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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学科建设是辽宁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必然要求, 加强学科建设是建设教育强省的必然

要求, 加强学科建设是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分析辽宁高校学科建设的优势与不足 ,

提出了辽宁高校学科发展的几点建议: 在战略上, 要制定面向全省的学科建设规划; 要制定学科建设的发展策

略; 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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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是大学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

学科水平是反映大学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最主要指标,

学科竞争是大学竞争的基石。学科建设是推进学校整体发

展、构筑学校核心竞争力、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的必由之

路; 学科作为资料汇聚之地和智力辐射之源, 是拉动地方

经济、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途径。学科功能的基础

性、多维性和直接性使得学科建设不仅被大学奉为圭皋,

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认识、认可和重视。构

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 对于促进辽宁省高等教育的

发展, 提升高等院校的办学水平, 增强辽宁省的综合竞争

能力,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辽宁省高校学科建设的优势

1. 规模和资源优势。辽宁高等教育是全国率先进入大

众化的省份之一, 截止 2005 年, 辽宁省普通高校有 75 所,

在全国排第二位; 市属高等学校 38 所, 在全国排第一位。

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6519 万人, 总体办学规模在全国排第

三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917%, 在全国排第四位。从全国

来看, 辽宁属高教大省, 而且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成

了以沈阳、大连为两极的多元发展格局, 也颇具特色。这为

辽宁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总体情

况见下表:

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情况

                         ( 2005 年) 单位: 人

项目 学校数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毕业生数 教职工数 专任教师

总   计 75 210495 659351 144984 82816 43960

综合大学 11 34869 111413 27150 13590 7480

理工院校 25 87384 282610 58017 35575 18262

农林院校 5 10472 33074 7815 3968 2090

医药院校 6 14292 52155 9575 7428 3913

师范院校 7 20240 61984 14723 8474 4931

语文院校 2 4165 10954 779 1072 625

财经院校 9 17669 53293 75425 7026 3559

政法院校 2 3710 10175 2016 1260 608

体育院校 2 1848 6445 457 979 422

艺术院校 5 8232 17501 2340 2731 1580

民族院校 1 2500 9277 1636 713 490

(资源来源: 辽宁统计年鉴 2006 年)

  2. 区域政策优势。党中央做出的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

略, 给辽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区域政策。随着老工业

基地特殊区域政策的相继出台, 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改革

的继续深化, 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科学发展观

的日益深入人心, 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的全面实施,

必将会推进辽宁高等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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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别学科具有相对优势。辽宁省有国家重点学科 28

个, 而且相对集中在沈阳和大连的高校, 具体分布如下:

辽宁大学
世界经济

国民经济学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数学

等离子体物理

工程力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水工结构工程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应用化学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管理科学与工程

沈阳工业大学 电机与电器

东北大学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材料学

钢铁冶金

有色金属冶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采矿工程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轮机工程

沈阳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蔬菜学

中国医科大学
内科学 (呼吸系病)

皮肤病与性病学

沈阳药科大学 药剂学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学

会计学

(数据来源: 辽宁省教育网)

目前辽宁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财经、计算机等

领域具有相对优势。

  二、辽宁省高校学科建设的不足

1. 高水平学科和博士学位点不多。到 2003 年, 辽宁

省高校一级学科博士点 29 个, (其中大连理工大学 14 个,

东北大学 10 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181 个, 硕士点 600 个;

学位点覆盖了全部 88 个一级学科中的 75 个, 覆盖率为

85% ;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39 个, 列全国第 4 位; 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 15 个, 列全国第 5 位; 硕士点、博士点数列全国

第 7 位; 一级学科博士点数列全国第 8 位; 在 2003 年教育

部公布的 979 个国家重点学科中, 辽宁省虽然有 28 个, 但

只占全国总数的 3% , 排在北京 ( 284 个)、上海 ( 98 个)、

江苏 ( 85 个)、湖北 ( 56 个 )、陕西 ( 51 个)、广东 ( 43

个)、天津 ( 43 个)、四川 ( 43 个)、黑龙江 ( 40 个) 之后,

位于第十位。在校研究生数全国排第 12 位。博士后流动站

42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 8 个。辽宁只是高等教育大省, 不

是高等教育强省。比如在全国 - 2 十 70 强校建设格局中,

(即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世界一流大学, 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七所高水平的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大学) 没有辽宁。连续两年全国 / 教学、科研

水平0 评估的前 100名中, 辽宁仅占 3 所。这些都与辽宁高

教总规模居于全国前 3 名很不相称。

2. 优秀拔尖学科带头人不多 , 学术梯队建设没有到位。

辽宁省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大师, 省属高校中高

层次专家群体数量偏少, 国家级大奖偏少, 有实力晋升两

院院士的人选偏少。许多学科没有形成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队伍松散、没有组织性, 在本学科具有影响力的学术

带头人不多, 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缺乏。高校

还没有形成一套组织支持、扶持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队伍的

完整机制和政策。

院士是目前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 代表着

我国科技队伍的最高水平。据 2005 年统计资料, 我省有代表

的 5所高校共有 /两院0 院士 20人, 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我省 5 所高校中两院院士和长江学者的情况

学校 东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合计

院士 7 9 1 1 1 1 20

长江学者 7 9 16

合计 8 18 1 1 1 1 28

(资源来源: 2005 年高校统计资料汇编)

  从总量上看, 我省高校学科带头人不足。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队伍里, 高级人才的多少, 是

决定这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参数。如据不完全统

计, 英国在 1660 年至 1730 年间, 全国共有 60 名杰出的科

学家, 占当时全世界杰出科学家的 36%以上, 他们取得的

重大成果占全世界重大成果总数的 40%以上。英国皇家学

会的科学家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 为英国科学的崛起创

造了有利条件。又如上世纪50 至60 年代, 全世界科学家中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为 51 人, 而美国就有 27 人, 占 53% ,

美国也成了世界科学的中心。因此, 我省高校必须加大培

养学科带头人的力度。

3. 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最理想的学科专业结

构是基础学科、主干学科和支撑学科以及新兴交叉学科都

有一两个博士点或硕士点; 最理想的布局是学校的主要学

院、系、所都有一两个博士点或硕士点, 这样就可以充分

发挥这些点的核心作用和辐射作用,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

置, 有利于学科群的建设。我省现有的学校, 包括某些著

名高校的博士点和硕士点都比较多, 但学科结构与布局并

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集中在某个学科门类或某几个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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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覆盖面过于单一; 二是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学科上, 高新技术或新兴学科

的学位授权点偏少; 三是学校内的有些主要学院 (系) 尚

无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

  三、辽宁省高校学科建设的政策与措施

当前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机遇为高等学校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整合学科发展方向, 提高

教育资源使用效益, 夯实学科发展基础, 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在当前这一发展的关键期,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个机

遇, 先进的会变成落后, 落后的会更加落后。因此, 在学

科建设中并不处于优势的辽宁省应该抓住机遇, 趁势而上,

结合辽宁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 以学

科建设为核心, 凝集学科实力, 打造学科品牌, 加大学科

建设力度, 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引领辽宁省高等教育质量

的全面提升, 在建设经济强省和教育强省中发挥龙头作用。

1. 在战略上, 要制定面向全省的学科建设规划

首先越过学校层面, 站在全省的角度, 面向全国, 对

全省高校进行统一规划, 建立学科发展的梯次网络, 避免

重复建设, 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学科布局的优化及可

持续发展。突破高校间的传统格局, 拆除高校间、学科间

的封闭藩篱, 学科布局要准确定位, 根据国家及辽宁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综合考虑辽宁省学科发展的现状以

及地域、历史和经济特点, 在此基础上梳理学科发展的优

先层次, 综合考虑, 以凝聚合力, 提高竞争力。

其次, 建立学科建设的竞争机制和政府的调控机制,

同时建立持续稳定的建设资金渠道。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 学科的水平需要长期的积累, 而积累的过程需要稳

定的环境和持续的政策、资金支持。因此, 要树立学科建

设的系统与和谐的发展观, 杜绝学科建设的局部化和短期

行为, 争取学科建设效益最大化。

2. 要制定学科建设的发展策略

首先是保持, 即巩固优势学科与学科群。学科的优势

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取得的, 不可

能靠简单的物质条件堆积而在短时间内达到。现有的优势

学科, 特别是优势学科群是宝贵的财富, 应持续大力度地

支持, 使其优势得以保持和巩固。

二是调整, 在进一步加强工科发展的同时, 从文科、

理科基础好的高等学校选择一批有优势有特色有发展前途

的学科予以重点扶植, 改造传统专业, 压缩长线和社会需

求量小的专业。

三是发展, 在高端学科规模发展速度不放松的前提下,

加大赶超力度, 制定政策积极引导高等学校顺应学科发展

趋势, 推进学科建设。优先发展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

材料科学、现代制造技术等高新技术类学科专业; 大力发

展与辽宁省主导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领域需

要的应用型学科专业。

四是和谐, 学科建设要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

互动, 发展一批适应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造、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根据辽宁的产业结构, 规

划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 未来 15 年, 辽宁要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 坚持工业强省的方针,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以传统支柱产业为支撑, 加快现代化进程。集中优势资源,

建设软件、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三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基地; 围绕 /二二一0 产业次序, / 三二四0 产业结构调整

方向, 改造和优化石化、钢铁、装备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

优先发展电子信息、汽车产业, 加快轻工、纺织、医药、

建材等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 壮大环保产业, 使其成为工

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经过 10 年的努力, 辽宁要建成以汽

车、船舶、环保设备为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以原油

加工制品、乙烯、精品钢材为主的新型原材料基地; 以信

息产品、生物产品、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各有关部门应根据辽宁产业结构发展布局, 规划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 为辽宁经济的发展输送人才。

3. 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首先要围绕高科技发展, 建立一批新兴重点学科。重

建和整合代表辽宁现代经济发展方向的主要新兴学科, 使

其对辽宁现代产业结构和未来产业发展具有带动效应, 如

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生物工程、生态农业、环境科学、

能源科学、自动化、管理科学、先进技术制造等学科专业,

以适应 21 世纪科技发展趋势和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

新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和知识创新体系建立的需要, 占

领科学发展的制高点。重点是积极创建国家级重点学科和

省部级重点学科, 使其向国际化方向迈进, 达到国际领先

和先进水平。

其次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中的经费投入, 足够的经费

支持和投入是学科建设取得成效的保障。由于学科建设工

作的特殊性, 学科建设资金投入应有长期、连续投入的具

体办法, 做到有限经费, 集中投入, 重点突破, 局布改观。

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学科经费的比重应占大

学总经费 20%左右, 学科经费投入应有三个主要方向: 一

是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以及配套经费; 二是实验室建设和

实验设备的购置; 三是用于科学研究的投入。学科经费的

投入比例应根据学科建设规划, 对实施重点建设的各项工

作都应有所规划, 各学科的经费投入在充分论证、合理立

项的基础上, 大学应与学院签订建设合同和任务书, 大学

在学科建设经费的使用上应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 重点建

设的学科投入应占到学科建设总投入的 70%左右。

第三要加强有利于重点学科建设的环境。继续发展和

建立重点学科项目基地、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基地。利

用高校人才优势, 继续发展和建立大学科技园, 建立重点

学科项目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 从而建立起多种类型的重

点学科多元建设途径, 交叉成网, 形成高校重点学科建设

网络, 形成学科建设整体优势和各自特色。完善相应的政

策和法律法规。建设重点学科涉及各种机制的有效建立和

运行, 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证。在国家政策

导向上要重视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 要为高校的重点学科

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指导和支持; 要制定详细可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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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使得学科建设的投入、创新人才的培养、退出机制

的运行有法可依, 奖惩有度、有据, 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法制环境。发挥高校自身的积极性、

主动性。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在高校, 需要发挥高

校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高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是

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促动因素, 如果没有高校自身的积极

参与, 对重点学科的建设无疑是惨痛的损失, 高校的重点

学科建设也会产生流于形式的问题。要发挥高校的积极性、

主动性, 把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纳入高校建设世界一流、

国际知名大学的战略目标中, 使重点学科带动高校的跨越

发展, 成为高校大发展、上水平的一个龙头环节。

4. 要加强学科梯队建设

面对社会发展对高校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学科梯

队建设应该坚持的基本思路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

立合理的学科梯队结构; 加速培养、引进, 使梯队后继有

人; 稳步发展, 全面提高学科梯队的学术水平; 加强管理,

保证学科梯队精干高效。

一是要建立合理的学科梯队结构。不同的学科, 对其

梯队的结构要求也是不相同的。就一般规律而言, 学科梯

队中要确定一位在本学科水平最高, 影响最大的教授为本

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每个学科方向, 要有 1 一 2 位在本学

科方向上学术地位比较高的教授为学术带头人, 他应能了

解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前沿和发展趋势, 每个学术带头人

还要配备年龄、职务、学历等结构合理的若干名助手。学

术带头人既要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宽的相关学科

的知识、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 也要有开阔的视野, 并且

能够善于把握和抓住学科前沿, 带领学术梯队始终走在本

领域学科建设的前列, 同时, 学术带头人也必须要有宽阔

的胸怀和气度, 善于团结和带领学术梯队的同志共同奋斗。

二是加大引进学科带头人的力度。 /引进0 可以活跃学术

气氛, 带来 /新0 的思路, /新0 的方法, 使学术步入世界学

术圈。实践证明, 引进高层次人才, 特别是引进领军人才, 有

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某些学科的面貌, 引进一个 /点0 有时可以

/带动0 或 /救活0 一个学科; 有助于在梯队中形成竞争态势,

打破一潭死水的状况。因此, 要以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0 的

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 广开贤路, 广纳英才。

三是做好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的自主培

养工作。应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目光 / 内

视0, 将工作和资源配置的重点转向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青

年骨干教师内生机制的建设上。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 使

思想政治工作与激励手段相结合,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提

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促进骨干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保证满足学科发展对学科梯队成员水平所提出的要求。

综上所述, 辽宁高校学科建设在其不断发展, 也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相信随着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0 战略的实

施, 辽宁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契机, 各有关部门通过共同

努力, 必将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必将更加集中

于建立规模适度、质量合格、结构优化、效益较高的高等教

育体系, 充分发挥教育社会服务的职能, 发挥省内高校在辽

宁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形成学科建设与产业升级

的良性循环, 加快辽宁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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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学员队干部的业务素质培养和能力建设。通过

业务培训、技能训练、交叉轮岗培养等方式, 组织广大学

员队干部学习信息化战争的相关知识, 掌握信息化条件下

的组训和管理教育方法, 开展信息化战争理论研究与交流,

从而提高其组织经常性教学、经常性训练和延伸教学训练

的能力和素质, 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明白人和行

家里手。

2. 建立院校与部队的合力育人机制。通过干部交叉代

职锻炼、学术交流等密切院校与部队的联系, 使干部积极

参与部队信息化条件下训练实践, 实时动态地了解部队大

抓军事训练的现状及需求, 明确抓学员军事训练和管理教

育的方向和着力点。

3. 健全学员队管理教育工作的评价体系和考评机制。

强化学员队干部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一线作用, 树立爱岗

敬业、以身垂范的优秀学员队干部典型, 用先进事迹教育

干部, 用扎实有效的措施关心干部, 用奖惩分明的制度管

理干部, 使其把精力全部放在人才培养工作上, 引导学员

队围绕确保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基本军事素质、培育

领导管理素养三项基本职能, 努力抓好管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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