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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教育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按照“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继承

发展、引领示范”的原则，提出“以专业建设为龙头，加强专业结构优化与内涵

建设，引导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是所选择的五个方面进行重点建设内容之

一。2013年 7月 1日，吉林省委正式出台了《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了“按照‘择需、择优、择特’的原

则，统筹推进重点学科专业建设……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吉林品牌专业。”因

此，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加大专业建设力度，科学合理设立专业方向，

推动吉林省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助

推吉林高教强省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主要是指各类高校及其具体的学科专业所构成的比例关

系和组合方式，包括不同科类高校和学科专业的数量、布局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等。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在本质上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社会分工、

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状况决定的，集中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

种类、规格、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根本要求。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高等学

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策略，以助推吉林高教强省建设。

第一，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专业调整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对专业结构进行

整体优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设置和调控高校

本科专业的制度体系和机制，以指导、检查、监督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从而确

保专业的良性运行。具体可以采取个别咨询或专题报告等方式，为高校解决政策

层面、实施层面或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或困难；促进高校与高校、高校与政府、

高校与市场之间的良好互动，鼓励不同高校形成学科专业特色和办学特色，达到

促进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整体优化，避免专业重复建设与同质化发展，提高专业

设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通过实施特殊政策，支持高校基础学科专业的发展；

实施必要的限期整改或专业的淘汰与退出机制。

第二，高校自身要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办出特色专业。高校新专业的设置应

在立足优势学科基础上，不断拓宽专业内涵建设。高等学校探索交叉学科专业的



设置，关注新兴学科专业的建立；应当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突破传统思维限制，

进一步转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切

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平台与教材等基础建设，

加强教学管理，提高规范化程度，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有坚实的软件与硬件

基础；同时应当加强对传统学科专业改造，以学校原有特色和优势专业为基础，

不断挖掘和拓宽原有专业的内涵，全面提升学校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整体实

力；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建设省级“特色专业”和校级“特色专业”，发挥特色专

业的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

第三，结合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需求，对现有的专业结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造

和整合。高等学校必须加大专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应结合本校的现实条件和发展

目标，并呼应本省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专业结

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造和整合。高校应进一步扩大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在一定的

条件下应允许学生转换其所学专业；应该加大对专业的改造力度，充实专业内容，

培养出专业结构更合理、知识结构更加完善的复合型、国际型的创新型人才，以

不断适应本地区产业发展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需求，进一步增强省属高校

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

第四，建立专业设置预测系统，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教育主管部门要依

托国家专业设置预测系统，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建立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

业状况信息资源库，定期发布各类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变化趋势和供求状况等信

息，为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和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提供信息服务和宏观建议。加强人

力资源市场需求预测，建立职业供求信息收集发布制度，为高校设置调整专业提

供参考。另外，要适时公布相关信息，加大统筹指导的力度，把招生计划、录取

率、报到率、就业率、生均拨款标准、评估认证结果等作为优化专业布局、调整

专业结构的量化指标，引导高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现有专业的建设和改造上

来。

第五，建立健全评估体系，促进学校专业建设。高等学校自身要建立健全专

业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广泛开展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完善“特色专业”建设

和评估；政府对改革力度大、办学水平高、社会声誉和就业形势好的专业给予政

策倾斜与重点扶持；努力建设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明显办学优势及特色的专业



点，带动和促进全省高校的专业改革与专业建设。一定要开展新办专业评估，对

办学条件差、社会声誉和就业状况不佳的专业，给予“黄牌”警告，限期整改，

直至撤销，以确保各专业的办学质量。同时应鼓励高校积极创造条件接受国家的

专业认证，把专业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