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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刍议’

彭 斐
(扬州大学高教研究所，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通过分析高教强省与高等工程教育的关系，分析江苏省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现状，发

现其在办学层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改革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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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强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

全国各省的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江苏高等教育发

展的数量和质量主要指标处于全国的前列，某些

重要指标领先于全国各兄弟省份。另一方面，指

通过建设高教强省来促进江苏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人才是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提高

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核心在高等教育。高等工程

教育为江苏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

撑。江苏高等工程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壮大，会为社会提供更多更

优秀的科技人才。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会更有力地

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江苏省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现状

分析

江苏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等工程教育

体系。从工科院校办学的类型看，有重点的理工院

校，有设置工程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有独立设置的

工学院。还有一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从学校的

隶属关系看，有部委属理工院校，也有地方工科院

校。从学校的性质来看，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

校。江苏的高等工程教育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型的

人才培养体系。

江苏的高等工程教育在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也占有独特的地位。在2004年中国大学排名的

前100名中，江苏省入围的就有12)iJi：，其中含工

科专业的综合型大学有4所，理工科大学6所⋯。

江苏的11所“211工程”高校中。就有6所工科院

校和3所含有工科的综合院校。而在全国一级学

科整体水平的评估中，江苏省工程类的一级学科

有11个在全国前lO名之列【2J。可见，江苏的高

等工程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

江苏高等工程教育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

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一)办学层次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不协调

随着江苏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工程院

校更加注重培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

人才。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深人，大型工业企业

纷纷落户江苏，需求大量工程应用型人才，特别是

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实用型人才。近几年专科

招生人数虽逐年增加。仍未及本科招生人数。专

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往往没有特色，只是借鉴工程

本科教育。专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从数量到质量都

显得不足。

经济的腾飞，必然要求有更多的科学家、工程

师为其服务，江苏省的工程技术人员数却逐年下

降。企业普遍反映工程技术人员的原始创新活动

很少，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更少，只是“中国制造”

而非“中国创造”。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级

研究开发型工程人才的培养能力，还不能适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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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学科专业结构不够合理

近年来，江苏的主导产业构成有所变化。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等产业具有地区比较优势，成为江苏近期发

展的主导产业p’。

江苏省高等工程教育在学科专业结构上，存

在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老化、分工过细。纵观全省

的工程院校，其学科专业的覆盖面多为传统产业

和部分支柱产业。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

理工大学，其招生规模较大的专业为：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信息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等。这

些行业发展迅速，知识更新速度快，工程教育在教

学内容上往往不能站在学科的前沿，不能与社会

需求相契合。而在一些新兴行业，工程人才的培

养还跟不上市场的需要。如有关化学应用及新材

料的开发、石油化工、及金属冶炼等先导产业的学

科专业。不但人才培养数量不足，而且学科的建设

也比较薄弱。

(三)工程技术人才的素质培养不全面

一直以来高等学校工科专业面过于狭窄，国

家虽三次修订专业目录，使工科专业总数大幅度

减少。但专业设置过窄、毕业生对社会适应性不

强的弊端仍未根本解决。在工科大学生的课程

中，往往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严格”按学科体

系分门别类地讲授而缺乏综合性。

工科大学生眼高手低，工程意识薄弱，工程实

践能力不强，是目前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

有缺陷。使学生比较习惯于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在

课程体系中也存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安排不足的

现象。结果造成培养出的学生对工程设计的认识

不足，缺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促进江苏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对策

江苏要建设高教强省，必须不断深化高等工

程教育的改革，推动其发展强大。

(一)针对江苏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调整高

等工程教育办学的层次结构

江苏省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制造业是工

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会十分迅速。

今后一段时期内，在保证工程本科人才培养的数

量和质量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应适当加大对

研究生层次、专科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

江苏各地工业园区的兴起及外资企业的不断

引进，出现了对工程技术实用人才的大量需求。

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实用型人才，能够

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技工、技师在各企业都成了

“香饽饽”，高等工程教育要根据市场需求在现有

的基础上加大对专科人才的培养。现在高新技术

产品的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

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江苏省迫切需

要大量的科技开发型高层次人才。将所学知识迅

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研究生的招

生人数近几年虽有所增长，从2003年的2．2万人

增长到2004年的2．63万人【．J。但江苏省的工

程院校应加快对实践性更强的工程硕士、工程博

士研究生的培养。

(二)根据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类型需求

调整学科专业、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江苏省的支柱产业每年需要补充大量的工程

技术人才。纵观近两年的招生计划，生物工程、应

用化学、特种能源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等方

面所培养的人才数量偏少。而化学制品及生物制

药、汽车制造业等在江苏整体经济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人才需求量也大，应适当扩大这方面学科专

业的培养规模。并且随着国际国内贸易的快速发

展，也新生了许多热门专业，如物流工程、建筑环

境与设备工程、城市规划工程等，要重视这些新专

业的设置。

在专业建设中，应考虑按不同类型的人才培

养目标来调整专业口径的宽窄度。以培养实用型

人才为目的的高职高专，往往是按岗位群来设置

专业的，并由此来决定专业口径的宽窄。本科的

专业设置应在强化专业的职业性、社会适应性的

前提下拓宽专业口径，以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

研究生教育最好是按一级学科设置，能让研究生

系统学习该学科体系中的各相关课程，提高其综

合应用能力，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

(三)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工程技术人才的综

合素质

现代工业的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各方面的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工程院校应从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及提高学

生的技术创新能力三方面着手。不断深化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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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l、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首先改革优化工程本

科的课程体系，加强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基础

课课程体系的改革包括两方面，一是改革课程结

构，使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基础

课程，特别要增设高新技术方面的基础课程；另一

方面对原有基础课中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对重

复的内容进行删除，大量补充现代科技知识，体现

时代性。其次，重视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在课

程体系的调整改革中，要处理好各门课程局部优

化与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关系，以课程结构的整

体优化为重为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优化，根

据工科大学生的素质结构的要求，从整体上更新

课程的教学内容，调整好各门课程的分工及内容

之间的衔接，使之系列化、系统化。

2、增强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加强工科大

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加强实践性教学

环节和工程实践训练，包括校内的实验、工程训

练、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校外的生产实习。

在校内，实验方法的训练需要整合传统的实验课

程和环节，以培养大学生初步的实验技能。还可以

打破学科界限，重组实验课程，增设一些综合性的

实验课程，允许大学生自主性的设计一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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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

能力不强，不能掌握核心技术。为了缩小这种差

距，根本途径就在于大力开发工程技术人员的创

新能力。创新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要保护和培养大学生的好奇心；其次要培养

他们的怀疑意识，敢于对权威性的结论提出疑问；

第三要培养一种不安于现状、追求完美的意识，使

他们形成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习惯。教师

就应当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带领学生在科技前沿

领域进行探索，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自己的研究课

题。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去发现新问题。并

且动手实践，促进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等工程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

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断

地改革和发展高等工程教育，培养更多适应新世

纪所需的各种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与时俱进，开拓

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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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PENG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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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ssa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mhip between”Higher Education develop province”and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on of Engineering，tO find out the deficiency and to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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