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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过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实现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精准培养，将对社会及产业

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新形势下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优化，应依托现有的专业设置现状，对比 “十三

五”产业发展规划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通过分析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探

寻地方应用型高校专业设置与改造升级的主要路径，以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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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建设水平决定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和特色，对学校的内涵式发 展 起 着 决 定 性 作 用。［１］

专业定位的本质实际上是其向社会提供各类高级专

门人才的数量、质量及规格，而应用型高校的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主要是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需求，凸

显应用性并贴合地方的发展方向，实现地方经济与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对接。地方应用型本科

高校必须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我国教育大发展大变

革交汇的当下，重新审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定位

问题，从而对接国家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助力

应用技术型高校内涵式发展。

一、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

布局现状分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１日，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三部门联合发布福

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名单：福建工程学

院、厦门理工学院、武夷学院、泉州师范学院、莆

田学院、福建江夏学院、三明学院、龙岩学院共八

所高校。这八 所 示 范 性 应 用 型 本 科 高 校 （以 下 简

称：八所示范校）各有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

（一）专业设置现状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中的学科门类、专业类别及专业进行分类

统计［２］，八所示范校专业设置情况如表１，可以看

到目前福建省已基本构建了涵盖多学科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格局，各校覆盖学科门类数７－９个，立 项

建设的省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数量６－８个。各校

学科及专业大类在布局上相对集中，特色与优势专

业数占全校 专 业 数 比 重 基 本 在５０％以 上，主 要 以

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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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与专业布点现状

１．学科布点现状

对八所示 范 校 开 设 的 专 业 类、专 业 数 和 专 业

布点数按照学科门类进 行 总 体 统 计 （表２），结 果

符合目前 应 用 型 人 才 主 要 以 工 学、管 理 学、艺 术

学与理学 为 主 的 基 本 特 征。从 表２可 以 看 出，当

前应用技 术 型 高 校 中 工 学、管 理 学、艺 术 学 以 及

理学这四个学 科 门 类 所 囊 括 的 专 业 数 量 和 专 业 布

点数量占比 较 高，法 学、历 史 学、农 学、医 学 等

则略显单薄。

表１　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情况一览表 （单位：个）

学校名称 学科门类 集中学科／专业数 专业类 专业数 省服务产业特色专业

福建工程学院 ７ 工学／２８　 ２６　 ５３　 ８

厦门理工学院 ７ 工学／３２　 ２７　 ５８　 ８

武夷学院 ９ 工学／１８　 ２５　 ４０　 ７

泉州师范学院 ９ 工学／１８；理学／１２　 ３４　 ５７　 ８

莆田学院 ８ 工学／１２；管理／１０　 ２６　 ４６　 ６

福建江夏学院 ７ 管理／１１　 ２２　 ２８　 ６

三明学院 ８ 工学／１２；艺术／７　 ２３　 ３６　 ７

龙岩学院 ７ 工学／１２；理学／９　 ２４　 ３９　 ７

　　注：各校专业信息来源于教育部阳光高考院校库２０１８年招生专业目录 （不含专业方向）；省服务产业特色专业数据来源

于 《福建省高等学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立项建设名单》；学科门类、专业 类 别 和 专 业 名 称 参 照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目录 （２０１２）》、《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２０１８）》。

表２　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学科布点情况统计表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数 专业布点

数量 （个） 占比 数量 （个） 占比 数量 （个） 占比

经济学 ３　 ５．５６％ ９　 ５．４５％ １７　 ４．６７％

法学 ３　 ５．５６％ ４　 ２．４２％ ６　 １．６５％

文学 ３　 ５．５６％ １３　 ７．８８％ ３４　 ９．３４％

理学 ８　 １４．８１％ １５　 ９．０９％ ３４　 ９．３４％

工学 １７　 ３１．４８％ ６５　 ３９．３９％ １３２　 ３６．２６％

管理学 ７　 １２．９６％ ２３　 １３．９４％ ６４　 １７．５８％

艺术学 ４　 ７．４１％ １８　 １０．９１％ ４６　 １２．６４％

教育学 ２　 ３．７０％ ７　 ４．２４％ ２０　 ５．４９％

农学 ２　 ３．７０％ ４　 ２．４２％ ４　 １．１０％

医学 ４　 ７．４１％ ６　 ３．６４％ ６　 １．６５％

历史学 １　 １．８５％ １　 ０．６１％ １　 ０．２７％

总计 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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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业布点现状

八所示范校开设专业分学科门类布点情况进统

计，结果显示当前福建省应用型高校专业布点并不

均衡，专业重复与专业稀缺现象并存。八所示范校

设置专业总数共１６５个，有一所高校布点的专业有

８５个，约占所有专业的５２％，学 科 门 类 以 工 学 为

主；有两所高校同时布点的专业有３０个，约 占 所

有专业的１８％，学科门类以 工 学 为 主；１６个 专 业

在三所学校同时布点，学科门类以工学、理学和管

理学为主；１５个 专 业 在 四 所 学 校 同 时 布 点，学 科

门类以管理学为主；有７个专业在五所高校同时布

点，学科门类以工学、管理学为主；有８个专业在

六所高校同时布点，学科门类以艺术学为主；４个

专业有七所高校同时布点。整体上，工科新专业各

高校按照学校特色单独布点建设较多，艺术类、教

育类、计算机类、数学类、土木工程、英语等传统

专业在各高校集中布点现象明显。

二、福建省 应 用 型 高 校 本 科 专 业 设 置 存 在 的

问题

（一）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不高

１．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不匹配

按照福建 省 十 三 五 规 划 纲 要 中 的 产 业 规 划 目

标，产业结构布局要主动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 规 划，加 大 力 度 做 大 增 量、优 化 存 量。［１０］目

前，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学生就业主要以省内

为主，但本科专业设置与结构并不能很好地对应规

划产业链。八所示范校设置的本科专业中既存在布

点数较 少、市 场 人 才 较 为 短 缺 的 专 业 （如：自 动

化、工业设计、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机器人工程等 专 业），也 存

在布点较多、市场人才过剩专业 （如：法学、汉语

言文学、英语、管理科学、财务管理、音乐学、美

术学等专业）。应用型 高 校 专 业 结 构 与 区 域 产 业 结

构不匹配的现象明显，这也是最近几年各高校专业

调整和优化的优先方向。

２．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升级需要不匹配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模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才能为制造业升级提供

支撑 ［３］。对八 所 示 范 校 开 设 专 业 与 福 建 省 战 略 新

兴产业需 求 进 行 统 计 （表３），目 前 八 所 示 范 校 学

科及专业布局并不能全面覆盖产业需求，生物与新

医药产业、海洋高新产业领域布局过少，甚至在新

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接近空白。

３．人才定位未能精准呼应产业需求

通过八所示范校专业设置及布点 的 情 况 来 看，

各应用型高校专业布局存在 “求大”“求全”现象，

专业设置的重复度较高，行业相关度偏低，这种现

象导致应用型高校难以回应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和关切，亦无法充分发挥引领和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的作用。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先明确本

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由培养目标分析出本专

业学生所应具备的能力，由所需能力来确定培养方

案中应设置的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形成呼应应用

型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架构。

（二）专业同质化现象难以消解

八所示范校，大部分都设 置 了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数学 与 应 用 数 学、

英语等热门专业，有各校历史传承原因，同时也与

专业建设规划不科学、执行不到位有关。福建省本

科高校２０１７年新增备案专业共７５个，审批专业６
个，撤销专业２１个。其中数据科学与 大 数 据 技 术

专业共有十所高校申报新增，机器人、网络与新媒

体、智能科学与技术等新工科专业成为申报 热 门，

同时仍有高校继续新增布点数量较多的专业 （如财

务管理、管理科学、对外汉语等）。部 分 高 校 申 报

新增专业，未充分考虑区域和地方未来产业发展与

需求和学校办学基础条件，存在追求新潮问题。有

的甚至继续申报负面清单专业，从而进一步加重专

业同质化现象。

（三）专业设置缺乏持续优化的长效机制

为了做好专业总量控制，明晰培养方向和服务

面向，突显专业特色，避免同质化办学，福建省教

育厅自２０１６年开始每年设置与更新专业正负 面 清

单。对八所示范校及福建省近两年新增备案专业布

点情况进行 统 计，２０１６年 全 省 高 校 本 科 新 增 专 业

进入正面清单的为１６．００％，２０１７年这一数据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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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结构与省战略新兴产业需求对应表 （单位：个）

学校名称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 生物与新医药 节能环保 新能源 新材料 海洋高新 专业数 占比

福建工程学院 ８　 ４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１５　 ２８．３０％

厦门理工学院 ７　 ４　 ０　 ０　 １　 １　 ３　 １　 １７　 ２９．３１％

武夷学院 ３　 ４　 ０　 １　 ２　 ０　 １　 ３　 １４　 ３５．００％

泉州师范学院 ６　 １　 ０　 ２　 １　 ０　 １　 ０　 １１　 １９．３０％

莆田学院 ３　 ２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８　 １７．３９％

福建江夏学院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０．７１％

三明学院 ３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７　 １９．４４％

龙岩学院 ４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２５．６４％

　　　　
到近２７．００％，但 八 所 示 范 校２０１８年 招 生 专 业 中

进入省指 导 性 正 面 清 单 专 业 仅 占６．００％，同 时 进

入负面清 单 的 专 业 占 比 则 有８．００％。可 见，八 所

示范校并未 及 时 有 效 分 析 社 会 需 求 动 向 和 政 策 导

向，也未能快速对专业设置进行预警，从而科学合

理的新增和撤销专业，主要原因是学校内部缺乏完

善的专业设置长效预警机制。

三、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优化路径

（一）专业结构调整优化以社会需求与产 业 需

求为导向

当前新兴产业升级速度加快导致高校专业结构

与产业结构失衡，福建省产业规划与八所示范校的

专业不匹配也源于此。应用型高校应审慎面对专业

布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根据社会需求导向完善动

态调整机制，通过 “优化增量”“调整存量”，推动

专业结构布局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１．依托学校建设规划，宏观把控专业数量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

学校建设的总体规划。［４］学校的办学规 模 与 专 业 数

量、专业数量与办学质量之间的矛盾是专业结构调

整与优化时应 优 先 处 理 的 矛 盾。在 专 业 结 构 调 整

中，既要积极推 动 实 现 专 业 数 量 与 培 养 质 量 的 统

一，也要追求人才规模与办学效益的统一。应用型

本科高校应秉持 “以学生为本、为产业服务”的办

学理念，坚定专 业 建 设 先 理 顺 专 业 结 构 的 发 展 思

路，以学科、专业、课程为内涵建设主线，通过增

设新专业、撤销传统专业来调整本科专业结构。

２．遵循社会需求导向，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专业分类建设发展体系的建设应遵循差异化原

则、适应性原则和个性化原则。首先，在差异化原

则指导下，制定具有合理的结构、鲜明的特色以及

完整的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其次，专业设置应适

应学科或社会及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专业结构。通

过科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利用预测

手段制定专业发展蓝图并按此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从而提高专业的适用性。最后，增加 个 性 化 模 块。

根据新生入学摸底、学生技能水平、毕业生就业等

各方面情况进行评估，对于结果不理想的专业应坚

决予以整改、暂停招生乃至撤销，从而实现从学科

发展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

３．根据专业典型优势，调整优化专业布局

通过拓展优势专业、改造或淘汰弱势专业、增

设新兴专业等途径多渠道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尤其

是对于具有典型优势的专业，应全方位进行 改 革，

通过教学团队、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培养模式的

创新，凸出优势专业，形成专业集群。专业布局的

调整优化应分步进行：对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传统落后专业应及时撤销或者淘汰；对难以适应

新兴产业升级 的 传 统 学 科 专 业，及 时 调 整 培 养 规

模、教学计划等，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对原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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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改造以契合专业的转型升级；对于有必要保

留但需求量微小的少数专业，可限制招生规模，并

深化专业内涵，力争保质量、出精品；对于新增专

业，应坚 持 增 量 保 质 原 则，重 点 布 局 亲 产 业 型 专

业，促进专业与战略性产业的融合。

（二）区域内专业分类分层发展以树立差 异 化

发展为理念

专业同质化诱因众多，既有历史传承、区域发

展、师资结构等客观因素，也有科学论证不足、学

校定位不清等主观因素。从八所示范校的专业发展

情况看，必须树立差异化的发展理念，根据学校办

学定位结合地方产业链，建立专业分类分层机制。

１．依托学校自身优势，打造品牌特色专业

品牌特色专业的打造有利于形成学校的品牌效

应，增强学校的专业话语权和竞争优势，也有利于

发挥优势特色专业的带头示范作用。每个高校具有

不同的办学历史和办学方向，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办学理念、学风教风、服务面向等核心文化，应在

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中不断强化，进而发展特色鲜

明的人才培养 类 型、专 业 结 构 体 系 和 教 育 教 学 模

式［５］。学校应依托自身的优势，高起点建设一批新

设专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有特色的优势专业，利

用特色专业和 高 新 专 业 带 动 其 他 专 业，建 立 抓 两

头、带中间的分类分层体系，从而主动适应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优化调整专业结构，不断

发展与创新专业吸引力。

２．适 应 产 业 升 级 新 需 求，高 起 点 开 设 新 兴

专业

新兴专业是在产业升级基础上对原有专业的创

新发展而成。开设新兴专业既能有效地开发已有资

源，亦能推动特色专业集群发展。应用型本科院校

应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了解社会、企业对人才的

需求，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探索专业发展的增长

点。如可以从学校层面建立新设专业的会审 制 度，

专业所在学院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同时邀请

兄弟院校、企业等相关专家协同指导新设专业，并

在充分论证、合理借鉴境外高校、境内标杆对标高

校的培养方案与专业建设标准之后，全方位、高起

点开设新兴专业。

３．建 构 “优 带 新 推”机 制，促 进 普 通 专 业 的

发展

应用型高校应重视各自历史传承 与 特 色 发 展，

在保持已有优势特色专业基础上结合社会对人才的

最新需求布局专业的升级改造，从而实现适应区域

地方产业发展的动态专业调整优化，建立特色鲜明

的专业结构体系，形成优势专业带动、新设专业推

动的机制。一方面，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

养方案，建立并实施专业年度检查制度，及时解决

专业建设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注重各专业的自

我调适与发展，传承现有专业，同时紧随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在社会需求及专业对应行

业或产业发生结构变革和技术革新时，即使面临产

业链退出或特定职业群体消失的状况，专业依然可

以依靠有效的自我升级改造来适应社会需求。

（三）提升专业内涵以建立长效预警机制

通过科学有效的预警机制，逐步完善专业布局

与优化调整；通过专业设置长效机制，逐步开展专

业评估；通过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协调机制，逐步加

强专业内涵建设。一系列长效预警机制的设计与实

施，才能够最终提升应用型高校专业建设的内涵发

展，更好适应产业升级需要。

１．构建全面的专业预警机制

落实本科专业结构优化与布局动态调整，适应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深化内涵

建设，需要构建专业预警机制。首先，设置全面的

专业预 警 指 标 体 系。专 业 预 警 指 标 主 要 包 括：招

生、就业、师资结构、教学科研水平、教学资源环

境等方面。其次，建立相对独立的专业调整管理机

构。学校层面相关规划及专业建设职能部门统筹全

校专业调整工作，各专业吸纳企业、兄弟院校专家

共同成立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最后，专业设置预

警级别实施分 层 分 类 管 理，专 业 预 警 级 别 可 以 包

括：提醒、减招、隔年招、停招、撤销等。专业预

警可以在专业调整优化内外部资源整合上发挥重要

作用，在专业建设的关键核心要素上预先做好整体

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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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常态化校内专业评估的长效机制

各高校在积极参加国家政府机构的专业评估的

同时，在校内建立面向所有专业的常态化专业评估

机制对于学校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更为关键。

首先，注重应用型专业的特殊评估要求。积极利用

校企共建教学平台开展合作育人；利用案例 教 学、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突出教学的

应用特色，加强应用性课程体系建设；利用创新实

践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实践

教学环节的应用性。其次，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的内

容与重点应按照应用型标准来设计。评估主要内容

必须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方案、校企协同

育人、应用型师资队伍、课程与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教学管理与教学效果等方面。再次，专业评估

应包括专业自评、专家考察、信息反馈、整改提升

等基本环节。由专业负责人对照评估指标体系开展

自我评估，着重梳理存在问题，对应用型专业的建

设工作做出诊断性评价，根据评价建议进行整改与

完善，从而提升应用型专业的办学水平。最后，注

重专业评估结论的应用。通过专业评估结论明确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需求的适应度，师资队

伍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

体系的有效度，教 学 效 果 与 人 才 培 养 成 果 的 显 示

度等［６］。

３．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协调机制

应用型高校教学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就是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的层次定位，资源配置失

当将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专业质量的

持续提升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实施效益综合评估

的教育教学资源配置理念。专业建设所需的教学资

源基于全面统筹、专业匹配、布局齐全的原则追求

综合效益 最 大 化，包 括 师 资、资 金 投 入、教 学 场

地、教育资源、课程资源等。其次，制定学校专业

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综合

改革，以国家专业建设质量标准为基准，以专业培

养方案为依据，明确资源配置的基 本 要 求。最 后，

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来加强专业内涵建设。通过深化校企

合作，建立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教学管理与监

控，根据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在专业内涵的

提升、培养目标的转变、培养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

行改造和升级，不断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四、结语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还存在诸

多问题亟须调整，但问题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解

决和调整也无法一刀切，专业设置与优化要充分考

虑学校的现实。促进应用型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动态

调整与 优 化，应 以 社 会 需 求 为 导 向，调 整 专 业 结

构，控制专业数量，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专业

布局；树立差异化发展理念，重点打造品牌特色专

业，高起点开设新兴专业，带动普通 专 业 的 发 展，

推进区域内专业分类分层发展；通过构建全面的专

业预警机制，建立常态化校内专业评估机制，优化

教学资源配置协调机制来共同建立专业建设的长效

机制，最终提升专业内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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