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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部门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重要传统之一。它在培养目标、资金来源、学科发展、专业设置、区域分布、招生与

就业等方面有其特色和优势。但是在本位利益驱动下也存在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行业垄断等弊端。部门办学改

革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才培养模式变迁密切相关, 具有双重影响。我们应结合国情, 扬长避短, 继续推进

部门办学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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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中国部门办学演变的基本轨迹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部门办学体制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它是高等教育外来管理模式与国内

原有管理方式交互影响的产物。一方面, 建国前革

命根据地或老解放区已开始了最初意义上的部门

办学实践, 这种实践直接受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

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强化。另一方面, 部门办学也是

对中国原有办学方式的一种选择。新中国部门办学

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 部门办学创立阶段 (1949～ 1965 年)。50 年

代前期, 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 我国高等教育按照

“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

院, 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 实施跨校跨地

区的院系大调整, 初步形成了少部分以文、理科为

主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 大部分则为单科性院

校的格局。这一时期,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相适应, 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相继创立并管理一批

单科性高校。据统计, 1955 年院系调整结束时, 高

等教育部、教育部、中央其他各部委所属院校各为

75 所、40 所和 79 所, 分别占当时全部 194 所高校

的 38. 7 %、20. 6 % 和 40. 7 % [1 ]。经过“教育大革

命”高校数量的短期膨胀以及随后 4 年的调整与整

顿, 1965 年全国高校总数为 434 所, 其中, 教育部

直属院校 34 所、其他部属院校 149 所、地方院校

251 所, 分别占高校总数的 7. 84 %、34. 33 % 和

57. 83 %。这些院校实行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其他

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三级管理, 由此形成我国高等

教育条块分别办学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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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门办学恢复与发展阶段 (1977～ 1997

年)。文革时期, 我国高等教育受极大破坏, 1971 年

只有高校 328 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过

拨乱反正, 高等教育逐步恢复。1981 年, 在全国普

通高校 704 所中, 教育部、其他部委及地方政府所

属院校各为 38 所、226 所和 440 所。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 一批新的高校应运而生, 其中教育部系统之

外的“部门属高校”占很大比例。如 1985 年国家承

认的 1 016 所高校中, 中央和地方教委系统管辖的

院校为 459 所, 占 45. 2 % , 中央和地方其他部门管

辖的院校为 557 所, 占 54. 8 % ; 而在原国家教委和

中央其他部委管辖的 325 所高校中, 原国家教委直

接管辖的只有 36 所, 其余 289 所均隶属于中央其

他部委[2 ]。1992～ 1994 年间, 原国家教委直属高校

数量未变, 而中央其他部委管辖院校分别增至 322

所、325 所、334 所, 地方高校也相应增为 695 所、

704 所、705 所。

3.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部门属高校”锐

减阶段 (1998 年至今)。随着 90 年代我国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 行业部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越来越

淡化, 原来“条块分割、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体制

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必须加以改革。

为此, 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相继制定一系列相

应的决策、法规, 逐步改变高等教育条块分割的状

况, 实行中央与省 (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两级

负责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1998 年 7 月 1 日,

以《国务院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高校管理体制的

决定》为标志, 拉开了我国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变革

的序幕。当年, 中央行业部门管辖院校数即降至

219 所, 占全国普通高校 1 022 所 21. 4 % ; 而教育

部直属院校增至 44 所, 占 4. 3 % ; 另有 759 所归地

方政府管理, 占 74. 3 %。2000 年, 全国 1 041 所普

通高校中,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116 所, 仅占

1. 14% [3 ]。另据有关统计, 自 1990 年至 2001 年底,

我国共有 241 所部门所属普通高校的隶属关系发

生变动, 其中, 划转为地方和教育部管理的院校分

别为 203 所、30 所, 另有 8 所院校仍为部门管理[4 ]。

二、新中国部门办学的主要特点

部门办学既不同于国家主管教育部门的办学,

也不同于地方政府的办学, 在其 50 年的办学历史

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一是部门办学为本行业服务的目的性和针对

性强, 与生产实际结合紧密, 产学研结合好。一方面

体现在专业和招生人数都是根据本行业生产和管

理的实际需要而设置和安排的, 而且具有较强的计

划性和灵活性, 可以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培养所需

人才, 也可以随时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人才

培养方案, 包括学科专业的设置等。如煤炭高等学

校在建国后, 为了适应兴建大、中型矿井, 实现机械

化采煤和企业管理的需要, 先后设置了矿区开采、

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电和采矿工业经济及组织等

专业, 为企业培养了急需而适用的人才。另一方面

体现在各生产企业为学校提供教学科研基地上。很

多教学内容来源于企业生产一线的实际题目, 学生

设计可以搞一些真刀真枪的项目, 针对性强, 对于

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很多横向科

研课题都来自于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派较好的工程

技术人员到学校当兼职教师, 参与学校的教学活

动, 特别是带领学生实习等。第三个方面是企业支

持学校办学。很多大企业都是学校的董事会成员,

参与学校重大改革发展战略的制定, 特别是随时为

学校提供一些人才培养需求方面的信息, 使学校的

人才培养能够“适销对路”。另外, 企业还通过董事

会基金、专项合作基金、科研基金以及在学校设立

的企业奖学金、给学校提供一些可用于教学科研的

生产设备等途径支持学校办学, 促进了部门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第四个方面是部门办学毕业生由于

受到专业等限制, 其就业基本限于本行业, 而且生

源相对比较稳定。

二是就部门办学内部而言, 其结构相对是合理

的。从分布上看, 各高校大都是分布在行业所属企

业比较密集的区域; 从办学层次上看, 基本形成了

研究生、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的多层次; 从学科专

业设置上看, 大都是一些本行业需要的学科专业,

相对比较单一。如煤炭行业, 在东北、华北、华东、中

南、西北各大产煤区均设置了高校。

三是从整体上看, 部门办学各高校的办学条件

相对好于地方办学。这主要是因为各行业主管部门

对所属高校相对比较重视所致。仍以煤炭行业为

例,“在煤炭工业部加强对煤炭高校投入的同时, 为

了保持煤炭高校的持续发展, 1990 年中国统配煤

矿总公司决定, 按全国统配煤矿煤炭产量 5 亿吨计

算, 每年由吨煤提取 5 分钱, 建立煤炭教育发展基

金, 共约 2 500 万元, 支持煤炭院校的建设和发

展。”该基金的 3ö4 左右用于了高等学校, 集中开展

了煤炭高等学校教师住房“康居工程”, 与非经营投

资一起共投资 1. 2 亿元, 建成 150 000 平方米, 共

计 3 000 套教师宿舍, 基本解决了煤炭高校教师住

房紧张问题; 开展了基础实验室“达标工程”, 按生

均 1 000 元标准共集中资金 4 500 万元, 对煤炭院

校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进行充实、更新和改造, 解决

了煤炭高校基础实验室设备装备不足和陈旧问题;

开展了“跨世纪人才培养工程”, 投资 500 万元, 对

煤炭高校的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进行资助,

促进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 实施了“现代化教

育技术工程”, 先后集中 400 万元, 为各院校配备了

计算机和语音设备; 等等[5 ]。而且各部门还在所属

高校中开展了一些教学评估、教育教学研究,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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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立项和评奖、统编规划教材等工作, 促进了各

高校教学基本建设, 提高了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

四是行业在“依靠部门办学, 努力为行业服务”

办学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明显的行业特色, 特别是

在人才培养上都比较注重行 (专)业教育。如煤炭行

业就教育学生“学煤、爱煤、献身于煤炭事业”, 发扬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燃烧

自己, 照亮别人”的“乌金”精神。石油院校就以“爱

国、爱石油、献身石油”为主要特征的大庆精神来教

育学生热爱石油事业, 为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而发

扬“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

等。这些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稳定人才, 调动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许多人就是

在这一教育下毕业时毅然奔向大西北等偏远落后

地区, 一工作就是一辈子。

三、新中国部门办学对我国经济、科技与教育

等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是为行业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如我国高等工业教育, 到 1982 年底有工业

学校 210 所, 接近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 1ö3, 略多

于旧中国高等学校的总数; 在校大学生 46 万人, 相

当于 1947 年在校大学生的 15 倍; 为国家输送毕业

生 110 多万, 相当于解放前工科毕业生总数的 34

倍[6 ]。以煤炭行业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50 年

至 1998 年, 15 所煤炭普通高等学校共培养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的毕业生近 19 万人, 其中本科生 13 万

余人, 专科生 5 万余人, 研究生 5 600 余人。我国煤

炭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党政领导部门中, 80% 以上

的管理和工程技术高级专门人才是由煤炭高等学

校自己培养的[7 ]。

二是部门办学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

础, 丰富了学科和专业的内涵, 积累了丰富的办学

经验, 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到 1998 年 7 月, 仅

煤炭高校就有本科专业点 221 个, 专科专业点 68

个, 硕士学位点 105 个, 博士学位点 22 个。有部分

二级学科和专业是其他院校所没有的。同时, 为整

个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如, 煤炭行业为了

鼓励、支持青年学生报考煤炭高校的地、矿类艰苦

骨干专业, 先后设立了艰苦专业的助学金和奖学

金, 开展了专业思想教育等[8 ]。这些都为吸引和稳

定专业人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今天仍不失

为有益的做法。

三是部门办学丰富和发展了本行业的文化, 通

过各种形式开展继续教育, 提高本行业职工的文化

素质和技术素质。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里, 由

于行业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 使许多行业形成了

具有明显行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如林业文化、石油

产业文化、冶金业文化等, 这些文化的形成与高等

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造有着直接关系。除此之外,

高等学校还承担了大量的本行业职工的在职培训

任务。

四是部门办学推进了本行业专门知识的发展

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如 50 年来, 各煤炭高等学

校共承担了近万项科学研究课题, 其中与煤炭科学

技术紧密相关的重要课题 3 100 多项, 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 120 余项,

获国家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40 余项, 获全国和

部优秀教材奖及全国和省级重要图书奖 50 余项。

一些专著和教材, 详细地记录了本行业有关学科的

理论体系和重大科技成果[9 ]。

五是部门办学拓宽了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渠

道和范围。许多行业高校都围绕本校学科专业设置

的特点, 与国外高校和企业建立了学术和业务联

系, 有的互派留学生, 有的开展合作科研, 为跟踪世

界科技发展前沿和最新学术发展动态创造了条件,

学习和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 同时也扩大了我国的

对外影响, 为高等教育面向世界拓宽了渠道。

四、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审视新中国部门办学,

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是部门办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不适合市场

经济, 更不适应知识经济, 其主要标志是学科专业

面过窄, 培养的人才规格比较单一。1995 年大学生

就业制度改革之前, 行业院校普遍实行为本行业服

务的招生、培养、分配“进出口一条龙”制度, 人才培

养规格以本行业实用人才为主, 人才培养目标专业

性过强, 适应面较窄。如煤炭院校中设置的机械专

业, 大多是煤矿机械, 包括煤矿机械制造和煤矿机

械自动化等; 农业院校则只限于农业机械; 林业院

校则只限于林业机械等。另外,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层次较低, 传统部门办学以熟练掌握实际操作能力

的一般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 忽视了学生科学

研究、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人才综合素质

一般较差, 阻碍了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

高。作为某一个行业而言, 其学科专业相对比较少,

形不成学科、专业群相互影响促进的发展优势, 学

校发展规模受到限制, 不利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

展。教育资源的共享性差, 利用率低, 学校的办学效

益受到限制。

二是由于部门是以管理企业为主, 部门的领导

具有管理企业的丰富经验, 大多对高等教育的理论

不熟悉, 缺乏教育专门管理机构的那种专业性和专

一性。因此, 造成一方面在利用高等教育的内外部

规律时往往不那么得心应手, 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偏

差,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例如,

由于过分强调了教育为经济发展的服务性, 导致行

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过于依靠产业自然分工, 甚至有

的是按产品分工, 为生产过程的某个特定的环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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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专业, 使专业划分过细, 专业面过窄, 严重地

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另一方面, 教育在部门

内部因领导人认识程度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待遇。

对教育认识比较高的领导, 教育就会得到重视, 反

之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三是部门办学带有明显的行业垄断色彩, 人才

培养只考虑本行业的需要。本行业的毕业生出本行

业受限制, 如要交“出行费”等, 外行业的毕业生要

进入本行业中来, 也是需要一番周折, 甚至是拖人

找关系等; 部门办学往往只限于在本行业的招生或

本行业的生源较其它行业优先, 导致教育的不公

平; 行业与行业之间缺乏交流与互补。

四是部门所属高校一般规模较小, 办学效益较

低。1990 年全国 49 所综合性大学, 平均规模 4 930

人, 而部门高校规模只在 2 000 人左右, 不足 1 000

人的高校有 381 所, 占高校总数的 35. 4 % , 其中还

有 60 所达不到 300 人[10 ]。

五、新中国部门办学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启示

启示之一: 部门办学改革的必然性。高等学校

的设置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建立与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相适应是高等教育生存发展的前提。在建国

后, 国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实行了部门

办学, 充分调动了部门办学的积极性, 为国家经济

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 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 原有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已经不

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而国家又做出了转

制的决定, 这一调整必将使高等教育在自身得到较

大发展的同时, 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

作用。

启示之二: 部门办学作用的双重性。前面我们

已经讨论了部门办学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分析了其

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 这正是其双重性所

在。这一点启示我们, 在今后的办学中仍然要继承

和发扬部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以及好的做法和一些特色。比如, 鼓励学生发扬无

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 到边远和落后的地方建功

立业等, 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要保

持在部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专业特色, 并努

力依此在本地区打造名牌; 开展产学研, 合作培养

人才。同时要努力克服或避免部门办学中所出现的

一些问题, 吸取经验教训。

启示之三: 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及结合我国国

情, 扬长避短, 不失时机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

革。通过对新中国部门办学的研究, 笔者认为适时

地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进行调控,

对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

式等进行改革是保持高等教育 (学校)活力的关键。

部门在办学的过程中, 尽管也在这些方面作了许多

工作, 但由于受到行业的局限, 所作的一些调整只

是适应性的, 收到的效果是不显著的。当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末期的时候, 随着部门产业结构的战略

性调整, 高等教育也随之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之后,

高等教育便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

在部门高等院校转制到地方后, 都比较快地融入了

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笔者还认为, 开放

式办学是促进高等学校发展的高效动力源之一。在

部门办学过程中, 各个高校都较好地与企业进行了

产学研合作, 请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面的重大

决策, 学校主动到企业为其进行科技、智力服务, 企

业为学校提供办学支持等, 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对合

作双方都是有利的, 特别是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的高校更为有利。因此, 应予以坚持, 并进一步扩

大开放式办学的范围和领域。还有一点, 笔者认为

也应引起重视, 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

间的关系问题。按照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 高等教

育要适应经济的发展, 但并不意味着依附于或从属

于经济的发展, 高等教育也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

性, 还要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搞好人才的培养。

部门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之一, 新中国部

门办学更有其独特之处。部门办学作为高教的一种

管理体制虽然已失去其主体地位 (目前只有国防等

特殊部门仍管理着百余所高校) , 但其留给我们的

财富是丰富的。我们不仅应该公正客观地对这段历

史进行总结和评价, 更应该从中借鉴和吸取经验和

教训,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健康地向前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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