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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转型中的回归：新建本科院校生态定位的再思考

张君诚　王逢朝　许明春
（三明学院，福建 三明３６５００４）

　　［摘　要］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对高校实行分类管理的背景下，当前新建本科院校在转

型过程中面临应用型定位的问题。这类院校应全面分析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环境与自身特

点，找到自身的生态定位。厘清转型的回归本质，调整心态，放下身段，回归地方性与应用型，其中，
向职业化取向的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应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生态定位；应用型

　　［作者简介］　张君诚（１９６８－），男，三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与研究。

　　［基金项目］　三明学院教学改革项目“新建本科院校工科应用型课程体系构建研究”（Ｊ１３０２／

Ｇ）；三明学院教学改革项目“课程地图、证照地图等教学地图的设计与推广”（Ｊ１３０３／Ｇ）。

　　新建本科院校目 前 已 成 为 一 个 约 定 俗 成 的 概 念。这 类

院校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通过独立升格一所多 科 性 或 合 并 多 所 单 科 性 专 科 院 校 而 形

成的普通本科高校。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这类院校

在办学规模、质 量 与 效 益 上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成 绩，截 止２０１２
年，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达３２５所、独立学院３０３所，在校本科

生人数达全国在校 本 科 生 数 一 半 以 上（含 独 立 学 院）。新 建

本科院校已成为我国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和 高 等

教育大众化的新兴力量。［１］

　　一、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与定位回归

（一）大众化时期新建本科院校定位困惑与转型发展

新建本科院校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方面面临着办学资

源尤其是办学经费不足、学校所处区域相对劣势和师资队伍

短缺等客观困境与挑战；另一方面，也存在办学底蕴不深、办

学经验不足，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与历史背景研究不够

等问题。特别是 在 办 学 定 位 的 实 践 层 面，这 类 院 校 正 处 在

“前后冲突”、“左右 摇 摆”和“上 不 着 天 下 不 接 地”等 前 后、左

右和上下的三个维度之间张力的作用和博弈之中，“错位”或

“越位”现象频现，发 展 方 向 迷 失、办 学 特 色 丧 失 成 为 当 下 新

建本科院校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２］［３］教育部高等教

育教学评估中心近期在其《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报告

（２０１２年度）》中 指 出，“办 学 定 位”问 题 的 提 及 频 率 均 列２０
个二级指标第７位，专家普遍认为学校办学定位与办学实践

不同程度地存在“两张皮”现象。

转型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现阶段关注的问题。《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 下 简 称

《纲要》）要求在高等 教 育 进 入 大 众 化 的 新 形 势 下，新 建 本 科

院校向应用型大学（应 用 技 术 大 学）转 型 应 该 是 比 较 一 致 的

认识，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也陆续开展。由教育部牵头的

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 盟 近 期 在 天 津 职 业 技 术 师 范 大 学 成

立，该联盟作为教育部 指 导 的 校 际 协 作 组 织，将 围 绕 建 设 应

用技术大学类型高等学校的目标，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和

高校的转型发展。［４］这是国家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行为的一

个重要引导，也是落实《纲要》所提出的“促进高校办出特色，

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 行 分 类 管 理”、“建 立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的要求。

（二）现阶段新建本 科 院 校 转 型 过 程 中 办 学 定 位 的 回 归

本质

在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这个问题上，与

其说是定位转型，不如说是定位的回归更为准确。这是在办

学实践层面上让新建 本 科 院 校 回 归 地 方 性，回 归 应 用 型，做

到知行合一。

新建本科院校绝大部 分 布 局 在 省 会 城 市 之 外 的 中 等 城

市，这有利于整个高等 教 育 资 源 的 优 化 配 置，也 有 利 于 高 校

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样的设置与美国社区

学院的定位 模 式 类 似。美 国 社 区 学 院 以 其 典 型“依 托 于 社

区、服务于社区”的特性取得成功，应该成为新建本科院校的

借鉴样板。事实上，各新建本科院校的专升本报告与取得本

科办学资格后的建设 目 标 大 多 把 理 论 办 学 定 位 在 教 学 型 层

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立足区域、服务地方。但在许

多主客观因素的夹击下，许多院校实际的办学行为却或多或

少地与理论定位相错位，地方性与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在实际

操作中模糊，办学行 为 也 很 少 与 地 方 发 生 关 系。丧 失 了“地

方性”与“应用型”的生命线，往往就丧失了发展机遇，走向了

平庸。［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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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新建本科院校定位落实难的问题除了现今高等

教育发展快、情况复杂 等 客 观 因 素 之 外，主 观 层 面 的 因 素 也

不可小视，有时甚至是关键。大多新建本科院校的领导和老

师们都怀揣和坚守着传统大学的办学理想，即使面临着历史

与现实激烈竞争的压 力，也 大 多 摇 摆 在 传 统 大 学 和 现 代（大

众化时期）大学办学理念之间，对选择立足地方、培养应用型

尤其是职业化人才定位不太愿意接受，甚至认为这样的取向

会降低大学的高雅 品 位。这 种 心 态，有 学 者 称 之 为“观 念 的

桎梏”。因此，厘清现阶段转型过程中办学定位回归的本质，

可以使新建本科院校 调 整 心 态，放 下 狂 热 和 浮 躁，踏 实 做 应

用型定位回归的事情，应该是个正确且理性的选择。

　　二、新建本科院校的生态定位与职业化取向

（一）办学定位与生态定位

关于高校办学定位的论述很多。一般认为，办学定位是

一所高等院校对学校 在 高 教 体 系 中 所 处 的 位 置 和 角 色 特 征

的理性选择，它包括办 学 层 次、学 科 专 业 结 构、办 学 特 色、人

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服务面向等。［６］［７］高校的层次分类与定

位问题是高等教育界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对

新建本科院校尤为如此。

生态 定 位 这 个 概 念 与 生 态 学 上 的 生 态 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有关，生态位指每个个 体 或 种 群 在 种 群 或 群 落 中 的 时

空位置及功能关系，通常可以用生态位宽度（取食范围）和生

态位重叠（种内、种间的竞争）等因子来加以考量。用生态定

位的概念来诠释或演 绎 新 建 本 科 院 校 办 学 定 位 这 一 重 要 问

题，可以更加形象地提醒和帮助这类院校全面分析大众化和

高校分类管理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环境，考察自身所

处的层次与状态，在适合自己的层次上找准有利于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生态空间。［８］

（二）新建本科院校最佳生态定位选择———职业化取向

新建本科院校现阶段最佳生态定位应该在哪里？其实，

在２００６年，潘懋元先生就 指 出 新 建 本 科 院 校 在 升 本 后 的 三

个发展方向：一是走高 层 次 与 高 水 平 的 职 业 技 术 教 育，即 做

高职本科；二是培养专 业 性 的 应 用 型 人 才，培 养 理 论 水 平 较

高的、专业适应面较广 的 工 程（或 其 他 类 型）应 用 型 人 才；三

是办学科性及研究型 大 学。［９］而 且，在 对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与

国家需要等高 教 生 态 条 件 进 行 分 析 后，他 认 为 职 业 化 取 向

（本科高职）是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新时期的较佳选择。

从我国高等教育层次与培养目标定位两个维度上看，目

前的高等职业教育生 态 中，上 有 专 业 硕 士 和 博 士 层 次，下 有

高职专科，但唯独缺少 成 型 的 职 业 本 科 教 育，而 中 国 经 济 快

速发展与产业转型升 级 需 要 大 量 的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人 才。这

样，就给亟需寻找转型发展方向的新建本科院校留出了不可

多得的生态位。近期以来，关于新建本科院校融入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和地方应用 型 本 科 的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向 高 职 本 科 转

型等相关研究陆 续 开 始 增 多，呼 声 渐 起。［１０］在 理 论 层 面，聂

伟等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历史的梳理、学理论证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分析，发现这一特定高校群体具有职业

教育属性，可以将其纳 入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引 领 职 业 教 育

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 的 发 展。这 样 不 仅 可 以 调 整 优 化 我 国

高等教育不平衡的类型结构和人才供给结构，而且能更好地

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 会 进 步。［３］常 州 大 学 的 鲁 武 霞 等 就“高

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 教 育 衔 接”话 题 连 续 发 表 系 列 文 章，在

厘清了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在教育内涵与属性特征（类型

定位、层次定位、规格定位、培养模式、服务定位）上存在的共

性与关联，以及两者在区域教育系统和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

的共生协调关系 后，［１１］建 议 高 职 专 科 院 校 和 应 用 型 本 科 院

校应该携手合作与协同发展，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形成各

自的生态位。［１２－１４］基于这些认识与思考，职业化取向的办学

定位是符合现阶段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的生态定位的，这样

也可以使“应用型”这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更加具象，可以很好

地回答应用型大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建设方式和抓手。

德国、瑞士等西方国家在职业取向的应用科技大学的办

学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海峡对岸的台湾科技类大学坚定地走

职业化路线，有利助推产业发展也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可以

预计，新建本科院校在找准自己现阶段生态定位———职业化

取向（以高职本科为主）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将很快出现

相对完整的高职教育类型（５Ｂ），并与精英教育时代就已经完

善的理论型（５Ａ）相 对 均 衡 地 并 存，这 也 是 完 善 我 国 高 等 教

育类型结构和转型升级中国经济产业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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