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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等教育分类看我国特色型大学发展

特色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我

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当前，
具有行业背景的特色型大学在发展中存在着定位不明、特

色淡化的问题， 从高等教育分类的角度研究特色型大学的

发展，有助于这类大学从定位中走出困境，实现科学发展。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分类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研究者对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分

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 年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法”在纵向上将高等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序号分别为 5 和 6，
其中第 5 阶段相当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专科、 本科和硕士研

究生教育阶段，第 6 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博士生教育阶段。 在

横向上又将第 5 阶段分为 5A 和 5B 两种类型。 其中，5A 类

是理论的，5B 类是实用的、技术的、适应具体职业的。 5A 又

可分为 5A1 和 5A2。 其中，5A1 按学科分设专业，主要是为

研究做准备的，以培养学术型专门人才为目标；5A2 按行业

分设专业，主要为从事高技术要求的专业教育，以培养应用

型专门人才为目标。 5A 的一般学习年限为 4 年以上，可获

得第一级学位（学士学位）、第二级学位（硕士学位）或证书。
参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

根据人才培养规格的不同，我们认为我国的高等学校可分

为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学术型大学，也就是传统的

综合性大学或所谓的“研究型”大学。 此类高校相当于“国

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 5A1，以学习基础学科和应用学

科的基本理论为主，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术人才。 其培养

层次为：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这

类高校数量不宜过多， 规模不必太大。 在我国主要是以

“985 工程”大学和部分“211 工程”大学为主体。 第二种类

型，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院校，多科

性可以称作大学，单科性的称作学院（大学与学院并无层

次高低之分，只是多科与单科之别，单科而已改称“大学”
的也不必强求改回“学院”）。 此类高校相当于“国际教育标

准分类法”中的 5A2，主要以学习各行各业的高科技专门

知识为主，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包括管理能力、服务

能力），培养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
律师、教师和管理干部等。 其培养层次均为：本科（学士学

位或专业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专业文凭）→专业博士

（学位或专业文凭）。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而且复杂的院校

群，包括一部分“211 工程”大学、一般部委属院校、地方高

校， 当前民办本科院校以及独立学院也应定位于此种类

型。 第三种类型，职业技术高校，也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

的院校。 此类高校相当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 5B，
主要以学习各行各业职业技能为主， 培养不同层次的生

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其培养层次为：专科

（副学士学位或职业技术文凭）→职业技术本科（学士学位

或 职 业技 术 文 凭）→职 业 技术 硕 士 （学 位 或 职 业 技 术 文

凭）。 从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院校，当前

应当以培养专科层次的人才为主，但随着生产集约化程度

的提高，将逐渐延伸为本科层次以至培养研究生，也可转

入应用型本科继续学习， 如中国台湾的技职学校一样，成

为有别于普通高校的独立系统。
二、特色型大学的定位

科学定位对于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定位

明确之后才能明确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决定设置什么

专业和课程，编写什么教材，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以及

购置什么样的教学仪器设备等。 特色型大学只有科学定

位， 才能以其特色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中健康发

展，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建设服务。
（一）特色型大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

中国的特色型院校，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年的实业学堂。 但一般认为正式定位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的院校调整，为了迎接当年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做

准备。 我们分别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直接服务社会三

个方面看特色型大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
第一，按照各类行业，培养大量的应用型人才。 特色型

大学主要是面向行业办学，满足了不同行业对不同类型专

业人才的需求。 在办学过程中，特色型大学依托特定行业，
重视产学研结合，培养了大量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生

产力，在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生产管理的

应用型人才，有力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经济

和社会发展。 中国工程院的一份研究表明，“在培养高层次

工程技术人才方面，少数著名综合大学和重点行业性大学

做出了主要贡献”。 [1]以航天、化工为例，培养高层次人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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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前五所高校分别如表 1：

其中，特色型大学为行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为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面向行业开展应用研究，促进相关行业技术的

提高和升级。 借助与行业主管部门、相关企业密切联系的

优势，特色型大学承担了大量行业发展、技术革新、新产品

开发的应用型研究， 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相关行业，促

进行业的发展。 从 1994—1998 年各部委所属院校（特色型

大学）承担科技课题占全国高校承担科技课题比例（表 2）
可以看出，部委院校（特色型大学）承担的科技课题比例高

于部委院校（特色型大学）数量占全国高校数量的比例，这

一方面是由部委院校（特色型大学）自身的学科特点所决

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部委院校（特色型大学）在我国科

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特色型大学直接为相关行业服务，推动相关行业

的发展。 特色型大学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通过科研合作、
技术转让与指导等多种形式为行业服务， 直接推动行业的

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为我国矿业、煤炭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到 1999 年学校建校 90 周年之际，共为国家培养

了 23760 余名毕业生，其中硕士研究生 3000 余人、博士研

究生 500 多人， 煤炭系统的博士生 85%以上都是该校培养

的； 同时在该校诞生了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一系列矿业

等理论体系和方法，其中 56 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3]可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半个

多世纪的办学过程中，特色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直接服务社会等方面定位于面向行业，注重应用，走特色发

展的道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二）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和分类发展

在美国，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 各大学院

校根据自己所处社区和地理位置、资源和教学水平、顾客或

服务领域的需要等情况，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实事求是地

明确办学宗旨和任务，办出特色，提高办学效益。 即使是在

同一个州的不同大学所设的同名专业， 也会因专业侧重点

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办学特点和市场。 因此，美国既有闻名世

界的哈佛、耶鲁，也有深受社区或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欢迎

的学院。 在科学研究方面，不同的大学也采取不同的发展策

略。 如哈佛大学更强调基础性科学研究，而在美国石油勘探

和生产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更重视有工

业开发和商业价值的实用技术的研究开发， 使该学院成为

美国最富有竞争性的大学之一。 [4]同样，在法国，既有培养研

究型人才的大学， 也有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高级管

理人才为办学宗旨的大学校，后者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

德国，既有坚持洪堡思想的柏林大学，也有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才出现的专业学院， 后者旨在培养能把基础理论转化为

实用技术的“桥梁式人才”，同样深受社会和企业的欢迎。 倒

是英国多科技术学院的发展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多科技

术学院在产生之初旨在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办的很有特色，
但升格为大学之后，培养目标倾向于学术性，特色反而被淡

化了。 因此，从世界范围看，分层分类发展才是高等教育的

健康发展之路。 在同一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内，不同类型的

院校科学定位，并行发展，分别为社会培养不同类型、不同

层次的人才。 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

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由此可见，学

术型（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只是类型的差异，综合性、多

科性、单科性也只是学科门类相互沟通与数量多少的差别，
并非水平的高低。 每一类型都可以培养不同层面的拔尖人

才、一流人才，都可以成为国内知名、国际有一定影响的“一

流大学”，没有必要求大求全，相互攀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色型大学的优势和成功之处

在于面向特定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研究和直接

为特定行业服务；从现实看，特色型大学的优势依然是立

足于传统特色学科、面向行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从世界范围看，类型的差异不等于水平的

高低，不同类型的高校均可办成“一流大学”，立足自身优

势，科学定位、分类发展才是高校办学的成功之路。 因此，
特色型大学一般应定位于面向特定行业的应用型大学。

三、当前我国特色型大学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

（一）特色型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定位不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新一轮高校调整

之后，特色型大学与原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已不

存在，原行业部门不再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特色型大

学与原行业的联系也变得松散，面向特定行业办学的定位

有所动摇。 加之缺少相应的特色评估指标，在单一的评估

表 1 为航天和化工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最多的前五所院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大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12.63%
9.47%
6.32%
5.26%
5.26%

石油大学

中国科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

13.84%
9.38%
6.7%
6.7%

4.46%

航 天 化 工

表 2 1994 年—1998 年部委院校承担科技课题占全国高校
承担科技课题比例[2]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高校
数量

科技课
题（项）

高校
数量

科技课
题（项）

高校
数量

科技课
题（项）

高校
数量

科技课
题（项）

高校
数量

科技课
题（项）

总计 1080 88780 1054 90842 1032 93004 1020 113807 1022 120390
部委
院校

331 39029 323 40068 311 40718 310 50297 218 37341

部委
院校
所占
比例
(%)

30.65 43.96 30.65 44.11 30.14 43.78 30.39 44.19 21.33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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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影响下，特色型大学纷纷扩大规模，增设专业，办成多

科性院校。 但长期以来，特色型大学是以为特定行业服务

作为主要目的，其办学优势也集中于与特定行业密切联系

的学科和专业，与传统的综合性、多科性院校相比，新增设

的非行业特色的学科、专业实力相对较弱，在竞争中明显

处于劣势。 第二，资源整合不利，特色淡化。 大量增设学科

和专业后，很多院校传统上具有优势的特色学科、专业规

模甚至还不到 1/3。 由于缺少资源的有效整合，导致有限办

学资源的分散，影响到优势学科专业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

质量。 再加上原有来自行业部门的优惠政策和毕业生对口

就业的渠道不复存在，特色学科、专业的发展面临窘境。
（二）特色型大学科学发展的思路

第一，明确办学思路，科学定位，分类发展。 如前所述，
特色型大学属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其办

学要坚持走面向特定行业、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道路。
这是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需求，也是由特色型大学本身的

特点决定的。 从人才培养目标上看，特色型大学既要区别

于传统的学术型、综合性大学，避免求大求全；也要区别于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对学生基础理论知识仍应有所要求；
应着眼于培养适应特定行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重点把学

生培养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 宽广的专业知识面，
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从课

程与教学方面看，特色型大学应当将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

教学与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开发研究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

起来，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 从师资队伍建设上看，特色型

大学要着力建设一批既掌握高深专业知识又熟悉相关行

业生产领域实际操作和管理、具有较强应用能力的高水平

“双师型”教师队伍。 从科学研究上看，特色型大学要以应

用性开发研究为主，以行业市场为导向，为行业建设和社

会经济建设服务，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第二，增强办学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主动与行业及行

业相关部门加强联系。 与原行业部门脱离行政关系后，特

色型大学从原行业部门获得的资源和信息减少， 办学定

位、办学效益和水平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对此，应当改变

观念：特色型大学服务的是行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部门，
与原有行业主管部门脱离了行政关系，不等于与相关的行

业也脱离了关系。 不论这个部门是否存在，不论是否受这

个部门的直接行政管理，只要这个行业还存在，特色型大

学就必须紧贴甚至引领行业的发展。 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

地体现在办学观念中。
第三，优化学科结构，建成新的、有特色的学科群。 如

上所述，特色型大学在与原行业主管部门脱离后，大多数

已经发展成学科齐全的多科性院校。 但很多新增专业是追

赶热门，匆忙上马，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竞争力较弱，
学生就业较难。 针对这种情况，特色型大学要围绕自己已

有实力较强的特色学科建设新的、有特色的学科群。 也就

是说，新增的学科和专业要尽量与传统特色学科和专业密

切联系起来，培养特殊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对于那些无

法与原有特色学科和专业相结合，而又实力较弱，缺乏市

场竞争力的专业，该停办的就得停办。
第四，着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学科的分化和综合，专业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专业人员的培养仅仅拥有某一

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很难面对未来社会发展的。 各国教育也

都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多面性”的培养。 如法国大学校就

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多科性的综合技术培养，使他们不仅

能适应企业的技术和经济需要， 熟练地解决本专业的问

题，还可以解决传统上由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 美国国

家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于 1995 年发表的《重塑科

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报告中指出，“一个人过分集

中于某一分支领域， 将使其后来的研究成果受到限制，并

且影响其职业的选择”，“过分狭窄的教育经历” 将会使研

究生适应“后来的中途职业改变”非常困难，“特别是对非

传统型的工作领域”。 因此“研究生计划应强调多方面才能

的（versatility）教育”，应“提供一个更宽的学业选择范围”，
“使学生能获得更广泛的学术知识和职业技能”。 这一点对

我国特色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特色型

大学应在重视搭建通识课（公共课、专业基础课）教学平台

的基础上，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已经办成多科性的院

校，要充分发挥新增学科的作用。 一方面，按照“强调基础、
注重融合、拓展视野、开阔胸襟”的要求，通过学科间的综

合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保证课程结构合理，层次规范，基础

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宽，使学生的知识转换与迁移能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为学生的后续发展加宽与夯实基础；另一方

面，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出发，增加复合类、应用

类课程的比重，设计不同的课程模块，通过分流不断增强

学生的适应性，逐步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高等教育要分类发展。科学定位是健康发展的前提。特

色型大学应在研究自身优势、 劣势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科学定位， 在科学定位的前提下制定学校的发展

战略，并进而规划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取

向，在高等学校的竞争中走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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