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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地方高校如何觅得发展良机离不开高质量的生源遴选。正值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之际，地方高校加强一流学科建设恰逢其时。依据地方高校生源遴选大数据的研判，围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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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高校生源遴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招生主体：“双一流”背景下的地方高校

国务院颁布的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 确 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实 现

若干所大学 和 一 批 学 科 进 入 世 界 一 流 行 列 的 目 标

（以下简称 “双一流”）。“双一流”建设的开启为

地方高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不同以往存

在高校 “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的弊端，此轮引入

“滚动淘汰机 制”，能 够 充 分 激 发 地 方 高 校 内 生 动

力，释放办 学 活 力，为 它 们 “积 极 有 为、确 保 有

位”创 造 条 件。［１］然 而，经 过 多 年 “２１１ 工 程”

“９８５工程”建设，地方高校和部属重点高校相比，

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地方高校应该在 “双一 流”

建设中找准定位，特色发展，顺势而为，主动适应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共建

发展共同体。［２］目前，各地出台了 一 系 列 重 要 政 策

以推动地方高校提高办学质量、提炼办学特色、提

升办学水平，如江苏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支持１５所

以上省内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并且根据绩效评价结

果，每年给予每校１亿元左右资金支持。全国其他

各省 “双一流”建设方案也逐步明晰。

（二）招生制度：高考改革中的生源遴选

在恢复高考４０周年之际，高 等 教 育 领 域 另 一

项具有划时 代 意 义 的 事 件 是 考 试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落

地。《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

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此轮高考 改 革，导 致 生

源结构发生重 大 变 化，给 高 校 生 源 遴 选 和 人 才 选

拔、学科和专业建设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带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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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战。地方高校期望在 “双一流”建设中分一杯

羹，离不开高质量的生源遴选。在浙江省高考试点

方案中，志愿模式变成了 “专业＋学校”，彻 底 改

变了原有 “学校＋专业”的志愿模式，由此学生填

报志愿的价 值 判 断 方 式 也 由 “总 分 匹 配”转 向 了

“专业导向”。［３］实行专业平行投档后，原 来 调 剂 率

较高的专业将受到较大冲击。这种录取模式增强了

地方高校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的紧迫感，促使其优

化专业布 局、提 升 专 业 内 涵、凝 练 专 业 特 色，与

“双一流”建设目标不谋而合。

（三）招生路径：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

供给侧改革给地方高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指明

了方向。２０１６年３月，时 任 教 育 部 部 长 的 袁 贵 仁

指出：中国高校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理论由经济领域提

出，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

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

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我国高

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高校

过分注重规模扩张而忽视内涵建设，导致教育同质

情况严重，进而引发地方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供给与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错位对接。［４］因 此，需 要 从 生 源

遴选供给侧改革出发，即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主管

招生计划的情况下，用改革的方法促进高校专业及

学科结构调整，满足广大考生和社会需求。在我国

高等教育处于 “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地方高校如

何利用考试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遴 选 适 合 自 身 发 展 的 生

源，必须沿生源遴选供给侧改革方向进行。

二、大数据视域下地方高校生源遴选专业评价

地方高校生源遴选供给侧改革必须依据大数据

的科学研判，本文数据来源： （１）已有基础数据：

南京工业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录取数据 （一 专 业 报

考率：反 应 专 业 热 门 程 度；一 专 业 录 取 率 和 调 剂

率：反映专业满足程度；分数：反映学生学业准备

水平）；江苏 省 地 方 高 校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录 取 数 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Ａ校；南京工业大学：Ｂ校；

南京邮电大学：Ｃ校；南京医科大学：Ｄ校；南京

中医药大学：Ｅ校；南京林业大学：Ｆ校；南京财

经大学：Ｇ校；南京审计大学：Ｈ校）。（２）专项

采集数据：南京工业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级 学 生 调 查

问卷。（３）爬虫公共数据：抓取官方公布数据。

（一）地方高校内部专业评价

表１　南京工业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理科专业统计表

专业
一专业

报考率

一专业

录取率
调剂率

江苏

２０１５年

江苏

２０１６年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
４７０．６％ ９５．０％ ０．０％ ３５８　 ３６２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３１４．３％ ８３．７％ ０．０％ ３５２　 ３６０

建筑学 ３０４．９％ ９７．８％ ０．０％ ３５７　 ３６２

通信工程 ２０８．６％ ７８．４％ ０．０％ ３５３　 ３５９

化学工程

与工艺
１９４．０％ ９０．３％ ０．４％ ３５１　 ３５８

测绘工程 ２０．９％ １８．５％ ３３．３％ ３４８　 ３５８

消防工程 １５．９％ １５．６％ ５９．０％ ３４８　 ３５８

勘查技术

与工程
１４．５％ １３．６％ ６２．２％ ３４９　 ３５８

能源与环境

系统工程
８．６％ ８．６％ ４８．６％ ３４８　 ３５８

冶金工程 ４．７％ ４．７％ ６６．８％ ３４８　 ３５８

　　地方高校招生专业数量众多，冷热程度差异巨

大。以Ｂ校为例，招生专业多达８４个。表１列出

该校部分专业，最热门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一专业报考率较高，这些

专业一个计划有３－４个考生列入其最想报考的专

业，传统优势学科化学工程与工艺也排进前五。而

排名靠后的测绘工程、消防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从专业名字上便于冷门专业挂钩，尤其冶金工程几

乎无人问津，一专业报考率仅为４．７％。在专业满

足程度 方 面，建 筑 学 一 专 业 录 取 率 高 达９７．８％，

即录取的学生基本都是第一个专业志愿，而冶金工

程调剂率高 达６２．２％。对Ｂ校 学 生 的 问 卷 调 查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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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明，录在建筑学的学生对专业非常满意和比较

满意的比例高达１００％，录在冶金工程的学生对专

业非常满 意 和 比 较 满 意 的 比 例 仅 为７０．０％，远 远

低于学校 专 业 平 均 满 意 度８６．５％。但 在 对 录 取 学

校满意度的调查中，建筑学和冶金工程的非常满意

和比较满意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９３．３％和９６．５％，均 高

于学校平 均 满 意 度９０．７％，原 因 在 于 高 分 考 生 在

乎满足其专业志愿，而低分踩线考生更在乎满足其

学校志愿。高考分数体现的考生学业准备水平基本

和其他指标走势一致，然而对比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

分数可以发现，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间的分差在不

断缩小，原因在于江苏省考生志愿填报院校个数从

３所变成了５所，各地方高校专业录取线都更加趋

于扁平。

（二）地方高校校际专业评价

表２　江苏省地方高校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理科专业统计表

序

号
学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分数 招生占比 最高分专业

１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
３５８／３６９　 ３．８％／２．４％ 大气科学

２ 南京工业大学 ３５７／３６２　 ３．４％／３．６％ 建筑学

３ 南京邮电大学 ３６３／３７２　１３．２％／１１．９％ 通信工程

４ 南京医科大学 ３７１／３７９　１０．０％／１０．９％ 临床医学

５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３６４／３７０　 ４．３％／５．６％ 中医学

６ 南京林业大学 ３５１／３６２　 ３．２％／１．８％ 风景园林

７ 南京财经大学 ３６２／３６８　 ８．５％／８．１％ 会计学

８ 南京审计大学 ３７３／３７９　 ３．９％／６．０％ 审计学

　　地方高校优势专业对考生吸引力大，但总体占

比较低。表２以江苏省地 方 高 校 为 例，除２０１５年

Ｂ校最高分为 电 气 工 程 及 其 自 动 化 （３５８）外，大

多数高校 最 热 门 专 业 保 持 稳 定。从 表１也 可 以 看

出，该专业比较热门，分数的波动其实受招生计划

数量及分布的影响 显 著。此 外，２０１６年Ｇ校 最 高

分录取在管理科学，原因在于该生是征求平行志愿

录取。这些学校最热门的专业基本上是学校的优势

特色 专 业，如 Ａ 校 的 大 气 科 学，全 国 排 名 第 一。

Ｈ校的审 计 学 专 业 特 色 最 为 明 显，该 校 从 原 来 的

本二批次升为本一批次以后，遥遥领先省内其他地

方高 校。医 学 类 （Ｄ校 的 临 床 医 学、Ｅ校 的 中 医

学）和Ｃ校 的 通 信 工 程 依 旧 受 社 会 热 捧，会 计 学

不仅仅在Ｇ校 高 居 榜 首，在 工 科 为 主 的Ｂ校 和Ｆ
校同样深受考生喜欢。由于受国家对房地产调控的

影响，Ｂ校的建筑学虽然仍然保持着报考优势，但

从两年对比来看，和其他学校的热门专业拉开了差

距。另外，Ｂ校和Ｆ校最优势的学科化学工程与工

艺和林业工程，学科排名均处于全国前列，但录取

分数线不高，甚至有个别调剂录取的学生，原因在

于社会对农林、化工行业的认识不足。从地方高校

热门专业招生数与学校招生总数的比例来看，除Ｃ
校的通信工程和Ｄ校的临床 医 学 占 比 超 过１０％以

外，其他高校大部分专业在５％左右，说明地方高

校特色专业招生仍然偏少，办学特色还不够突出。

（三）社会需求导向专业评价

表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麦可思就业蓝皮书）

序

号
专业 就业率

就业

满意度

月收入

（元）

１ 财务管理 ９５．３％ ６５％ ３６４５

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４．５％ ７０％ ４９７８

３ 土木工程 ９２．６％ ６１％ ３９１４

４ 会计学 ９２．５％ ６６％ ３８２５

５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９２．３％ ５８％ ３９０８

６ 汉语言文学 ９１．７％ ６８％ ３７８９

７ 英语 ９１．５％ ６３％ ３８１１

８ 艺术设计 ９０．６％ ６０％ ３８８５

９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０．１％ ６５％ ４１２３

１０ 法学 ８７．９％ ６７％ ３８８６

　　地方高校热门专业重复建设多，冷门专业未及

时调整。表３公布的十大专业为２０１５届 大 学 毕 业

生比例较高的前十位专业。从招生角度看，地方高

校基本上都有这些专业，而且这些专业大部分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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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时就受考生青睐。从就业率角度看，财务管理和

计算机科学 与 技 术 分 别 为９５．３％和９４．５％，而 法

学相对较 低 仅 为８７．９％。就 业 满 意 度 最 高 的 为 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７０．０％），原 因 在 于 该 专 业 学 生

起薪最 高 （４９７８元／月）。就 业 率 尚 可 的 机 械 设 计

制造及其 自 动 化 就 业 满 意 度 较 低 仅 为５８．０％，一

方面可能因起薪３９０８元／月离学生期望值较大，另

一方面是 工 作 环 境 不 尽 如 人 意。表３同 时 表 明 财

务、会计、金融类专业社会需求大，理工类见长的

高校此类专业同样热门。另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于２０１４年曾公布近两年全国和分省的就业率 较 低

的本科专业名单，其中不乏地方高校还大量办学的

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还有

地方高校申请的新专业如知识产权、汉语国际教育

等，故地方高校要审时度势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对专

业进行动态调整。

三、地方高校生源遴选供给侧改革路径

以上大数据表明，以往我国地方高校发展一味

追求大而全，专业设置存在严重的趋同现象。专业

特色不明显，优势专业在总招生计划中占比 较 低，

高校供给侧与 社 会 需 求 侧 游 离 与 脱 节。面 对 新 形

势，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打破传统思维定

式，创新发展模式和 路 径。［５］以 需 求 为 导 向，结 合

自身优势，进行专业设置与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

供给侧改革，具体可采用以下路径。

（一）去 “库存”：供给侧改革的基础

优者胜，劣者汰，这是生源遴选供给侧改革的

必经之路。地方高 校 招 生 专 业 众 多， “产 能 过 剩”

现象严重，专业调整滞后原因在于高校路径依赖和

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故必须对现有专业进行规范和

清理。日前，全国已有１７０余所高校主动撤销５７６
个学位点 （其中包括 大 量 博 士 学 位 授 权 点），对 硕

博士学位点动态调整以适应 “双一流”建设。高校

在专业设置方面开始回归理性，早期由于规划不合

理而设置的专业将被逐步暂停和淘汰。国家目前是

根据学科的强弱来配置资源，高校也应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地方高校应根据自身特色，发展各自最有

竞争力的学科门类，这是地方高校分类发展的大势

所趋。

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淘汰专

业不同于踩急刹车，哪些专业确定退出，哪些专业

可以留察，退出专业的学生和师资要如何安置，需

要高校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很多专业目前由于调

剂能招满，但是学生对专业满意度较低，故可用一

专业报考率、调剂率、初次就业率等招生指标构建

专业评价体系，对专业进行排名和预警，排名靠后

的专业可以考虑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冷门专业

仍须大力扶持。如，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只有一

名学生，甚至有些年份没有招到学生，被媒体调侃

为 “六代单传”，但该专业并未因此关停。地 方 高

校中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紧密的农林、化工等冷门

专业，若符合自身发展特色，学校仍需集中力量谋

发展。

（二）调结构：供给侧改革的根本

高校生源遴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对自身专

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各高校的招生专业结构不尽

合理。参照世界一流高校建设，不少学者提出高校

专业自主选择机制的构建，改变原有按专业 招 生、

按专业培养的做法，即实施 “大类招生”。［６］大类招

生即高校将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组合成大类，考生

填报志愿时，直接按照专业大类的名称填报 志 愿。

在低年级时，所有学生将接受大类统一的通识教育

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在高年级时分流进入相关院

系开始专业学习。清华大学２０１７年全 面 推 行 “按

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管理”的方案，所有纳入本科招

生专业合并为１６个大类。目 前，按 大 类、宽 口 径

招生已经被越 来 越 多 的 高 校 所 认 可，包 括 浙 江 大

学、复旦大学在内的不少 “９８５”高校都在跟进。

大类招生 为 地 方 高 校 专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明 了 方

向。一方面，大类招生能提高学生的 专 业 满 足 度，

因为学生在填报志愿选择的是大类而非专业，这样

考生志愿涵盖的专业数会远远超过６个，大大提高

专业选择空间。在新高考改革中，相比以往按照单

个专业招生就几个计划而言，按照大类招生计划相

对大大增加，减少了考生志愿填报的难度，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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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增加了录取的机会，缓解了考生的 压 力。

另一方面，大类招生能有效提高学生的专业 兴 趣，

允许学生在入学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以及对学

科、专业更深层次的了解，再选择专业发展方向更

具主动性。大类 招 生 不 仅 仅 是 单 纯 招 生 环 节 的 变

化，更是一种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强化了学

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助于将通识教育和专

业培养相结合，而且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

种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和学业成就

感，缓解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三）扬长项：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紧密结合地方需求，发挥 地 方 高 校 地 域 优 势。

作为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能的地方高

校，区域特色既是自身办学目标定位时首先需要考

虑的价值，也是地方高校最根本的特色。地方高校

的特色和优势来源于所在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依托于所在区域，存在的价值体现在对所在区域的

贡献。在 “双一流”建设中，地方高校应将学校发

展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结合，以解决

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地方高校

要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适切性，从自身 入 手，

主动采取供给侧改革的手段，通过开展区域战略研

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式与部属一流大学

实现 “错位竞争”，与区域经济社会同向努 力、同

频共振，引领地方高等教育发展。

切实凝炼自身优势，加强 地 方 高 校 专 业 特 色。

“双一流”建设坚持 “扶优、扶强、扶特”的 价 值

取向，故如何突出高校特色、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专

业成为新的选择。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提出的 “教

学工厂”教育理念较好地应用到该校工程学院教学

过程中，如在课程 中 使 用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ＰＳ４）等

索尼电玩主机进行游戏设计方面的学习，是产学研

建设的典范。地方高校可借鉴他山之石，发展的重

心必须聚焦于应用研究上，更多地关注地方 需 求，

考虑成果转化。如，海南省属地方高校应该重点建

设热带高 效 农 业、国 际 旅 游、热 带 海 洋、热 带 医

药、岛屿生态等相关优势学科。辽宁省属地方高校

要与东北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的需求准确对接。又

如，江苏省属地方高校，Ｂ校可结合区域经济中化

工和建筑两大支柱产业，发挥自身化工和土木学科

优势，加大 产 学 研 服 务 地 方 经 济 的 力 度；Ｈ 高 校

是全国唯一一 所 以 审 计 命 名 的 高 校，办 学 特 色 突

出，生源质量高于不少部属重点高校，可更好地为

当地审计工作服务。地方高校能否抓住机遇从而实

现积极有为，关键在于能否紧密结合地方需求打造

出特色学科。

紧跟时代发展需求，提升 地 方 高 校 品 牌 形 象。

地方高校新学科的生长点，要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

程中实现 增 长。如，Ｂ校 依 托 国 家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加大推进学科集群发展，组建高水平跨学科 平 台，

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深入强化学科之间的互联互

通。地方高校学科队伍要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

体现优势与特色。另外，地方高校要聚焦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新工科。新工科是在新科技革

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背景下工程教育改革的重

大战略选择，地方高校新工科要坚持增量优化，存

量调整，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以继承

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

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地方建设提供

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１］田巨为 ．探索“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新

模式［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０９－１４（００８）．

［２］鞠斐扬 ．联 动 与 协 同：省 域 高 水 平 综 合 性 大 学“双

一流”建设路向 探 论［Ｊ］．黑 龙 江 高 教 研 究，２０１７（７）：８８－

９１．

［３］王存宽，吕慈仙，杨 桂 珍 ．从“总 分 匹 配”到“专 业 导

向”［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６）：８１－８８．

［４］段丽华 ．新业态下地 方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机 制 探 析［Ｊ］．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１２）：６６－７０．

［５］武毅英，童顺平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动因、链条

与思路［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７（０４）：１－６．

［６］钱保俐 ．高校实行大类招生模式的优化策略［Ｊ］．教

育评论，２０１５（０４）：４３－４５．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