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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就业难”尤其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就业率低，折射出新建本科院校人

才培养规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也反映出新建本科院校服务地方能力不足，应

用型、地方性的办学定位没有完全落实。“专升本”后，新建本科院校通过大力增

设专业扩大办学规模和效益，这虽然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的特定时期客观上

支撑了新建本科院校外延式发展，但专业脱离社会需求、区域内重复设置、内涵建

设不足等问题凸显。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加强内涵建设的今天，转型发展中的新

建本科院校主动调整专业结构以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需

要已成为必然。学科专业结构是一定历史时期教育、科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

的产物，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从学科专业蕴涵的知识与技能、学科专业的规模

和数量以及学科专业结构的层次等不同视域解读会得到不同内容。就专业规模和数

量而言，专业结构可以指专业个数、专业布局、专业之间的规模比例等。本文通过



对福建省新建本科院校的学科门类、专业布局及专业布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其专

业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专业结构调整策略。

一、专业结构现状

第一，新建本科院校概况。截至 2014 年 4 月，福建省共获批 13 所定位应用

型的新建本科院校，它们是泉州师范学院 ( 2000 年) 、莆田学院 ( 2002 年) 、闽

江学院 ( 2002年) 、福建工程学院 ( 2002 年) 、三明学院 ( 2004 年) 、龙岩学院

( 2004 年) 、厦门理工学院 ( 2004 年) 、武夷学院( 2007 年) 、福建警察学院 ( 2007

年) 、闽南理工学院( 2008 年) 、宁德师范学院 ( 2010 年) 、福建江夏学院( 2010

年)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 2011 年) 。

备注: ( 1) 统计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教育厅公布的 2012 年新旧专业整理结果以及 2012

年、2013 年度这 13 所院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本科专业名单; ( 2) 专业类覆盖率 =实际开

设的专业类数/目录设置的专业类数 × 100%，专业数覆盖率 = 实际开设的专业数/专业门类设

置的专业数 ×100% ，专业平均布点数 = 专业布点数 / 实际开设的专业数。



第二，学科门类设置情况。截至 2014 年 4 月，这 13所院校共设置 159 个

本科专业，其中基本专业为 141 个( 含 14 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特设专业 18

个，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和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 ( 见表 1) 。专业类覆盖率、专业数覆盖率和专业平

均布点数三组数据显示: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和历史学四个学科门类专业类覆盖率

达 100%，医学和农学两个学科门类专业类覆盖率低;专业数覆盖率最高的是教育学

类 ( 56. 3%) ，最低的是农学类 ( 11. 1%) ;专业平均布点数最高的是管理学类( 3.

9%) ，最低的是农学类 ( 1. 0%) 和医学类 ( 1. 0%) 。

第三，专业布局情况。159 个专业的布点数为 446 个( 见表 2) ，其中工学类

( 33. 4%) 、管理学类 ( 18. 2%) 、艺术学类 ( 12. 1%) ，这三类共占专业布点总数

的 63. 7%，其余 8 个门类仅占 36. 3%。工学类专业在学校所占比例较高的是福建

工程学院( 57. 1%) 、厦门理工学院( 55. 1%) 、闽南理工学院( 44. 0%)和武夷学院( 42.



9%) ; 管理学类专业在学校所占比例较高的是福建江夏学院 ( 41. 7%) 和福州外语

外贸学院 ( 42. 1%) ; 医学类专业仅莆田学院设立; 农学类专业只有龙岩学院和武

夷学院设立。

第四，专业布点情况。446 个专业布点中，经济学类 20 个，法学类 16 个，

教育学类 22 个，文学类 41 个，历史学类 2 个，理学类 53 个，工学类 149 个，

农学类 3 个，医学类 5 个，管理学类 81 个，艺术学类 54 个 ( 见表 2) 。专业

布点数最多的是工学类，最少的是历史学类。从表 1 可以看出，专业平均布点数前

三位的是管理学类 ( 3. 9%) 、文学类 ( 3. 7%) 和艺术学类 ( 3. 4%) ，专业平均布

点数后三 位 的 是 医 学 类 ( 1%) 、农 学 类 ( 1%) 和 法 学 类( 1. 6%) 。专

业布点数 5 个及以上的专业有电子信息工程、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34 个专

业 ( 见表 3) ，布点数累计达 228 个，占 13 所新建本科院校专业总布点数一半

以上 ( 51. 1%) 。在 34 个专业中，工学类 8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60 个; 管理学



类 7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46 个; 艺术学类 7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44 个; 理学

类 6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37 个; 文学类 3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23 个; 教育学

类 2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10 个; 经济学类 1 个专业，专业布点数 8 个 ( 见表

3) 。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学科门类设置、专业布局及专业布点情况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转型发展

中的 13 所新建本科院校呈现出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匹配度不高、内涵建设不足和

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

第一，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匹配度不高。《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2010 － 2020 年) 》提出，我省应支持高校增设一批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

类、化工与制药类、海洋工程类和现代服务业类等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专业。以紧

缺的海洋工程类、化工与制药类、电子信息类专业设置情况为例 ( 见表 4) ，13 所

新建本科院校尚未设立海洋工程类相关专业，化工与制药类 5 个专业中仅设置了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目前设置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

程等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信工程及管理等 8 个专业尚未设立。除厦

门

理工学院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外，与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有关专业难觅

踪影。《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我省要将闽东

南、闽西北和沿海分别打造成高优农业产业带、绿色农业产业带和蓝色农业产业带，

将茶叶、蔬菜、水果、花卉、笋竹、食用菌、烤烟、中药材、水产品、畜禽等作为

十大特色农产品，并力争十大特色农产品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 85% 以上。但表 2

数据表明，13 所院校中农学专业数和布点数都只有 3 个，且集中在茶学、动物科

学方面，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进程对多样化农业人才的需求。此外，从表 3 可以看

出，英语、汉语言文学、美术学、音乐学、化学、物理学等 6 个与区域经济关联度

不高的传统学术型专业布点数都在 5 个及以上。

第二，专业内涵建设不足。首先，专业增速过快。截至 2014 年 4 月，这 13 所

院校本科专业布点数达 446 个，外延式扩张过于明显，致使各校有限的教育资源更

加紧张。其次，专业招生规模过大。根据福建省教育评估研究中心公布的《2013 年

度福建省高等学校内涵建设指标数据汇总》，这 13 所院校 2013 年本科在校生为

158060 人，该年本科招生专业布点数为 414 个，每个布点专业平均招生规模约为

382 人，高于全国本科专业平均规模 ( 308 人) 。最后，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

强。《2013 年度福建省高 132等学校内涵建设指标数据汇总》显示，2013 年这 13

所院校共有本、专科在校生 189689 人，专任教师 9249 人，生师比为 20. 25∶1，

高于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 18∶1。除福建工程学院和厦门理工学院外，其余 11 所

院校共有专任教师 7065 人，其中具有 2 年及以上行业和企业实践经历的教师仅为

985 人 ( 约占 14. 0%) ，离应用型本科院校对 “双师型”教师的要求有较大距离。

第三，同质化竞争严重。从表 3 可以看出，这 13 所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布点数

在 5 个及以上的有 34 个专业，布点数达 228 个，占所有专业布点数的 51. 1%，

重复设置率较高。电子信息工程、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15 个专业布点数都

在 8 个及以上。从表 1 可以看出，管理学类( 3. 9%) 、文学类 ( 3. 7%) 、艺术学

类 ( 3. 4%) 和理学类( 3. 3%) 专业平均布点数都大于 3。国家控制布点的法学、



会计学专业布点数也达 4 个及以上，尤其是法学专业集中在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

院、福建江夏学院和福建警察学院等 4 所院校 ( 这 4 所院校均在福州) 。这些重

复设置的专业，学校没有根据区域优势、师资情况等制订差异化培养模式，导致同

质化竞争严重，人才培养出现结构性浪费。

三、调整策略

针对以上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新建本科院校应各司其职，形成专业结构调整

合力，构建转型发展时期 “整体有序、院校错位”的专业结构格局。

( 一) 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调控

全省新建本科院校一盘棋，教育主管部门应统筹考虑，做好专业结构调整的顶

层设计，打好政策调控 “组合拳”，引导新建本科院校错位发展，避免出现各校有

序但整体混乱的状况。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专业结构调整是顺利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改革。因此，在充分调研区域经济人才需求的基

础上，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优先发展、限制发展和淘汰的专业范畴，制订省内

新建本科院校专业的 “红黄绿”榜 ( 红榜专业为需求过剩型专业，黄榜专业为就

业预警型专业，绿榜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研制一套目标明确、程序科学、方

法得当的专业结构调整顶层设计方案，控制好专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力度和节奏。

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专业结构的不

同诉求，以便充分调动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的积极性。

第二，打好政策调控 “组合拳”。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应搭建全省新建本科院

校专业共享平台，建立专业数据库，及时更新专业增减情况，公布各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和规格，为新建本科院校主动调整专业结构、践行错位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支

撑。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应分专业制订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持续开展专业综合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向全社会公布。最后，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增减办学规模、调控专业

生均拨款、限制专业招生等方式，促使新建本科院校主动参与专业结构调整，优化

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运行质量。

( 二) 新建本科院校应坚持差异化竞争，做好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加强内涵建

设



第一，坚持差异化竞争。新建本科院校应先确定自身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

和威胁，将学校专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学校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面

向区域经济逐步淘汰一批因外延扩张而设置、与区域经济关联度低、建设质量不高

的专业，坚持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优化存量专

业、增设与其他院校不同的专业或交叉学科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锁定产业链中的

不同段，避免因与其他院校同质化竞争而导致专业生命周期缩水。以厦门理工学院

为例 ( 见表 2) ，该校共有 49 个本科专业 ( 工学类 27 个，文学类 3 个，理学类

2个，管理学类 11 个，艺术学类 6 个) 。在 27 个工学类专业中，电子封装技术、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 9 个专业其他 12 所院校没有设置; 汽

车服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等 3 个专业其他 12所院校仅

有 1 个布点;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网络工程、测绘工程等 5 个专业其余 12 所

院校仅有 2 个布点。厦门理工院校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充分调研区域人才

需求状况，大力发展其他新建本科院校空白且产业急需的相关专业，走差异化发展

之路，避免与其他院校同质化竞争。

第二，做好学科专业发展规划。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科学性的调查研究、分析

论证仅仅是一个方面，还必须有高信度的预测和高智慧随机的洞察力作为保证。前

瞻性地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及生产方式变革，科学设计学校专业走向，将

为学校未来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新建本科院校应将差异化竞争理念转变

为现实发展策略，充分调研区域经济，研判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做到现实性和预测

性的统一，平衡好改革与发展、当下和长远对专业结构的不同诉求。同时，新建本

科院校应通过专业发展规划，积极为新兴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孕育生长点，从“有

什么条件就开办什么专业”转变为在转型中积累、创造条件开办满足动态性社会需

求的专业。

第三，加强内涵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仅仅是外在形

态的适应，而人才培养质量达到社会认可的标准才能真正满足社会需求。社会不断

向前发展决定了专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没有终点、持续不断自我完善的调节过程，因

此，新建本科院校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是专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首先，重构课程

体系。合理的课程体系能最大化地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等预设培养目标，构建与



学校办学定位相适应、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的课程体系是新建本科院校加强

专业内涵建设的关键。其次，加强校企合作。新建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企业资源，

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上的独特优势，通过共同制订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合作编制人

才培养方案、一起商讨教学内容和标准等方式，使学校和企业、学习和工作、教育

与职业在校企合作育人平台上得到深度融合。再次，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新建本科

院校应积极采取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培训，加大从企业一线引

进兼职教师等 “内培外引”措施，尽快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满足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迫切需求。最后，加强专业自评。新建本科院校应研制一套符合本校实际、切

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组建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熟的专家组 ( 专家组中应包含

三分之一校外专家) ，按照 “专业自评——院系自查——专家组复核——反馈问题

——制订整改措施——检查措施落实情况”等流程依次开展校内专业自评，并将自

评结论作为学校专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促使校内各专业之间形成你追我赶的良

好氛围，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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