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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现状及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需求，从三

次产业视角分析了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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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

2013年 3月，内蒙古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提出将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目前，内

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进入加速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对人才技术创新提出更高

的要求。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其专业设置应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的发展变化，对现在的专业设置进行优化，以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1、内蒙古产业结构现状

近些年，自治区坚持走工业强区道路，三次产业的格局越来越明显。图 1数据

显示，从产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

比重逐步上升。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从 1990年的 35.5%下降到 2012年的 9.1%，生

产总值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从 1990年的

32.1%上升到 2012年 的 55.4%。作为近年来内蒙古的支柱产业，以工业为主的第二



产业发展迅速。而一直以来，第三产业则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缓慢的增长，从 1990

年的 32.6%上升到 2012年的 35.5%。显然，改革开放至今，内蒙古产业结构已由“二

一三”转变为“二三一”的产业格局，第二产业发展势头依然迅猛，但第三产业持

续稳定的缓慢增长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调大第三产业”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

2、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其人才需求

2013年 11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根据《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在着力产业结构

调整规划中，将坚持调优第一产业、调强第二产业、调大第三产业，构建多元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根据“8337”发展思路，内蒙古自治区将立足于欠发达的基本区

情，坚持“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也就是说，自治区未来发展

不会一味照搬照抄发达地区的经验，而是每个产业各有侧重地去调整。由此可见，

内蒙古自治区在未来将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其思路如下。

2.1第一产业：现代化技术

未来自治区第一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以突出现代化生产。①

巩固现有农业基础，要保证粮食的增产，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种植品种和技术的

改良等；②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积极打造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农产品、奶制品

高效、优质的生产基地等；③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从规模经营、规范管理、精



加工、标准化生产、产品外销各方面优化这套经营体系。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全区市场对掌握信息、生物、工程等相关现代农业技术和

能有效改良农产品品质的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2.2第二产业：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即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要融合发展，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会密切结合“8337”

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产业，在自治区范围内形成一大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

业集群。新型工业化这种发展趋势下，自治区未来将渴求一批在新材料、新能源、

机械制造和云计算等新兴交叉学科中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人才。

2.3第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第三产业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因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是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和突破口。①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

是现代物流业的优先崛起，将成为自治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②加快发展生活性服

务业，尤其需要建设以草原文化的厚重内涵、生态建设为基础的特色绿色旅游度假

基地；③大力发展市场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以创意产业、服务健康业为基础，以

研发设计、成果转化等高新技术服务业为重点，整合全区资源，建设服务业集聚区。

这种转变不仅加快推进服务创新，满足了居民消费需求多样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需

求，扩大了就业空间，还会成为全区服务的亮点。未来全区将需要一批精通物流管

理，同时熟练掌握英语、蒙语、俄语等外语的优秀人才；一大批从事旅游管理和草

原文化传播的专业人才；在创意产业、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方面，专

业人才的需求量和就业前景将日趋旺盛。

3、内蒙古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现状分析

3.1专业就业比重分析

图 2显示，1990年以来，全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较低，但近些年有缓慢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

业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第三产业在 2003年以后增长趋势非常明显。通过

图 1三大产业比重和图 2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对比可以看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并不协调，由此可见，内蒙古本科高校的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并没有及时适应近年

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第一产业对应的专业人才比重虽然趋于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占ＧＤ

Ｐ的比重，说明第一产业仍聚集着大量的劳动力，或许高校在人才培养数量上供过

于求或者培养的质量不高。第二产业对应的专业人才比重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占ＧＤ

Ｐ的比重，推测为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弱或者市场供不应求。第三产业的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基本平衡，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明显低于第二产业，或许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技能和创新能力上还有待加强。总体说来，内蒙古本科高校作为

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基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应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上存在

部分偏差，在总体人才培养规格上还需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第

三产业对应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上还有待提高。

3.2专业分布情况

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标准统计，截至目前，内蒙古高

校共有本科专业 220个，涉及除军事以外的 12个学科门类。其中本科专业布点数为

715个。如表 1数据显示，内蒙古自治区专业分布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3.2.1专业比重不协调。从专业的总体布局来看，内蒙古自治区的农学类专业布

点占总专业布点的 4.34%；工学类专业布点数占总布点的 27.13%；而服务业类专业

布点占总体的 50%以上，其中经济学类专业占 3.92%，法学类专业占 4.62%，管理

学类专业占 15.38%，艺术学类专业占 13.01%。目前这种专业分布状态与自治区走

“工业强区”道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宗旨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很大差距。三

大产业中，服务业相关专业的比重最大，对于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有量的

促进，而工业类专业比重较低，明显不能满足“工业强区”对于人才的需求。

3.2.2专业布点分布不均。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专业布点总数占全区专业布点总数

的 19.58%，其中农学占 32.26%，工学占 13.40%，教育学占 41.38%，历史学占 40.00%；

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专业布点总数占全区专业布点总数的 79.02%，其中经济学占

89.29%，管理学占 88.18%，工学占 86。08%，农学占 61.29%；内蒙古西部地区的

专业布点总数占全区专业总数的 1.40%，其中农学占 6.45%，工学占 0.52%，文学占



3.70%，管理学占 0.91%，无哲学、法学、经济学类专业。这种专业分布状态和目前

自治区整体“二三一”的产业格局有很大出入。相对而言，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高校

都是以农学类专业为主，其次是史学类专业。因地处偏远，东西部地区一共只有 4

所本科院校，其中 3所为新建本科院校，因而在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上较中部地区

还存在诸多问题。

4产业结构调整下内蒙古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的优化对策

专业设置就是指根据科学分工和产业结构的需要来设置高等教育的学业门类的

过程或结果。高等教育的内在发展要求其必须主动去适应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依托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而调整产

业结构，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依托自治区本科高校以地方经济发展的

人才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即专业设置的优化。

4.1行业型办学转型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 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

升本”的 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

高级技工和高素质劳动者等。在内蒙古自治区现有的 17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新建本

科院校有 7所，实为近 10年陆续建立的地方院校。目前，这类处于发展转型期的地

方院校普遍存在办学定位模糊，办学资源有限、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等问题。

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教学与科研的比重关系来定位办学，那么“服务地方”的职能

也就无法真正实现。高等院校服务地方，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落实到具体的行业上，

通过培养特定行业型人才来服务地方。因此，内蒙古自治区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

新建本科院校，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业型的服务面向，继而加强行业人才培养的质和

量，适应现代产业体系的人才需求结构变化。

以高等院校的服务面向为导向，以现有的学科门类和优势学科为基础，对自治

区 17所普通本科院校进行复合分类，可以大致分为行业型大学、综合行业型大学和

综合型大学。其中，将赤峰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 7所新建本

科院校定位成行业型大学，主要服务 3个以内行业，重点发展 1个优势学科，服务

范围从本市不断扩大到本区；将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医科大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



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共 9所院校定位成综合行业

型大学，主要服务面向 3个行业以上，重点优势学科门类在 3个以内，兼具学科专

业化发展和产业型面向，主要服务于“包呼鄂”金三角地区；将内蒙古大学定位成

综合型大学，服务多个行业，重点发展 4个以上优势学科，建立以内蒙古大学为首

的高校联盟，优化区内资源配置，统筹发展，从而服务全区产业结构优化至全国经

济发展。

4.2构建专业梯度结构

内蒙古本科高校要以自治区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为导向，以“包呼鄂”

金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对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民

族经济社会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类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依托专业层次教学，

培养初级、中级和高级技术人才。根据各行业的人才需求，打破传统的以公共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构成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层级教学为主的专业梯度结构，

即以掌握行业基础知识和能力为主的专业理论教学体系、以掌握行业特定领域的知

识和能力为主的专业素质拓展体系和以掌握行业跨领域复合型知识和能力为主的专

业复合培养体系。这 3个体系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呈“金字塔型”梯度结构。专

业理论教学体系为必修，是金字塔的底部部分，主要培养初级技术人才；专业素质

拓展体系为中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的必修，是金字塔的中间部分，主要培养中级技术

人才；金字塔的顶端是专业复合培养体系，为高级技术人才的必修课。其中，不作

为必修的专业课程体系均安排为选修。

如此一来，高校培养的人才层次分明，到企业中去也能各司其职，发挥自身优

势。这更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大材小用”、“高不成低不就”等

就业难题。

4.3统筹专业设置

目前，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专业分布状态与自治区“二三一”产业格局有很大

出入，与未来自治区现代产业体系存在巨大差距。仅仅依靠中部地区发展拉动东西

部地区的发展远远不够，东西部地区本科高校必须意识到“地方培养人才服务地方”

是一个良性循环，不仅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来说更是迅速发展的捷径。

4.3.1自治区本科院校，尤其是东西部 4所本科院校，巩固与政府的合作。政府



通过政策扶持高校办学，尤其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设备仪器、教

育经费上的投入，还可以为高校提供创业大赛平台，一方面，选拔真正拥有创新能

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开拓新的商业领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

的机遇。

4.3.2自治区本科院校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尤其是东西部企业。中部地区的高校

在办学和培养人才的质量较优于东西部地区，因此，可以将中部地区的优秀人才带

到地方去，将优势学科的技术和技能带给东西部相关企业。

4.3.3加强院校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中部各大高校与东西部高校的合作。较办学历史

悠久的中部高校，东西部 4所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特别需要加强与外校

的交流和合作，促进资源共享。

4.4优化专业特色

构建现代产业结构体系，调优第一产业，调强第二产业，调大第三产业，这就

需要自治区本科高校认真贯彻“调优、调强、调大”的方针政策，优化农业技术和

农业管理，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依托高校

专业设置的优化，重点突出优势学科和专业特色。

4.4.1农学类重技术。就自治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比较，目前自治区农

学类就业人数已达饱和状态，高校可根据基本区情，适当减少各农学专业的学生培

养人数。然而农业属于基础产业，关乎人民的温饱问题，其地位不可忽视。目前农

业技术和管理成为自治区第一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首的

农学类专业院校应积极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培育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

加强农学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4.4.2工学类重创新。内蒙古高校要积极增设地方经济发展紧缺的专业，建设一

批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能源环境产业、新材料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等；

重点发展支柱性产业，如煤矿、机械制造业等；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实习实训基

地。另外，高校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4.4.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目前，自治区第三产业相关专业的就业人数非常可

观，但就第三产业的年生产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和就业结构来说，第三产业的生产

率较低。因而，内蒙古高校要尽量避免第三产业相关专业的重复设置，改造传统的



专业设置，重点发展与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服务业等产业相关的学科。

5结束语

在很大程度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偏差，两者无法协同

发展将会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内蒙古自治区未来着

力构建现代产业结构体系，将依托高校人才培养。新形势下，全区本科高校应主动

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人才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

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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