 黄达人

专 家 观 点

关于本科应用型转型这件事， 我是很赞成
的。我认为，关于“应用型”，不应该在定义上做文
章、去纠结，而是应该看到其本质。 “应用型”最重
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
需要，让我们的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
行业和产业的能力， 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
育。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要所有大学都来走“应
用型”道路，但起码所有大学都应该来关注。

以中山大学为例。 中山大学办学的指导
思想是“国际水平，国家需求”。 尤其是《珠江
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 规划纲要 （2008～
2020）》由国务院发布实施以后，广东需求就
是国家需求。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把广东需求
作为学科、专业布局的依据。在师资队伍建设
上， 特别注重给应用研究特长的教师以职称
晋升的特殊通道。在国际合作方面，结合广东
核电、电子等支柱性产业需求，先后成立了中

法核工程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
学联合工程学院。

其实，所有大学都在关注应用的问题。 因
此，我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不仅仅存
在于狭义的职业教育，也不为应用技术型高校
所专属。 “应用型”代表着一个办学方向。

之所以要强调这是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
学校领导不要纠结于概念，而是要认清本质。
大多数高校领导对于 “应用型” 是没有分歧
的，就没有必要去争论是不是职业教育，也没
有必要去分辨应用技术型与应用科技型在字
面上的差别。推动本科应用型转型，关键在于
如何去推动。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
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特别关注的焦点，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重要的是行动，而不要让
一些概念上的争论扰乱了我们的办学方向。

（作者系中山大学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