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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新专业设置风险管理研究
张  宁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500141)

[摘  要 ]  高职院校的新专业设置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新专业的成长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新的行业、新的工种、新的岗

位群不断涌现, 专业设置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本文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风险规避三个维度来探讨对高职院校新专

业设置的风险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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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anagem en t for R isk ofNew Specia lity Setting in H igher Voca tiona l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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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 ct]  The setting up of new speciality in h igher vocat ional colleges need s a large vast of inves tmen t, and th e development is also a

lengthy p rocess1 W ith th e emerg ing ofn ew industries, new occupat ional groups and new jobs, the sett ing up of speciality invo lvemore andmore un2

certain ty1 It is d iscussed w ith three d imensions wh ich con tains risk ident ification, risk analysis and risk aversion in th is pap er, so that to have a

goodmanagemen t for the risk of new sp ecia lity sett ing in h igher vocat ional colleg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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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实际上就是人类面临的危险产生的不利结果的一个

比较具有 /学究0味道的描述。风险的基本含义为 /未来在一

定条件和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结果和预期的偏离 0。这种

偏离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运作规律无法完全确定, 另

一方面是由于操纵和控制的运作过程失误, 而出现的不必要的

或预想不到的损失。风险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变性、不确定

性和可识别性等特点。正是由于风险的这些特性, 从而给了人

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进行防范风险的可能性。对风险管理

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 但总结一点, 都认为风险管理可以降

低纯粹风险所导致的危害。它是一种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

和控制,采取控制措施使风险所导致的各种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的科学管理方法。

随着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 一方面高职院校在

资源市场上的竞争态势已然形成, 有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及

时、谨慎并且思路清晰, 从而越来越明确了自身的办学定位、办

学方向、办学模式, 促使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

有些高职院校在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设专业之后, 出现了大量

新的问题, 如生源不足、师资紧张、经费短缺等各种困难,面临

着比以往更大的生存危机。正如高等教育大众化专家马丁 #

特罗教授指出的那样: /在每一个现代社会中, 高等教育的种

种问题都与增长相关。增长给实施增长的教育系统和支持增

长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0高职院校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应该更加理性地认清自身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 警

惕由于专业盲目发展而导致的风险。

  一、高职院校的 /专业 0与 /新专业设置 0

高职院校所设置的专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学科专业0,

而主要是 /技术专业0, 也就是说高职院校的专业是为满足从

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所必须接受的教育与训练的需要而设

置的。作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 它是高职院校与社会需

求的结合点,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需求, 适应程

度如何,始终要通过所设置的专业及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体现

出来。

专业设置包括新专业设置和老专业的调整和改造, 老专业

调整和改造是专业优化、完善的过程, 新专业设置是指国家或

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以往所没有的专业。

由于高职院校的专业更注重与社会职业或职位的对接, 因此相

比普通高校其新专业设置更为频繁。设置一个专业后, 需要一

定时间的稳定期才会有所发展, 因此学校在设置新的专业时就

需要有风险意识,采取措施防范各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延

长专业的生命周期。

  二、高职院校新专业设置的风险识别

既然风险是未来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结

果和预期的偏离程度,那么高职院校在设置新专业时的预期是

什么呢? 也就是说,新专业设置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一 )新专业设置满足学校生存、发展的内部驱动

从主体需求来看,学校的生存、发展需要人财物等资源的

支持,如果无法满足, 就产生投入风险。另一方面,学校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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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 , 不管教育是否真的具有产业属

性,其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已经不可否认,而从本质上来讲, 教育

的公益性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教育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根本

特点之一,因此对社会效益的追求更不可忽略。如果新专业的

设置不能推动学校发展就会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风险。

(二 )新专业设置满足个体和社会需求的外部驱动

从客体需求来看,新专业设置需要满足学生个人需求和社

会需求。高职院校新专业设置的本质是一种调整学校与社会

之间关系的过程。这种关系决定了新专业设置的外部驱动因

素的两个方面: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从宏观角度来

说主要是产业发展对相关专门人才的需求, 从微观角度看主要

是企业对专门人才的定向需求;个人需求是指学生学习某种专

业技能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学生报考某个专业的意向。[1]

(三 )在设置新的专业时, 其未来的好坏的可能性估计是

一种较为典型的主观概率,也就是说,在专业设置问题中, 大多

数未来客观状况发生的概率都是依据所获信息与决策者经验

来预测估计的,因此, 信息的准确与全面,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

个因素。

这样看来,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 应在信息充分的基础

上预期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且能够满足个人和

社会的需求,才会设置专业, 如果无法达到预期或与预期相偏

离,就会产生以下风险:招生风险、就业风险、投入风险、效益风

险和信息风险 (见图 )。

图高职院校新专业设置的风险识别

  三、高职院校新专业设置的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 (R isk Con trol), 简称避险, 是为了免除风险的威

胁,采取试图使损失发生概率近于零的措施。下面将从风险管

理的共性与高职院校的特性上,提出规避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风

险的主要措施。

(一 )规避一 :信息风险规避

11建立专业设置项目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对各种

信息的理解和反馈便显得尤其重要 ,如何调整信息管理策略,

怎样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决策,这些都需要整个小组成员的相互

协同与协作,优化渠道, 建立专业设置项目小组, 进行必要的人

员重组。且新专业设置合理与否,也依赖于小组的运作效率和

小组成员的经验、知识等的优化组合。否则很难对外界环境的

变化作出正确的反应。 21信息共享的激励机制:专业设置的

基本模式之一就是根据市场预测和现有能力综合平衡制订专

业调整计划。只有政府、行业、企业、个人以及学校内部等相关

利益主体信息共享程度加大,才能规避由于信息共享而引起的

信息风险。31信息传递的及时准确:当前瞬息万变的社会, 信

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其价值与提供的时间成正比, 学校专业

设置各个环节,必须要有准确的信息和比较完备的信息流通渠

道, 只有将信息及时传递到服务对象手中, 才能产生良好的

效果。

(二 )规避二:投入风险规避

11保证新专业实习实训基地:企业的基本目的是生产盈

利,一切付出都必须计入成本 ,教育需要中长期的投入, 企业会

慎重考虑。所以高职院校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别企业家的深

谋远虑和战略眼光,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互利互惠、责任推动。

要研究企业需求,充分挖掘本地企业资源, 与本地企业实现深

层次、捆绑式合作, 由企业为院校提供实习、见习的场所和指导

教师,学校可为企业举办知识讲座、人才培训、提供课题研究、

科学实验、技术力量和人才储备的支持。 21 保证新专业师资

充足:一方面可以引进校外兼职教师, 缓解新专业师资紧张问

题。一方面,加强原有师资的新技能培训,是较快捷缓解师资

紧缺矛盾的应急措施, 也是降低办学成本的有效途径。另外,

不同的区域各个时期产业发展侧重点会不同, 某一区域第三产

业发展的比较好,人才培养已经有了经验, 而某一地区可能第

二产业人才较为充足,因此可按地域片区,以互助互济、共同发

展为目标,互补为基础, 自发组织区域间的校校协作组织, 使师

资相互交流相互帮助。 31 拓宽资金来源:高职院校解决新专

业经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争取政府专项基金、专项补助, 另

一方面,学校也应在多渠道、多途径增强办学活力, 增加创收的

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办专业, 为多渠道筹集资

金打下基础。此外,如果要考虑银行贷款,就要注意提高银贷

信度,强化风险意识, 按时偿还贷款, 维护学校信誉 [ 2]。学校

利用信贷资金应主要用于总体规划之内的急需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 )规避三:招生风险规避

11加强新专业的宣传工作:新专业往往是为社会当前或

未来一段时间培养急需人才的专业, 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 或

者与学校的传统优势密切相关, 但是这些背景往往不被社会家

长、学生所预知, 他们处于信息传递链的底端, 因此学校应做好

宣传准备。但这里并不是鼓励学校追求广告效应, 而是让学

生、家长充分了解到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就业方向、

就业前景, 让他们能在选择专业时有一个清晰、科学的认识。

21考虑学生的兴趣与能力:从专业设置来看,学生在选择专业

的时候,既要考虑社会对该专业的认同感, 同时还会考虑个人

兴趣和能力,因此, 我们在设置专业的时候, 不仅仅要考虑社会

对该专业的认同程度, 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情况。 31 新

专业收费水平应合理:在调查学生对新专业的需求和期望的同

时,也要调查家长对学费的承受能力, 同时为了不让贫困学生

读不起书或中途辍学,要通过学生贷款、为学生提供勤工助学

岗位、设立捐资助学基金等措施保障生源。 41招生的时间应

更为灵活:采取由每年的一次招生为季度性招生,既保证了经

过完整教学过程培养的毕业生多时间段的输入社会, 缓解一年

一次性毕业分配的压力,同时也便于职业院校加强社会人才随

时充电、储备的需要, 使高职教育面向社会, 承担岗前培训、特

殊职业岗位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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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成为可能。在履行社会职责的同时,为自己开辟一个更为

广阔生存发展天地。

(四 )规避四 :就业风险规避

11要重视对基本岗位的分析:深度分析专业所面对的产

业基础、发展导向和岗位特征, 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

特色。要多方参与,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尤其是行业企业的资

源,引进他们的标准。另外,要有高职领域认可度高的专家指

导,也可请外籍专家提供咨询。[ 3] 21专业设置宽窄并存, 以宽

为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 高职院校采取宽窄并存的

专业设置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规避学生就业风险的一条主要经

验。如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是按大类设置专业, 小专业施

教 [ 4]。美国也是根据大类设置专业, 采取宽窄并存、以宽为主

的原则,以适应社会变迁和终身教育的要求。 31 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的同时,避免趋同:应在市场选择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形成与区域内各中心城区产业结构相配套, 功能、层次、形态既

有差异又融为一体的高职教育形态结构, 避免专业趋同化等弊

端。在设置新专业时考虑高职院校的行业背景, 调查区域内专

业的分布情况,以此确定专业分布的合理性,避免专业趋同, 在

/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协调共进0的原则下设置新

的专业。

(五 )规避五 :效益风险规避

11结构合理、优化组合:最佳的专业结构, 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发挥高职教育的整体功能,有助于高职院校提高效益。学

校应建立院系间的跨专业发展协调机制, 调整好院系之间利益

问题,打破学科壁垒, 实现资源共享,组织相关院系的力量共同

举办跨学科专业,同时, 学校要创新教学管理制度, 建立和完善

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 促进交叉专业、边缘专业的发展。[ 5] 21

规模适宜、扩大范围:专业规模的大小 ,直接影响经济效益, 生

均成本随着专业规模的增大而下降, 而且随着专业规模的增大

而下降的速率是递减的。只有当专业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才能取得最佳规模的经济效益。[ 6]另外, 新专业的 /范围经济0

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专业来说 ,如果能同时把教育、培训及

服务作为它未来的生产活动和服务行为, 就会产生教育资源的

共享、组合与匹配, 从而产生范围经济。如, 开展专业培训、职

业技能鉴定、岗位培训、参与企业的科研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与咨询服务等等。31服务地方、追求声誉:一所学校要想

长远发展,就一定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取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也

就是要获得公众的认同感。那么这就需要把本校的定位、特

色、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校园文化、学生的就业和毕

业生的文化品位等结合起来, 这一切实际上还是需要学校有一

个为地方服务的理念来支撑。 41特色定位、提升品牌:新专业

设置的前提是要符合学校总体定位, 在学校定位的基础上, 找

到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定位。如果不顾学校特色, 随波逐流, 见

好就上,这样将导致学校的整个专业结构不成体系,失去平衡。

新专业是否要设置,要从学校自身的历史优势到今后的发展目

标综合考虑,使学校能够围绕自身特色专业发展与之相关的优

势专业群。

以上各项规避措施实际上是密切联系、交叉作用的, 实际

上,具体到任何单独的院校, 都会有其特殊性, 在整个高职系统

的共性下分析出的信息、投入、招生、就业、效益五大风险, 放到

单独的院校内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的目的并不是不

惜一切代价降低风险,而是尽量使风险减低至可以接受的范围

内,可以说, 风险管理既是一种办专业的思路, 也是一种办专业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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