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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目录刍议

叶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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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科专业目录制度作为一项教育基本制度，在我国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每次目录调整

总会产生“专业设置滞后”“同质化培养”“教育资源被稀释”等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目录调整周期过长，不能即时响应社

会发展；二是执行主体的决定权有限，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抑制。为此，主管部门应该不断深化学科目录管理机制改革，加大

“放、管、服”力度，将学科专业的设置、审核和“增撤”等决定权更多地赋予高校这个执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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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system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catalogue syste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

ent training in China. However, each catalog adjustment will always produc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lagging in specialty setting",

"homogenization cultivation"" and "dil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atalogue adjustment cy-

cle is too long to respond to social development immediately; Second,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executive subject is limited,

and the autonomy and enthusiasm are restrained.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disci-

pline catalogue management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releas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nd give more decisions-making power

on the setting, review and "addition and removal"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to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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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目录是学位授予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

依据。这次学科目录调整，“引爆”了学科问题的一些

争论并非偶然，有其现实背景和复杂动因。首先，学科

发展必须积极响应科学知识的发展和社会变革，这是

“刚需”；其次，学科分类与专业设置直接关系到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其背后“隐含”科教资源的

配给和学术话语权的“主导”等因素。但学科专业发展

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征，要“看懂”这次学科目录调整

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不仅要厘清相关概念和关系，还

需要从我国学科目录制度的作用、性质及利弊等多角

度去分析。

“学科”是个科学学概念，是对知识体系的一种学

术分类，指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其本身与专业教育并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就高校而言，学科发展影响到学

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评价等诸多关键领域。

“专业”是个教育学概念，是指学校专门教育的一个基

本单位。尽管学科分类是划分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

但并不是所有学科种类都适合专业化教育，学科专业

的设置还需要考虑社会分工、教育结构和教学资源等

非学科因素。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是一种制度性安

排，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因此，每次目录调整引发

“震荡”是必然的。

客观地看，学位授予和学科专业目录制度的设立

为我国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几年，学科专

业分类基础上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加快了我国各

行各业急需人才的培养。然而，每一次学科专业目录

调整也会引起不少质疑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目

录设置过于“滞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先后 5次调整学科目录（平均每 10年一

次），但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些“力不从

心”，其主动性和指引性明显不够，更多时候扮演的是

“事后诸葛亮”的角色。2007年，教育部召开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设置研讨会，所有参会代表都认为，数字媒体

相关专业已经在艺术设计下面“生存”多年，只是给个

“户口”而已。二是目录制度所带来的人才培养同质化

现象。作为一项顶层设计，学科专业目录在促进学科

发展、规范人才培养和保障基本教学质量等方面确实

发挥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录管理制度本身

所具有的规定性、制约性和计划性等特性及各类相关

评估标准，客观上导致了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只要上

网搜索一下，同一个学科专业在不同高校的介绍中，其

培养目标、要求和核心课程等大同小异，毫无特色可

言。三是频繁“增”“撤”学科专业，教育资源不断遭到

稀释和消耗。这几十年，只要“新目录”一出台，学校接

着就进行专业“大调整”。一些新专业一夜间炙手可

热，争先恐后地开了起来，过几年办不下去就关掉，循

环往复。而且，常常是开起来容易关起来难。从近几

次目录调整后高校的总体情况来看，新增的专业数量

往往多于撤销的专业数量，“五花八门”的专业“堆积”，

客观上造成教育资源不断被稀释、被消耗。

专业目录制度所产生的上述问题，其主要原因体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目录调整和修订的周期过长，对

知识的快速迭代响应迟缓，不能满足社会各界诉求。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需要尽快地缩小与世界

学科教育发展水平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面对

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端

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需求。我国本科专业目录先后

调整过5次，其中4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学科专业目

录（研究生学位）调整也是 5次，也在这期间。尽管目

录调整的频次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前，但仍然是“姗姗来

迟”。这次颁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有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就是将目录调整周期从

过去的10年缩短为5年。其次，管理主体的权限过于

集中，相关规定和办法过多、过细，很大程度上抑制了

执行主体（高校）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建设性。必须看

到，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制度的设立经历了长足发展和

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专业

管理体系。尤其是本次修订的《管理办法》更趋科学、

合理，改革的亮点也不少，但学科点的设置、“增撤”、审

核及质量评估等关键环节的主导权、决定权并没有更

多地“下移”。众所周知，与我国不同，欧美国家制定的

学科目录大多为指导性的，学位授予和学科专业的设

置或增减等决定权都在学校。当然，在我国现行体制

下，学校决定权过大也会面临不小“风险”，其原因之一

是高校自身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学术公正、自律和决策

民主的学术管理机制。不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

改革走入深水区，终究需要迈出这一步。所以，建议将

扩大高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为突破口，推进高校学术

自主权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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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业目录体系涵盖了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

等不同层次。这次颁布的只是硕士和博士层面的学科

专业目录，接下来就是影响面更大的本科专业目录的

调整。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要集中在管理体系的深

化改革，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积极探索和建立起

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学校层面来看，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清晰的学科发展思路，主动应

对目录调整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以自身的优势

学科和特色专业为首要考量，构建更加科学合理、可持

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

（上接第3页）

将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

特点。熊猫头部装饰彩色光环，其灵感源自北京冬奥

会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

象征着冰雪运动的赛道和5G高科技；头部外壳造型取

自冰雪运动头盔。熊猫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是一位

来自未来的冰雪运动专家，寓意现代科技和冰雪运动

的完美结合。冰晶外壳设计引领当下时代潮流，易受

到青少年的喜爱，有利于互联网表情包及特许产品的

多样性开发。从冬奥会期间“冰墩墩”成了顶流，也正

说明了我们的设计与策划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工业 工程 设计》：距离“冰墩墩”诞生至今也有

两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您对于这一设计是否有一

些新的想法或观点呢？

刘平云：我想用一个关键词来说明我对“冰墩墩”

的新感悟，那就是“温暖”，从“冰墩墩”身上我们可以看

到多重的温暖。一是以冰糖葫芦的糖衣为原型的冰晶

外壳，它象征着一种甜甜的温暖；二是彩色的“冰丝带”在

视觉上打破了传统熊猫所呈现的单一的黑白效果，通

过色彩带来的温暖；三是“冰墩墩”手掌心里的爱心，寓

意着和平、友谊，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充满希望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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