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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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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而人才培养目标的准

确定位则是提高质量的前提条件。相较于部属高校，占我国高校绝大多数的地方高校的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问题更加突出。从地方高校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的重要使命，经济社会发展对应

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和困境等方面综合分析，应用型人才是地方

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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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

须始终贯穿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也 明 确 提

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并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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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以后

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则是

提高质量的前提，对于占中国高校绝大多数的地方

高校而言尤为重要。

一、地方高校在社会发展中

承担的重要使命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高等学

校的管理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受此影响，地方

高校和部属高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１９７８年，全
国高校５９８所，其中教育部所属３８所，其他部委所

属２１７所，省级地方政府所属３４３所，地 方 高 校 占

全国高校总数的５７．３６％。随着高等教育宏观管理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７日颁布的《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变政府对高校统

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了

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我国实行中央、省（自

治区、直 辖 市）、中 心 城 市 三 级 办 学 的 体 制。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明确提出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教育发展

的目标，按照李岚清提出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
八字方针，一大批原属中央有关部委的高等院校划

归地方政府 管 理，使 在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下 形 成 的“条

（中央部门）块（地方政府）关系”得到基本解决，如表

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及本专科招生数

年份
普通高等学校

（所）
中央部委所属

高校（所）
地方所属高校

（所）
普通本专科招生

总数（万人）
中央部委所属高
校招生数（万人）

地方所属高校
招生数（万人）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０　 ３４５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４　 ３９．５７　 ６０．４７

１９９８　 １０２２　 ２６３　 ７５９　 １０８．３６　 ３３．１２　 ７５．２４

１９９９　 １０７１　 ２４８　 ８２３　 １５４．８６　 ４２．２６　 １１２．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１　 １１６　 ９２５　 ２２０．６１　 ３６．３３　 １８４．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２２５　 １１１　 １１１４　 ２６８．２８　 ３９．３９　 ２２８．８９

２００２　 １３９６　 １１１　 １２８５　 ３２０．５０　 ３９．８９　 ２８０．６１

２００３　 １５５２　 １１１　 １４４１　 ３８２．１７　 ４１．１１　 ３４１．０６

２００４　 １７３１　 １１１　 １６２０　 ４４７．３４　 ４２．３７　 ４０４．９７

２００５　 １７９２　 １１１　 １６８１　 ５０４．４６　 ４２．１７　 ４６２．２９

２００６　 １８６７　 １１１　 １７５６　 ５４６．０５　 ４２．２１　 ５０３．８４

２００７　 １９０８　 １１１　 １７９７　 ５６５．９２　 ４３．０７　 ５２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２２６３　 １１１　 ２１５２　 ６０７．６６　 ４３．７５　 ５６３．９１

２００９　 ２３０５　 １１１　 ２１９４　 ６３９．４９　 ４４．４１　 ５９５．０８

　　　数据来源：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教育部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由表１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我国普通

高等学校数量由１０２０所增加到２３０５所，而中央部

属高校则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４５所减少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１
所，并一直固 定 下 来，地 方 所 属 高 校 数 量 则 由１９９７
年的６７５所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１９４所。从招生数来

看，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０４万人

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３９．４９万人，中央部属高校普通

本专科 招 生 数 仅 从１９９７年 的３９．５７万 人 增 加 到

２００９年的４４．４１万 人，每 年 招 生 数 尽 管 有 所 差 别，
但基本维持在４０万人左右，而地方高校的年招生数

则从１９９７年 的６０．４７万 人 增 加 到２００９年 的５９５．

０８万人，１３年间招生数量增长了８．８倍。从世界范

围来看，各个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式和特

征有所不同。比如，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渠道来

看，英国主要依靠多科技术学院和开放大学，美国依

靠赠地学院和社区学院，日本依靠发展短期大学，韩
国通过发展私立大学，而我国则主要依靠地方高校

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高等学校在规模扩张

的过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

育的需求。但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带来质的变

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高等教育的资源配

置、办学条件等没有实现同步增长，高等学校中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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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设置也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实现同步变革，从而使地方高校在大众化过程中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

问题。专业与职业需求相脱节，地方高校仍然沿袭

了精英教育的模式，没有实现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转变。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教育部在２０１２年也颁布了《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在实

现大众化以后，最为迫切的任务。
中央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

命。部属高校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着重解决我

国经济、科技 发 展 中 带 有 全 局 性、前 瞻 性 的 重 大 课

题，跟踪学术前沿，培养大师级、领袖级的各种精英

人才，成为我国知识创新的发源地，代表国家最高水

平。地方高校则肩负着全面提升本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历史重任。我国地方高校的迅速发展，不

仅改变了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而且带来了高

等教育的功能变革。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地方高校在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

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也明 确 要 求，“高 校 要 牢 固 树 立 主 动 为 社

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

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积极参

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

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选取高

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

科技生产，是许多国家经济腾飞的法宝。如美国的

斯坦福科学工业园（硅谷）、波士顿工业园区，日本的

筑波科学城，韩国的大德科学城等，其成功的经验可

以给我们 许 多 有 益 的 启 示。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趋 势

看，目前我国正在走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

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

业化道路，高校理所应当成为地方新型工业化道路

上的领军 力 量。这 不 仅 是 地 方 高 校 未 来 的 发 展 趋

势，更是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

的迫切需求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状况与它的人才结构之间的关

系是密不可分的。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在３００美

元到１０００美 元 之 间 时，属 于 低 等 收 入 的 发 展 中 国

家，处于经济起步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速

度加快，这个阶段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呈“三角形”，即
顶层和中间层次人数较少，底层人数较多，社会急需

大量高、中层次的人才，急需各领域的大科学家、高

级工程师、高级研究者作为社会发展的先导，引领各

领域的前 沿 发 展。当 人 均 ＧＤＰ在 从１０００美 元 向

３０００美元过渡 时，属 于 中 等 收 入 的 发 展 中 国 家，处

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一步加速发展。经

过上一阶段教育发展培育出的大批高层次人才与庞

大的低层次人才并存，人才结构呈两头大、中间小的

“葫芦形”，中间层严重短缺，就业结构矛盾突出。当

人均ＧＤＰ处于３０００美元到１００００美元之间时，属

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优化阶段，以工业

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已完成，具备相当经济实力，
生产的高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转化为物质形态的过程

中急需大批从事设计、运行、操作和服务的人才，从

而使能胜任这类岗位的人才受到重视，中间层次人

才数量急剧增加，社会劳动力结构不断优化，人才结

构呈现“菱形”，即高层和低层人数少，而中间层人数

多的现象。［１］因此，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受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的影响，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就需要

有什么样的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当人才结构与经

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推动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

发展，反之则会影响甚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２００３年我国人

均ＧＤＰ首次突破１０００美 元，达 到１０９０美 元，２００６
年超过２０００美 元，２０１０年 超 过４０００美 元，进 入 国

际公认的“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阶段。［２］如果按照

美国经济学家 Ｈ·钱纳里的划分标准，我国目前正

处于经济优化阶段，中间层次人才需求数量急剧增

加。而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人才结构现状来看，二

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适应的地方，应用型人

才数量短缺现象严重。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１年教育部

公布的《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就强调要“大力发展

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规 模 的 扩 大 以 及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步 伐 的 加

快，社会对 高 层 次 应 用 型 人 才 的 需 求 将 更 加 迫 切。
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高等学校，要紧密结合地方经

济建设需要，科学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合理调整教育

资源，加强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积极设置主要面向

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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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各类应用型人才。”
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对 全 国

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的定期检测数据，反

映了我国近１０年的人才需求状况。［３］

如图１所示，从行 业 需 求 看，２０１０年８１．１％的

单位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

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四个行业，其用人需求比重

分别为３２．１％、２９．４％、１５．１％和４．５％。从各年度

情况来 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间，制 造 业 需 求 比 重 由

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６％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１％，上升了

近１５个百分点；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

业的需求比重分别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１．０％和１７．５％下

降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９．４％和１５．１％平 均 下 降 幅 度 在

３％以内；建筑业的需求比重基本稳定。
如图２所 示，从 供 求 状 况 对 比 来 看，２０１０年 生

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岗位空缺

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高，分别为１．１５、１．１，劳 动 力

需求大于供给。从各年度情况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的用人需求旺盛，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呈现上升态势，分 别 由２００１年 的０．７４、０．８３、０．７２
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６、１．０３和０．９７，２００９年有所

回落，２０１０年又趋于回升。

　　如图３所示，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各技术等 级 均 处 于 需 求 人 数 大 于 求 职 人 数 的 状

况，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相对较高的是高级

技师 （职业资格一级）、技师（职业资格二级）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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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职业资格三级）。２０１０年，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

数的比率分别 为１．８９、１．８７和１．６３。从 各 年 度 情

况来看，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一级）和技师（职业资格

二级）岗位空 缺 与 求 职 人 数 的 比 率，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 呈 现 持 续 上 升 态 势，虽 然２００７年 以 来 开 始 下

降，但仍处于高位，高技能人才依然供不应求。

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城市人才队伍需求预测，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党政人才需求量保持在６２５万人，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需求量为３８５８－４２５５万人，专业技术

人才需求量为７９４５－８１２７万人，高技能人才需求量

为３９５７－４０３０万人（见表２）。

图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分技术等级供求变化（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城市人才队伍需求预测

项目

年份

党政人才
（万人）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万人）

专业技术人才
（万人）

高技能人才
（万人）

固定需求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４．３％ ７．０％ ９．６％ ４．３％ ７．０％ ９．６％ ４．３％ ７．０％ ９．６％

２００８　 ６２５　 ２３７３　 ２４６３　 ２３６４　 ４５６２　 ４５７１　 ４６４７　 ２５０８　 ２３３５　 ２２６３

２００９　 ６２５　 ２４４７　 ２５５０　 ２４４２　 ４８０６　 ４９６３　 ４８１０　 ２６９０　 ２６５３　 ２４６２

２０１０　 ６２５　 ２５０４　 ２６９５　 ２４８１　 ５６２１　 ５７９５　 ５９９９　 ２８１７　 ２９３０　 ２８４５

２０１１　 ６２５　 ２８１８　 ２８５０　 ２５３８　 ６０３３　 ６１４４　 ６０７０　 ２８２７　 ３００３　 ３０９６

２０１２　 ６２５　 ３０５７　 ２８８７　 ２６２３　 ６３５６　 ６４８６　 ６５３７　 ２９０５　 ３０３５　 ３１８９

２０１３　 ６２５　 ３４８４　 ２９５８　 ２７７３　 ６４５７　 ６５２９　 ６６５５　 ２９７１　 ３２００　 ３２２２

２０１４　 ６２５　 ３６７８　 ３１３０　 ３６３２　 ６７７２　 ７０１６　 ７０６６　 ３１９７　 ３２０９　 ３４４９

２０１５　 ６２５　 ３９４０　 ３５４４　 ３７８１　 ７１６１　 ７２６８　 ７２７１　 ３５５１　 ３４３８　 ３４９５

２０１６　 ６２５　 ３９２７　 ３８８３　 ３８０６　 ７３６２　 ７５９５　 ７４３８　 ３７３９　 ３４７３　 ３５５９

２０１７　 ６２５　 ４０６２　 ３９０８　 ３８１６　 ７５３６　 ７６９８　 ７６２９　 ３８７１　 ３５５３　 ３６３９

２０１８　 ６２５　 ４０７１　 ４０１８　 ３８２９　 ７６６３　 ７８５８　 ７９８０　 ３８９４　 ３９１３　 ３７２７

２０１９　 ６２５　 ４１９６　 ４１９１　 ３８４４　 ７８０７　 ７９３１　 ８０５６　 ４０１９　 ４００４　 ３９３２

２０２０　 ６２５　 ４１５２　 ４２５５　 ３８５８　 ７９４５　 ８０２０　 ８１２７　 ４０３０　 ４０２２　 ３９５７

　　　数据来源：《中国人才报告（２００９）》。

　　 综合１０年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公布的

全国１００余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和未来１０年中国社

会发展的人才需求预测分析，目前我国人才市场的

需求状况是：从行业需求来看，第三产业特别是制造

业的人才需求比较集中；从职业需求来看，从事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等职业的需求

大于供给；从层次需求来看，社会急需的是具有一定

的基础理论知识、懂专业技术、动手能力强的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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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如高级职称人员、高级技师等，而这些人员正

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无论是从

行业需求、职业需求还是层次需求来看，应用型人才

都是目前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清华大学有关人

员对一些生产企业进行的人才需求类型调查结果表

明，明确需求应 用 型 人 才 的 企 业 占６６．２％，需 求 创

新型人才的企业占１３．７％，既需要应用型人才又需

要创新型人才的企业占９．８％。［４］在２０１０年国家颁

布的《硕士、博 士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总 体 方

案》中更是明确提出“到２０１５年，实现硕士研究生教

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的战略性转变”。可见，应用型人才培养已经成为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

的问题与困境

２００２年党 的 十 六 大 报 告 提 出，要 加 强 人 才 培

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

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系统对

这样的培养任务要有明确的分工，各类高校要有自

己合适的角色与正确的定位。其中的塔尖为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应主要由国家部委所属的研究型大

学和省属研究型大学来培养；塔中部为数以千万计

的专门人才，应主要由其余本科院校来培养；塔下部

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应主要由高职、中职院

校来培养。”［５］实际上，这是对人才培养类型的划分：

一是学术型人才，即研究客观规律、发现科学原理的

人才；二是应用型人才，即应用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

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谋取利益的人才。应用型人

才侧重知识应用与技术创新，与工程实际和社会实

际问题联系密切，能够为社会生产、管理、服务的第

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

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都属于应用型人才，其中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中基础技能应用型人才主要由

高职院校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中的中级知

识应用型人才主要由地方本科高校来培养，一大批

拔尖创新人才中的高层次创新应用型人才主要由部

属研究型大学来培养。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绝大多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主要由地方院校

来承担。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经济社会发展对应

用型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需求，而我国高校中人才

培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万宝盛

华在其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趋势白皮书《中国的人

才悖论》中指出，“尽管中国拥有１３亿人口，但这个

国家却正面临着人才短缺的窘境，当众多大学毕业

生感叹持有受认可的学位证书却难以找到工作，让

人以为中国劳动市场趋向饱和时，各行各业却为聘

用不到合适的职员而心急如焚”。２０１２年人力资源

和社会 保 障 部 的 一 项 调 查 表 明，被 调 查 企 业 中 有

７０％预期招工“有困难”或“有一定困难”。［６］

由表３可见，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我国

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由２６８．２８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６６１．８０万人，增长了２．４７倍，毕业生人数由１１５万

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３０万人，增长了５．４８倍。而

从就业率来 看，除２００１年 的 初 次 就 业 率 达 到８０％
以外，扩招以后的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均在７０％左右

徘徊，每年都 有３０％左 右 的 毕 业 生 未 能 实 现 就 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２０１０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 作 视 频 会 议 上 直 言：如 果 说２００９年 是 我 国

经济最困难的一年，２０１０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

整个宏观层 面 就 业 形 势 依 然 严 峻。２０１０年 的 毕 业

生人数６３０万，再 加 上 往 届 没 有 实 现 就 业 的，需 要

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

业放在首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依然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

题。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才市场的供应悖论：一方面

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另一方面很多急

需人才的区域和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造成了人

才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之间的结

构性矛盾。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普通高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情况

年份
招生数
（万人）

在校生数
（万人）

毕业生数
（万人）

就业人数
（万人）

就业率
（％）

２００１　２６８．２８　 ７１９．０７　 １１５　 ９２　 ８０

２００２　３２０．５０　 ９０３．３６　 １４５　 ９４　 ６５

２００３　３８２．１７　 １１０８．５６　 ２１２　 １４８　 ７０

２００４　４４７．３４　 １３３３．５０　 ２８０　 ２０４　 ７３

２００５　５０４．４６　 １５６１．７８　 ３３８　 ２３７　 ７０

２００６　５４６．０５　 １７３８．８４　 ４１３　 ２８７　 ７０

２００７　５６５．９２　 １８８４．９０　 ４９５　 ３５１　 ７１

２００８　６０７．６６　 ２０２１．０２　 ５５９　 ４０９　 ７３

２００９　６３９．４９　 ２１４４．６６　 ６１０　 ４１５　 ６８

２０１０　６６１．８０　 ２２３１．８０　 ６３０　 ４５６　 ７２

　　注：就业率为初次就业率，截至当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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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高等学校单一

的人才培养模式所造成的。我国现行的人才培养模

式，一般比较适合于培养从事理论研究和科技开发

型人才，这与我国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人才需求是

基本一致的，也符合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

的基本要求。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

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我国也适时地加快

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但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

时，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教育方式，通过这种教育方式

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会暴露出缺少实践知识，动手

能力较差的弱点。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数

量的变化，更是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全

方位变革。正如马丁·特罗所指出的：“进入大众化

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增长，而且

在高等教育的观念、教学内容和形式、学识标准、办

学模式、招生和聘请教师的政策与办法等方面，都会

发生一些质的变化。”［７］

地方高校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应

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但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仍然

固守着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一味地追求人才培养

的精英化。从培养目标来看，很多地方高校对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还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不

清，既想要符合学术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又
想同时兼顾高职高专人才的“应用型”要求，在学术

型和应用型之间始终找不到切合点；从课程设置来

看，目前地方高校所开设的课程主要趋于理论课和

专业基础课，而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关键的实践、实训

课程环节，却由于实训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达不到

教学计划的要求，造成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学生的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这种人才培

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急需做

出相应的变革。但是，在改革进程中，“由于理念的

束缚、制度的羁绊、资源的约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８］。
总之，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当前以至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然而我

国当前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还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培

养目标定位模糊，而且培养模式严重滞后。市场需

求与高校人才培养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这

种结构性矛盾，“造成了一方面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远远无法 满 足，另 一 方 面 高 校 毕 业 生 面 对‘难 就

业’的巨大压力，社会上‘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的现象并存”。［９］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大背景下，对于广大地方高校而言，在完成了规模扩

张以后，必须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把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准确定

位、科学发展，走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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