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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洋类高等院校分类定性的学科建设路径探究 

申天恩，刘广东 
(大连海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 海洋类高等院校是区别于传统行业特色型大学的新型行业特色大学。各海洋类高等院校在学 

科建设上应当克服理念上盲目追求学科综合，选择新行业特色型理念下的学科体系路径，以特色学科建构为龙 

头，遵循非均衡——均衡——非均衡发展的理念，促进学科之间良性互动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学科生态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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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Ographic University 

SHEN Tian—en，LIU Guang—dong 

(Dalian Ocean Un~rsity，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The oceanographic university is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Problems exist in 

each oceanographic university．For example，blindly seek the subject synthesis，emphasize in words but neglect in action 

and short sighted plan．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is to choose the path of characteristic discipline development 

88,the leading role；abiding by the concept of balance——unbalance——balance；promoting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to for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system． 

Key words： oceanographic university； new type of universities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海洋类高等 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兴产物 ，是 

面向经济转型的人才培育载体，是进入海洋世纪的智力支 

撑。从实践观之，海洋类高等院校有狭义、中观与广义三 

分。狭义上的海洋类高等院校系指校名中题名为海洋的高 

等学府。目前有五所，分别是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 

学、上海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以及浙江海洋学院。中 

观上的海洋高等院校理应涵盖以海事为冠名的高等学府， 

诸如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而宏观意义上的海 

洋类高等院校层里包含主要以海洋学科专业为特色，以培 

养海洋类高等专业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府，比如哈尔 

滨工程大学、淮海工学院等。本文对研究主体办学理念和 

学科建设的探讨仅限于狭义视角下的海洋类高等院校。 

一

、 海洋类高等院校是新型的行业特色型大学 

行业特色型大学肇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原隶属于行业 

部委，在高教体制改革中划归教育部或地方管理的行业背 

景显著、学科特色突出，围绕行业需求，为特定行业培养 

高素质专门人才的大学或学院。⋯在 “共建、调整、合作、 

合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571所划归不同部 

门的行业特色型高校中的509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 

合并，大部分划归地方管理，教育部直属的有 33所，剩余 

的仍旧隶属各个部委管理。-2 海洋类高等院校也大体经过了 

如上的历程转换，除现在隶属于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中国海 

洋大学外，其它地方性海洋大学由水产学院更名演变而来。 

从这个方向演变而来的学校，从性质上属于农科类院校， 

主要以水产类专业为主干学科。以大连海洋大学为例，该 

校创建于1952年，前身为东北水产技术学校， 1958年升格 

为大连水产专科学校，1978年升格为大连水产学院，2000 

年由农业部划转辽宁省管理。 

考量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特征，无外乎有两个：一是行 

业性；二是特色性。行业特色型大学生存的基础在于服务 

行业发展的需求，既要服务国家或国家职能部门发展战略 

需求又能够与行业企业广泛联系并开展产学研合作，以行 

业发展为面向，培养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领导人才；行 

业特色型大学发展的关键点是在长期面向行业服务进行智 

力支持同时，形成了与该行业相关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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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体系，拥有了代表国家战略需求和先进水平的优势特 

色学科，并得到行业的普遍认同。行业特色型大学所指向 

的 “型”就在于它的行业性渗透在大学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具体体现在其办学传统、大学文化以及运行机制上，体现 

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_3 海洋类高等院校作 

为行业特色型大学的一种子类型，本质上具备行业性与特 

色性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将服务面向长期聚焦于国家 

水产事业上，形成了鲜明的行业特征；另一方面，行业服 

务和科技支撑塑造了诸如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等特色学科专业。如若只是将海洋类高等院校理解为传统 

意义上的行业特色型大学，则很难从本质上对其特征进行 

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把握。一则，在行业性上趋向于由单一 

行业转向为多行业交叉面向。如上述所言，长期服务于农 

业行业的海洋类高等院校在更名之后纷纷转向于海洋行业。 

二则，在特色的塑造上，由传统的农学科向工学科或理学 

科进行倾斜或转化。由上可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海洋高等 

院校是伴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经济的转型以及高等教育 

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新型海洋特色型大学，其特征不同于 

传统意义上的行业特色型大学，具有明显的派生性。 

事实上，由水产院校发展起来的海洋大学面临如下困 

境：一是行业特色或优势面临弱化的风险。由于脱离原来 

的行业主管部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类高 

等院校纠结于是固守传统的特色和优势还是另寻出路?二 

是与行业的日渐疏远使得原有的凝炼特色亦逐渐暗淡，原 

已形成的优势和特色学科面临同类型大学以及综合性大学 

的激烈竞争；三是在办学定位、办学规模和办学理念上迷 

离困顿。海洋类高校的办学目标定位在类型上趋向于多科 

性、综合性；层次趋向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研究型； 

规模上趋向万人以上的巨型大学；办学水平上趋向世界一 

流、国内一流、行业一流，并且办学实力越强的高校越趋 

向于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4 

二、海洋类高等院校学科建设路径选择 

脱胎于传统的行业特色型大学且面临诸多困境的海洋 

类高等院校若谋求进一步发展或转型升级需要以提升自身 

实力作为本质动因。而构筑和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必由 

之路在于学科建设上。梳理各海洋类高等院校既有学科， 

无外乎界分为基础学科、主干学科、支撑学科以及特色学 

科。 考察各海洋类高等院校既有的学科设置，在表征与实 

质上均存在问题。其表征问题表现在海洋类高等院校学科 

建设口号化、功利化以及宽泛化。在理念上，盲目追求学 

科综合与水平，视重点为多样，讲重点弃整体，视协调并 

进为平均发展。在行为上表现为口头上重视，规划上短视， 

行动上漠视。在利益的驱使下，注重数量指标的建设轻视 

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重视学科规模的建构忽视学科内涵 

的提升。深入学科建设 内部 ，其建设模式多模仿少特色， 

多雷同少创新 ；学科 自身缺少竞争力，方向陈旧，内容趋 

同；学科体系各部分互动与互补功能不能相互彰显，甚至 

学科之间毫无关联，为设而设；基础学科薄弱，主干学科 

单一，特色学科趋同，支撑学科乏力。通过相关实践调研， 

除中国海洋大学外，各海洋类高等院校在学科建设与特色 

专业培育上并未按照上述思路进行拓展和创新，区域性海 

洋类高等院校在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上印证了上述困境。 

海洋类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上述困境的解决需要选择新 

行业特色型理念下的学科体系路径。在新行业特色型理念 

的指导下，实现学校自身办学历史的积淀、国家战略的需 

求、服务行业的使命以及学校发展的高度耦合。新行业特 

色型大学生存基础在于由行业主管转变过程中能够逐渐凝 

炼、打造、传播并形成特色品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特 

色一定不能如同各海洋类高校门户网站所标示的 “本校是 

以海洋和水产为特色的高等学府”，试问，以海洋和水产为 

特色，到底是一种什么特色?哈尔滨工程大学特色品牌 的 

塑造似乎能够给予各海洋类高等院校一些启迪。作为典型 

的具有行业背景的特色型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近 60年 

的办学过程 中，学校坚持凝炼特色、打造 品牌，形成 了 

“三海一核” (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工程及核能应 

用)办学特色，初步形成了具有学校鲜明特色的 “三海一 

核”特色品牌。 哈尔滨工程大学特色品牌的实践启迪各海 

洋类高校应当追寻属于自我的海洋特色，换言之 ，需要凝 

炼和打造属于行业转化后的新行业特色型的优势特色学科 

群。一方面，要立足传统，自觉走为行业服务的特色办学 

之路，保持和传承原隶属行业的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伴 

随隶属行业的转换，需要明晰新服务行业发展战略要求， 

建立原属行业、现依存行业与地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互动机 

制。上述理念在学科建设上体现为既要丰富传统优势特色 

学科的内涵又要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塑造和创新 

学科优势与特色。 

基于上述理念的各海洋类高等院校真正的特色学科建 

构应当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学科的本质。尽管学科在 

范式中可做知识说、组织说及规训说理解 ，但究其本质 ， 

学科的本质在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为此，学科建设应以 

创建知识科学性和体系性为终极目的。二是海洋学科未来 

发展领域。早在 1997年世界海洋委员会把海洋科技归结为 

海洋生命科学、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 和气候、海 

洋经济与文化等。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海洋大科学研究， 

涵盖海洋感测、海洋探测、热液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 

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岸带综合管理等领域。综合既有文献， 

海洋科学领域中的基础海洋生态系统、海洋政治、海洋军 

事、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空间权益、海洋地理信息 

系统等日益受到重视。在上述宽泛的科目背后，结合知识 

挖掘过程，能够作为各海洋类高等院校特色学科建设的着 

重点是否应考量：卫星遥感 (包括与海洋和化学观测新方 

法的结合)、信息革命与海洋科学、全球化建模能力 (包括 

实施数据同化与共享)、功能生物多样性、全球气候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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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海洋系统影响、倾废与可持续生态系统、深海海底生 

物圈、陆海界面及近海生态系统、社会参与海洋管理、渔 

业及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海洋科学与技术能力建设等。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历经了 “不均衡—— 

均衡——不均衡”的演进方式。对于上述演进方式的理解 

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校学科体系建设要经历这样 

的过程；另一方面，学科内部建设也体现此历程。所谓不 

均衡，意味着各海洋类高等院校应以特色学科建设作为抓 

手，集中人、财、物凝炼和塑造作为立足之根和竞争之本 

的特色品牌；所谓均衡，就是要把握基础学科、主体学科 

与支撑学科之间互动关系和框架体系。特色学科是由一校 

的主体学科孕育和催生而来，支撑学科对主体学科和特色 

学科建设起到催化酶或催化剂的作用，而基础学科是应用 

学科与新兴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主体学科、特色学科与 

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提供发展的动力 

和营养，形成大学内多条生物链、生物环与生物网；学科 

之问良性互动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学科生态环境， 

产生学科协同效应。综合上述思路，各海洋类高等院校应 

当在学科设置上能够不断根据不同时代科技发展和人才培 

养的需要，增设新的门类 ，促进学科设置由单学科向多学 

科发展；在学科结构上 ，注重构建 以文理学科为基础，以 

应用型学科为骨干的多学科交叉、促进、融合的多学科体 

系；在发展战略上，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6j 

三、余论 

当前，我国海洋类高等院校在学科建设工作中存在的 

严重趋同化、特色性缺失问题 已然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困 

境和顽疾。在注重以特色学科建构 为龙头，遵循非均衡 

— — 均衡——非均衡发展的理念建构学科建设基本思路的 

同时，更要意识到学科建设 良性、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依赖 

于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系统论视角下学科建设所依存的 

学校整体环境的提升；二是学科建设各要素内部以及要素 

之间的资源合理开发与分配利用。对于第一个方面，海洋 

类高等院校要开拓学科建设所依存的学校整体办学特色环 

境。要科学定位，即对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办 

学类型、办学层次、学科性质四个方面进行定位；要形成 

优势，即在教学、科研、以及管理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要进行创新 ，即通过更新教育观念、把握学校所在省市以 

及国家、行业发展的需要与趋势，以及不断进行内部改革 

与完善来推动学校特色的进一步发展。【7 对于第二个方面即 

要素论视角下的海洋类高等学校学科建设，除坚持本文建 

构的结合传统创新、瞄准冷门学科等基本建设思路外，要 

注重二级学科建设这一有效途径与开展学科交叉研究这一 

有效捷径。至于学科内部各要素的有机构成，要素之间关 

联的纽带或机制，以及要素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则是笔 

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注释： 

① 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学界对于学科的分类尚无定论 ，以产生的时 

间、采掘的方式、建设的机制等对学科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本 

文作出的分类为例，基础学科按照一校的具体情况既可以是主 

干学科亦可以归为支撑学科。对于学科分类的研究不是本文探 

讨内容，然囿于学术严谨性，给予适当说明，但不着过多笔墨。 

② 参见哈尔滨工程大学 门户 网站：http：／／www．hrbeu．edu．cn／ 

xysk／x~jj．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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