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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来， 安徽省教育厅为破解区域高等教

育趋同发展与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不相适应的难题，
开展专题研究，突出地方性、应用性、服务性，提出了

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现代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的目

标任务，在实践探索中，着力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内

涵建设、整体提升、各具特色、争创一流”的行动计划，
主动适应和全面支撑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取得

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积累了可供其他地区和高校学习

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我认为，安徽的经验和

成果，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推

广价值。 如果“十三五”期间，中西部地区都能像安徽

这样，构建起“具有区域特色现代应用性高等教育体

系”，那么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就能上新台阶。
本届 “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研讨会”

的主题是“探讨应用型人才培养”，我认为这个主题选

得好，进行这方面的国际交流研讨也很有必要。 大力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

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阶段，进入“中高

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

发展将在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实现提质增效升

级，这就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作支撑；另一方

面，从高等教育本身发展来看，截止 2013 年底，我国

各级各类高校就学总人数达到 3460 万， 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34.5%。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必然是多元的，《教育规划纲要》指

出：高等教育要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

培养， 以满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 因此，我们既要培养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的研

究型、学术型人才，更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那么，如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应用

性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更好地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这里我想针对这些问题，谈一

些个人的想法，同大家一起研讨。
概括起来讲是九句话，这就是：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就业为

导向，制定应用学科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及实

施方案，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实

施创新创业教育， 积极利用校内外资源合作科研、协

同育人。 这里我仅展开讲四点：
一、强化特色，努力构建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体系

特色就是水平，特色就是质量，地方高校要以特

色求发展，以学科专业特色构筑办学的核心实力。 办

学特色不只是“人无我有”，更重要的是“人有我优”或

“人优我新”，只有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坚持特色发

展、错位发展，才能增强办学实力和竞争力，保持并不

断扩大学校的发展空间。要克服一些高校存在的定位

不清、盲目攀高和贪多求全等倾向，切实解决社会反

映强烈的“千校一面”问题。 地方高校要合理定位，把

握住自身的历史底蕴、区位优势、资源条件、生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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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科类型，明确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规格

和学科专业设置，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

创一流。
地方高校要认识到， 学科专业是办学的基本要

素，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彰显学校办

学特色的重要支撑。我们要花大力气着力构建优势特

色学科专业体系：一是在新设置学科专业时，要坚持

增量优化。 要紧密结合地方需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瞄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瞄准社会建设

和公共服务领域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等，主动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着力打造一批地方和行业急需的、优势突

出的、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而且要能够形成若干个

学科专业群。 二是针对现有的学科专业格局，要坚持

存量调整。 设置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于优、
在于特、在于强。 如果盲目追求所谓“综合性”“全科

式”发展，必然导致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稀释、
分散，无法建成优势学科、特色专业。三是要有选择性

发展，在“集成整合”上做文章。统筹利用好教育资源，
采用集成整合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改进管理模式，聚

集一流教师，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适应地方需要、体现

学校特色的优势学科专业。 对于师范、艺术、体育、农

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背景突出的地方高校，一

定要保持行业特色，坚持为行业发展服务建设特色学

科专业。大家都很清楚，学科专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学科是源，专业是流，社会需求是专业的流向，专业在

流向社会的过程中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 地方高校

一定要加强应用学科建设，积极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

和科技创新，把应用学科优势和应用性科学研究与科

技创新的成果及时转化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优势。
近年来，教育部建立了两个机制：一是高校毕业

生就业情况与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等挂钩

机制，二是地方和高校专业设置预警机制，每年公布

各省紧缺、急需人才的专业名单和就业率较低的专业

名单，对专业设置进行宏观调控。同时，重点支持了一

批专业点开展综合改革，建设了一批特色鲜明、具有

示范和引领作用的专业，根据“扶需、扶特、扶强”的原

则，引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促进特色发展。
二、创新机制，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协同育

人

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应

用型人才，尤其要突破实践能力薄弱这个瓶颈，要充

分利用好校内校外各种教育资源， 建立联合有关部

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等开展协同育人的

机制。

一要加强地方高校与行业企业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我们开展校企合作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改善实

践条件、接受学生实习等层面上。 要坚持以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为主线，利用学校与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

境， 建成一批校企联动的产业技术积累创新联合体，
推动建立服务区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专业群。通

过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

接， 最终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对接，
实现我们培养应用型、实务型、创业型人才的目标。近

年来，我们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主要任

务就是探索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

机制，创新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工程

教育教师队伍，扩大工程教育的对外开放。 我们要求

高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建设课程体

系和教学内容，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

量等。 现在有 208 所高校的 1257 个本科专业点与中

石化、三一重工等 6000 多家企业联合培养人才，企业

累计投入的人才培养经费达到 4.2 亿元，企业兼职教

师有 1.1 万人，参与开设的课程是 4000 多门，企业接

受高校教师挂职学习有 5000 多人。 在这 208 所高校

中，有 149 所地方高校，占 71.6%。 许多高校都在积极

探索，不断优化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有

的高校采用了嵌入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引进企业员

工培训体系，有机地嵌入了专业教学的计划。 有的高

校采用了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专业优势，为

企业定向培养人才。 有的高校采用整体合作的模式，
与企业开展全方位实质性的合作，依托相关专业建立

了校企合作的二级学院。 有的高校采用了“3+1”的分

段式人才培养模式， 与企业合作设计了人才培养方

案，学生有一年时间在企业进行项目训练、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培养模式受到了企

业的认可和学生的欢迎，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毕

业生的就业率，尤其是对口就业率明显提高。
二要积极用好国内外教育资源，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进行校际之间协同育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

热门的“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越来越受到广

泛关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

新的课题，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拓展了空间。 我们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优质教学资源的

建设和共享应用，还要构建基于网络的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优质的、多层次的、交互式

的高等教育资源服务体系。 我们要转变教学观念，把

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和学生学习方

式变革的战略选择，研究在信息化条件下教学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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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实施，努力构建多种类型的教学、实习、实践的

环境。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资源的整合和

开发，培养学生基于网络开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

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教学的能力，提高我们教

学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协同育人与资源共享密不可分。地方高校要逐步

扩大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加快校际之间的课程

互选、教师互聘、学分互认。要建立实践平台的开放共

享机制，搭建一批产学研用结合的实习实训和社会实

践平台，尽可能向其他高校开放，主动发布有关信息，
根据接纳能力接收其他高校的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学

习。 我们支持有基础、有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高校，紧

密结合本科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内外有益经

验，创新合作共赢模式，带动院校间协同育人。
协同育人要与教育教学改革有机联动。我们要以

行业和岗位需求为导向， 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

求，在培养方案上改、在课程体系上调、在师资配置上

转、在教学管理机制上动。要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

识轻能力、重专业轻人文的现状，在专业设置上更加

注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科学

知识、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融合，在教学

方法上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积极性和创造

性，在考试评价上更加注重知识运用、实践能力、创新

表现， 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开展协同育人，
着力培养具有较强岗位适应能力的面向基层一线的

高素质专门人才，更加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三、突出应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地方高校办学要做到 “三个为”，就是育人为本、
科研为基、服务为要。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高校办

学的首要使命和根本任务， 也是服务地方的重要体

现。 搞好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将科技成果及时转化

为教学内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这是地方高校开展

科研和科技创新的要义。评价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要

聚焦在服务地方能力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上。
地方高校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地方支柱产

业和产业集群开展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
使得科技创新同产业发展聚好焦、接好轨。 要通过与

企业合作来创办技术研发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

转让， 或者采用技术入股等方式与企业开展技术合

作，为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及时把高校潜在的科技优

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努力成为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

级和技术积累的重要平台，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重

要作用。 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聚焦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拿出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和咨询报告，为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决策提

供政策建议和可操作方案。 总之，地方高校要想地方

之所急，做地方之所需，全方位开展服务，包括教育服

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信息服务、志愿服务和咨政

服务。
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是地方高校办学的重要使命

和责任。 地方高校必须彰显“地方性”这个特征，以满

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线，确定学校的办学定

位，坚持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 只有立足地方办学，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办学， 才能争取到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支

持，才能拓宽学校办学空间，才能实现地方高校可持

续发展。
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三个境界”：

第一是主动适应，所有高校都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第二是支撑发展，大部分高

校及其特色学科要在主动适应基础上，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起到支撑发展的作用；第三是创新引领，部分

重点建设大学、高水平大学及其优势学科将在主动适

应、支撑发展的前提下，发挥创新引领的重要作用。
四、扩大开放，积极借鉴国内外高校的经验做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欧洲各国经济经历了二战

后的恢复期后，步入了快速发展期，为适应这一新形

势的需要，欧洲各国产生了许多应用科技大学。 他们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好的经

验和有效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多年来，安徽在

学习借鉴国外高校办学治学经验方面做得是比较好

的。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以来，以合肥学院为代表的地

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或应用科学

大学开展了广泛而有深度的合作交流， 通过更新理

念，借鉴模式，联合开设应用型专业、开展师生互访、
共建课程、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多渠道学习借鉴德国

应用性高等教育经验，积极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本次研讨会就是最好的佐证之一。 安

徽高校的这些做法值得其他地区高校学习。
近年来，安徽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的成功

经验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在此基础上，安徽又拓展成

立了“中国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这又是

一个创举。希望你们把在省内联盟合作中的经验和做

法，运用到“长三角联盟“中，和上海、江苏、浙江一起

努力，带动华东地区高校广泛交流合（下转第 13页）

7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Zhang Daliang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16）

Abstract: It is a require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riented talents. Building modernized appli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training application -oriented talents we need to strengthen colleges’
features to build system specialized subject system; innovative mechanisms to take advantag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in and around our colleges that cultivating students synergistically; emphasize on applicability to servic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pand openness to referenc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eges. Local colleges should achieve “adaptation on their own”“supporting the local development”“innovation
and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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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Build Modern Applied-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上接第 7页）作、资源共享，做出一番新的成绩来，在

全国起到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我衷心希望长三角地区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经验和做法，能够辐射到珠三

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两湖地区和由西安、
成都、重庆组成的西三角地区，从而有力推动形成全

国性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张大良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 北京

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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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enhance the governing capacity of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is to construct a new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the society. Performing overall planning duty effectively to
promote the modal innovation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cademy-orientation” to
promote local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self-governance ability; establishing region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social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governing capa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path of reformation;
choices of policy

The Path Choice to Enhance the Governing Capability of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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