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市高校房地产专业教育状况分析与建议 

何芳 李木秀 

本文所称房地产专业特指房地产及相关专业，具体包括房地产、物业管理、土地管理和工程管理专业。本文数据取自上海

市 69所高校的招生就业网、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公布的房地产企业信息和相关研究报告。 

一、上海市房地产专业教育现状 

1989年，经过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学校开始设置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到 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的专业目录为止，全国设

置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的高等学校达到了 114 所，之后根据新的专业目录，已有的房地产专业都进行了归属调整。上海市现

有高校 69 所，其中专科院校 38 所，本科院校 31 所，本科院校中属于国家 211 高校的有 10 所。通过对上海市各高校的房地产

相关专业设置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上海市房地产专业教育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反映。 

1.设置房地产专业的状况 

上海市 69所高校中，只有 26%的高校设置了房地产专业，低于上海高校中医学专业占 30%的设置比例和工商管理专业占 50%

的设置比例。这说明房地产专业尚处于成长阶段。在设置房地产专业的学校中，专科院校设置比例 16%、本科院校 39%、211 院

校 50%。可见，综合水平越高、发展越完善的高校设置房地产专业的比例越高。 

2.房地产专业培养体系状况 

对上海 31所本科高校房地产专业培养体系进行分析后，可知，26%的高校有房地产专科专业，29%的高校设置了房地产本科

专业，全部高校中仅有 10Z的高校有房地产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这说明房地产专业高层次的培养欠缺。 

3.房地产专业培养状况 

由于上海市历年房地产专业的人才培养数据难以获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利用各校房地产专业招生人数分析人才培养的

状况。 

我国高校招生 1999年开始一直处于持续膨胀期，上海市的招生计划数每年增加量超过 52，但是各高校房地产专业的招生人

数基本没有明显的变化。2005年上海市高校招收的房地产专业学生总数为 1542人，其中专科生 753人，占当年房地产专业总招

生人数的 49%；本科生 744人，比例为 48骂；硕士生和博士生 45人，占总体比例的 3%，人数明显偏少。 

房地产专业及专业方向学生人数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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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房地产专业课程设置 

分析上海 69所高校的具体情况，上海市房地产专业课程设置对于不同专业方向、不同教育阶段设置不同。上海市本科院校

的房地产专业设置多数依托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科设立，课程设置也是偏重于经济和管理类。专科院校更加注重房地产技能的培

养。本科以及更高阶段的教学侧重于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如房地产经营管理的专科课程有：房地产消费

心理学、房地产中介基础知识、房地产经纪实务、房地产制度与政策、物业管理、房地产估价实务、房地产营销与策划、房地

产市场调查与预测、房地产咨询指导、房地产测量技能、房地产经纪技巧等。本科课程为：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金融与投资、

房地产经营管理、房地产估价、房地产市场营销、房地产法、物业管理等，更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从本科到研究生的教育则

是由宽变窄的过程，特别是博士阶段，侧重于更细、更专、涉及面更广的房地产专题的研究。课程设置依赖于所依托的博士点。

如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房地产学院的国际房地产方向的博士课程为：国际房地产专题研究、各国房地产金融与中介服务比较研究、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与研究、国际投资研究等。 

二、上海市房地产专业人才供求分析 

1.社会和市场需求 

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房地产投资和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含房地产评估机构、

房地产咨询机构、房地产经纪公司等)均对房地产专门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 

按照房地产业链市场循环发展的规律，预测到 2010 年，市场类人才数量将会上升到 8 万人，而现有此类从业人员量约为 5

万人。物业企业随着资质等级的提高，其从业人员队伍总量继续递增，专业人才增幅接近 50%，且物业企业的人才结构比例将趋

于合理，复合型管理人才、专业修缮人才、建筑规划保护人才等需求将逐年增加，古建筑修复设计人才、高级技工等关键人才

需求量更大，行业人才需求将从低端的业务人员过渡到中高级管理人才。 

2.房地产人才培养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海市房地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1.75 年，仅接近于高中毕业生教育水平，房地产从

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城市规划、建筑学、土木工程、投资与金融等相关专业，真正受过系统的房地产专业教育的人才只占

很小的比例，整个从业人员系统以具有初中和高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从业人员整体教育水平较低。 

高校的责任是培养人才，而我国的房地产专业教育发展才走过 17 年。如上节所述，上海市 2005 年高校房地产专业招生人

数 1542 人，假设以此为每年的平均规模，则上海高校培养的房地产专业全日制学生总共才仅 2.5万人左右，对比于目前上海房

地产行业 30多万人的从业队伍，足见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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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人才供求分析 

在 30 万人现有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中，人才拥有量为 4.6 万人，只占从业人员的 16.2%，明显偏低。另据房地产协会资料

统计，房地产从业人员中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仅占 22%，说明房地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低。同时，人才结构不尽合理，一般

人才数量充足，中、高层次人才较为紧缺。特别是在房地产项目策划、投资分析、中介营销、物业管理等领域，中高层次的专

业人才、管理人才十分缺乏。 

三、上海市房地产专业建设建议 

1.在条件成熟的高校独立设置房地产专业和物业管理专业，加大高校人才培养的力度。应借鉴新加坡、我国香港发达国家

或地区高校房地产专业教育发展经验，加强国际教学合作，完善我们房地产教育体系。把握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更具科学性、

前瞻性和针对性地开设房地产专业课程，提高上海市高等房地产专业教育的水平。随着中国房地产业从开发建设阶段逐渐过渡

到资产运营与管理阶段，对开发、建设方面人才的需求会减少，而对投资、金融方面的人才需求会逐步增加。因此，课程和方

向的设置都应相应调整。 

2.完善房地产多层次教育体系，满足对房地产专业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具体而言，应加大房地产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

养力度，推动上海房地产 MBA的发展，提升物业管理专业培养层次。 

3.拓展不同层次行业人员继续教育。包括：(1)房地产中高级管理人才培训、中高级行业技术咨询人才培训和中低级行业人

员的职业培训；(2)房地产行业执业资质的再培训；(3)房地产行业执业资格考前培训；(4)房地产行业岗位就业培训；(5)对接

国际执业资格认证和入会的相关培训。 

4.举办房地产专业论坛，加强行业沟通，推进房地产理论水平和实践运作能力的提升，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5.发挥相关行业协(学)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学会或协会与高校的联系，促进各教育环节间的联系，加强多渠道合作，推进

上海房地产行业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