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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举措 

皮江红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4） 

【摘 要】专业发展是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重要内容，具体的举措是：从宏观上做好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规划和

指导、从中观上提升高等教育专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吻合度、从微观上提高专业发展的层次与水平。 

【关键词】浙江；高等教育；专业发展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提出了：“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并要

求：“各类高校定位更加准确，特色学科、特色专业建设得到全面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专业建设是高教强省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手推动高等教育专业发展。 

一、从宏观上做好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规划和指导 

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的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的高水平人才和一大批拔尖人才，要依靠发展高等教育来实现。可见高等教

育专业发展对于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人力资源强省、对于建设创新型社会乃至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意义极其重大。专业建设

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直接关联，还与人事、财务、基建等部门密切相关，需要多部门共

同努力、积极配合，切实解决专业建设与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离不开政策规划的引导。省委、省

政府应该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中体现专业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浙江高

等教育强省发展需要来制定长远的高校专业发展规划，从而使得高等教育专业发展问题成为一种影响大、社会关注程度高、涉

及面广的宏观决策行为。 

同时，省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指导。根据现实和需要，对全省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科类、层次、

区域分布等作出指导性意见。该指导意见一方面要明确浙江省专业结构调整与内涵提升的方向与任务，理性选择发展定位；另

一方面要兼顾学校现有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推进各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与结构优化，形成办学特色。 

二、从中观上提升高等教育专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吻合度 

按照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浙江省在软件、数字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生物芯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

要力争建立起拥有自主发展能力、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群体，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纺织、机械、冶金、石化、能源等传统产业

领域，加大用高技术进行改造的力度，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初步形成以网络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 

比照上述要求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专业发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一些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及专业方向（低碳、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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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类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不全。其二，有些新兴专业（服务外包、大气科学、输电线路等）的

培养容量明显不足。为了积极构建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专业建设，需要大力扶持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等相关的专业建设，重点发展区域经济和社会紧缺的专业，积极拓展新能源、新材料等与产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的新兴专业，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专业，调整市场需求过剩的专业。这样，在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完成专业结构调整任务，

形成与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匹配程度高、结构合理、错位发展、特色鲜明的专业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为地方

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服务能力。 

三、从微观上提高专业发展的层次与水平 

2009年数据显示，浙江省进入全国百强的高校仅有 2所，高等教育专业建设中的主要国字号工程（比如，国家级特色专业、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明显少于江苏、上海等省市。另据统计，在 2003-2007 年教育部组织开展的普通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

浙江参评高校获得优秀等级的比例为 59.1%，明显低于陕西、湖北等省。 

针对上述不足，在专业发展层次提升上，应积极创造机会推动省属高校的升级和学位点建设的加快发展。重点专业、特色

专业、精品课程、博士学位授权点等高等教育专业建设质量的主要指标应分别占全国相应指标的 8%左右。至少有 5-6 所以上高

水平大学能进入到全国高校百强行列，进入全国一级学科排名前五名的专业要显著增加。同时，要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改善

高等教育结构比例，努力使研究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达到 8%以上。达到以上目标的具体措施是：要深入实施重点专业、

特色专业的建设，根据浙江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对一批具有深厚学科底蕴、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要做强做大，选择若干在国

内外能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是独一无二的学科及其主体研究方向（如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生物化工等）着力加以建设，抢占

制高点，争创国内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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