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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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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激烈的竞争，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已成为地方高校求生存、求发展的必

要条件之一。湖南工业大学办学特色的成功说明，准确的办学定位是形成办学特色的立足点，特色学科专业是

形成办学特色的切入点，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是形成办学特色的核心，服务社会是形成办学特色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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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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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finding a new orientation to form their
own education features has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for local colleg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he school characteristics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dicates that it is the key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education features. The main factors include an accurate education orientation, featured
disciplines, a creative cultivation system and the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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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办学特色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适应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

展的个性的外在表现，是办学主体在长期的办学过程

中形成的独到的办学理念与办学风格，以及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个性化方式与

思路。它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特征[1 ]。社会

对高等教育价值期待的多元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在

宏观上走向多样化，在微观上走向特色化。因此，高

等教育特色化符合高等教育多样化和高等学校个性化

的发展趋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激烈的发展竞

争，追求自己新的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已成

为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必须认真对待的新问题，也是

地方高校求生存、求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湖南工业大学创办于 1979年，是由株洲工学院改
办而成的地方高校。它由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基础大

学，在不到 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 3次重大跨越：由专
科教育到本科教育的跨越，由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

的跨越以及由“学院”到“大学”的跨越。学校的综

合实力和办学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逐步发展成为我国

“包装教育的旗帜、包装人才的摇篮、包装科研的基

地、包装文化的中心”[2]，并成为我国高校中第一个被

国际包装组织接纳的会员单位和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

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包装工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主

任单位，成为地方高校理论创新与办学特色实践探索

的成功个案。笔者以湖南工业大学的成功为例，分析

地方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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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确的办学定位是办学特色形成

“地方高校定位”是指地方高校根据自身条件、

职能、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及人才培养的要求，经过比

较和分析，在全面认识自己的条件、特色、优势和不

足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及同行

中的位置，并确定服务面向、发展目标及任务而进行

的一系列的前瞻性战略思考和规划活动。学校定位

主要有总体目标定位、学校类型定位、层次定位、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类型定位、服务面向定位等[3]。

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对办学目标

进行科学定位的实践过程。而要对办学目标进行科

学定位，必须解决好目标定位、类型定位、层次定位、

学科定位、培养目标定位、服务面向定位的问题。目

标定位是学校对办学水平的追求，是学校办学定位

的关键。要求做到两个明确:一是明确学校在国内外
同类高等学校中所处的地位，一是学校在地方培养

人才的战略任务中，承担什么样的任务[3]。类型定位

是指按照学科分类和科研规模来确定学校的种类。

根据现在较为通行的大学层次划分，将中国高等学

校划分成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

学、高职高专院校四种类型。层次定位是指学校人才

培养的层次。教学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的层次上以本

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并举，教学与科

研并重，科学门类以多科性和综合性为主，学历教育

一般都涵盖博士、硕士和学士完整层次的大学。学科

定位是指在国家规定的众多学科门类中，学校包括

了哪些学科，以哪些学科为主体实现教学、科研和社

会服务的三大职能。培养目标定位也称培养规格定

位，是指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以培养哪种规格的人才

为主体，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培养方案和质量评估标

准。服务面向定位是指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涵盖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科

学准确的办学定位是立足校情、满足社会对高等教

育多元需求和价值期待，保持和发展办学特色，增

强竞争能力的前提。地方高校必须具备战略眼光，善

于从教育的全局看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再从地

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大局去思考自己学校的校

情，由此找准学校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

重点解决好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这样才能使学

校办出区别于同类同层次其他学校的特色来。湖南

工业大学审时度势，调查研究，多方论证，明确了办

学定位。在人才培养层次与目标定位方面，立足湖

南、面向全国，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

教育，逐步减少专科教育规模，培养适应经济与社

会发展，特别是中国包装事业发展、湖南新型工业

化、老工业基地株洲振兴所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在学科专业建设定位方面，以工为主，重点扶持包

装类学科和与湖南新型工业化、株洲老工业基地振

兴及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加

强学科的交叉与融合，适度发展文科和理科，促进

工、理、人文、管理、社会科学各学科协调发展，力

争工科率先进入全省高校工科先进行列；在办学特

色定位方面，在继续巩固、提升包装教育特色的基

础上，强化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培养，着力打造校

内外实践教学平台，促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基础

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广泛适应性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

2 特色学科专业是办学特色形成的

学科和专业特色是高校最主要最鲜明的特色，

把学科、专业特色作为高校办学特色的基础是由高

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一

所大学的优势学科所在，也就是这所大学的特色所

在，大学根据自己的独特优势发展某些重点学科，使

之成为优势学科，并率先在自己的优势学科领域为

社会发展做出显著成绩，是大学形成办学特色的重

要切入点。学科建设直接关系着教学特色和人才培

养模式特色以及科学研究的特色。学科特色具有两

种含义，一是指某一特定的学科特色，即特色学科，

二是指学科结构体系特色，是由若干个特色学科共

同组成的学科特色。前者是学科特色发展的起点，后

者是学科特色的持续壮大，在某一特色学科基础上，

利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补的特性，带动其他相关

学科的共同发展，同时还能提升某一特色学科实力

和水平 [ 4 ]。学科专业特色在高等学校办学中具有发

展持续和影响持续的特点，它的形成一般需要一个

较长的过程，然而一旦形成就具有较长久的影响力。

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建设上，

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大学莫不如此。这些堪称世

界一流的大学也并不是在任何学科都能居于世界一

流，他们往往是在某些学科领域处于世界最前沿而

形成的特色。这符合学科非均衡发展的策略，它的

思路就是根据学校的定位和学科规划要求，通过资

源向不同学科的倾斜配置，以实现学科的不同程度

发展。地方高校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就应和重点

高校错位发展，坚持“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的策

略，找到突破口，通过某门学科的“一枝独秀”来带

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结构优化的学科

群，这样便可使学校的学科建设迈入“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最终形成一批优势与特色学科。学科专业

切入点

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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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为每所高校办出学科特色提供了广阔视野

和发展空间。因此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上，

地方高校应确立办学机制和专业建设的市场取向，

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专业结构要面向实际，面向基

层，适应变化，讲求实用，满足经济发展和新兴产业对

人才的需求，形成学科特色。

湖南工业大学建校初期，迎来了国家大力发展包装

工业的历史机遇。包装工业的重要地位、广阔前景、巨

大需求与行业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包装教育

一片空白之间的突出矛盾，让学校选择并植根于包装专

业。1985年，学校确立了“构筑特色、服务包装”的办
学思路，率先试办了我国第一个培养包装高级专门人才

的包装工程专业，开辟了包装高等教育和包装人才培养

之路。20世纪 90年代中期，国家对提升包装工业的发
展内涵、提高包装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的核心竞

争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制定了

“依托包装、打造优势”的发展思路，把开拓学科优势

方向、加强特色专业建设、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以科

技创新推动包装现代化作为重点，不遗余力地为包装

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在服务与贡

献中不断提高整体办学能力。湖南工业大学植根包装，

依包装行业而兴，随包装行业发展而长，与包装行业

血脉相连，“包装”已成为学校办学方略的核心和灵

魂。在学科专业建设中突出包装特色，构建了服务包

装的优势学科群和特色专业链。一是面向包装开创学

科优势方向，形成服务包装的优势学科群。湖南工业

大学围绕包装行业需求，为支撑包装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行业发展，分别在艺术设计学、材料学、机械

设计及理论、控制理论、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

学科开创了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包装自

动化、包装测控技术、包装企业管理与营销、包装经

济等方向，形成了包装特色突出的优势学科群，使包

装教育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得以良性发展。二是以优

势学科群为支撑，构建了覆盖“包装设计—包装材料

—包装生产—包装管理—包装营销”全行业的特色专

业链，详见图 1。

3 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是办学特色

高校基本的和首要的职能就是培养人才。衡量高

校是否有特色，归根到底要看培养人才的体系是否有

特色，培养出的学生是否有特色。构建极具特点的人

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模式，是高校办学特色的具体

实施载体，是高校强化自身优势、形成和发挥特色竞

争力的具体途径。地方高校必须不断地进行人才培养

体系的改革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树立

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与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思想，进

一步加强与政府、行业等的合作，努力培养基层、行

业所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地方高校要由此去考

虑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以及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创

新，在赋于学生“学术性”的同时，塑造其“适用性”，

从而形成自身独具的人才培养体系。湖南工业大学面

向包装行业培养特色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人才培

养体系。一是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注重以“依托

行业、面向市场”为导向，根据“厚基础、宽口径、强

能力、高素质”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定

期组织知名包装企业共同研究人才培养的模式、方法

和手段，适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学校突出包装教育

特色，正确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性教育与

个性发展的关系，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核

心，突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以艺术与技

术结合为切入点，构建了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大类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公共选修课程、实践性教学环

节、第二课堂等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使人才培养更

具针对性、实用性和时代性。二是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为适应包装行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最新

要求，学校先后组织编写了全国第一、第二套包装统

编教材共 26本。2004年以来，又组织编写了包装类教
材 39本，专著 5本，使教材能反映最新的包装技术和
包装成果。在教学内容上，学校以包装行业需求为主

线，以包装工程学和包装社会学为基点，加强课程整

合，通过设置课程模块实现学科交叉渗透。例如为包

装工程、印刷工程等理工类专业增加包装造型及装潢

艺术方面的教学内容，为艺术设计、广告学、企业管

理等文管类专业增加包装材料学、包装技术和包装容

器结构设计等教学内容，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就业适应性，培养学生知识结构的“包装特色”。

4 服务社会是特色形成的动力源

“大学办学特色必须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大

学办学特色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其对科学发展、最终为

社会发展做出的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离开这一衡量标准谈大学办学特色，是没有价值的。”[5]

形成的核心

图 1 为包装行业服务的特色专业链示意图

Fig. 1 The characteristic specialized schematic drawing
serving for the packing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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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的形成过程是办学者的主张与社会需要相结

合的过程。一种办学特色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

要看这种办学特色是否适应区域和社会的某种需要，

盲目建设的“特色”是不能长久的。社会和人的需求

是办学的基础，不研究区域需要什么、不考虑学校到

底能为社会做什么，就不可能形成自己学校的办学特

色，也就不能为区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地方高校

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此，最大特色也应该在于此。地方

高校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要牢固树立为社会发展与

区域经济服务的意识，有效地将自己的触角伸向社

会，注重与社会的信息沟通及相互作用，并从中发挥

自身优势，谋求发展良机，力求与社会建立共生共荣

之关系，使发展的优势得以延伸与彰显，从而树立起

自我的品牌与特色。这是一条使高校发展充满活力，

且能充分调动其潜能的新兴的必由之路。湖南工业大

学注重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与行业的互动发

展，在社会服务中走向包装特色，实现了校企互利双

赢。一是全力为包装行业发展开展战略决策研究。学

校以振兴包装行业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多次组织和主

办国内外包装学术会议和包装教育研讨会，活跃了我

国包装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受中国包装总公司委

托，完成了“包装工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五’计划

和 15年远景规划思路研究”、“中小型包装企业发展战
略研究”等包装行业的重大课题和国家经贸委委托的

“中国包装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关于促进我国包装

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等课题，为行业的快速、健康、

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二是大力促进包装

产学研结合。中山包装学院是我国包装行业第一个校

企合作的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学校充分发挥学科、

人才、技术优势，积极、主动地与基地的 30多家知名
企业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关系，学校优先向

企业提供人才、智力、技术支持，优先将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企业优先向学校提供项目支持和办学条件支

持，优先安排学生实习和就业。三是着力开展行业从

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劳动力素质较低，专业人才十分

缺乏，从根本上制约着包装工业的发展。为此，学校

一方面根据行业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包装工业

各个领域不同能力和素质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办学 20
多年来，已为包装行业输送毕业生 10 000余人；另一
方面，加大对包装企业员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服务

力度，从 1995年到 2007年，共为 170多家大中型包装
企业培训员工近 20 000人，有力地优化了企业员工队

伍，提高了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学校已成为包

装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基地。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特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

难以立足。办学特色一经形成，所产生的功效与影响

将会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刻、持久的。它有利于学

校树立独特的、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利于形成自己独

特的人才市场体系，有利于产生自身地位的不可替代

性。但特色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办学特色也需要

更新和发展。弘扬和发展办学特色的途径就是坚持与

时俱进的原则，及时更新办学观念，调整办学思路，改

进办学方法，及时为特色注入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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