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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安徽高等教育
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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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分析安徽高等教育结构现状,其区域和省域布局、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等结构不

同程度地处于长三角地区落后位置。为提升安徽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水平,要坚持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导

向,通过扩点、增容、调整,实施内强、外引、合作相结合,完善财政、自主、评价治理,提高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平衡度、
协调度、充分度,系统优化安徽高等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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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background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YangtzeRiverDelta,thispaperanalyzesthe
currentsituationofthehighereducationstructureinAnhui.Thestudyfindsthattheregionalandprovinciallayout,level
types,disciplinesandspecialtiesofhighereducationinAnhuiProvinceareinabackwardpositionintheYangtzeRiverDelta
regiontovaryingdegrees.InordertoimprovethelevelofregionaldevelopmentofAnhuihighereducationservices,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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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安徽高教
战略
  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知识经济和
创新驱动经济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关系愈加紧密[1]。习近平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
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
区域发展战略水平[2]。2019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省整体进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发展战略体系。安徽高等教育(简作安徽高教)如何在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
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属战略性紧迫问题。
  伴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演进,区域一
体化语境下的高等教育探索不断发展。中央“两办”印
发的《加快推进教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2018—2022
年)》[3]明确提出构建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新格局。安
徽省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安徽省教育领
域也较早地加入了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
2009年安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
谈会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参加第一届
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研讨会,签署了“三省一市”《关于
建立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发展会商机制的协议书》;
2012年安徽加盟长三角教育协作体,首次对接区域高
等教育联动发展工作协作联盟[4]。打铁还须自身硬,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有安徽的担当,也有安徽高教
的作为。安徽高教在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
的同时,积极布局高质量发展战略。2021年5月,教育
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推动结构优化建设高质
量高等教育体系共同行动方案》[5],勾勒了安徽高教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蓝图。
  实施行动方案,加快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要着
力解决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类型层次结构不适应问
题、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问题[1]。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宏
观层面的区域布局结构、类型层次结构以及微观层面的
学科、专业、课程结构等。放眼长三角地区,安徽高教的
结构优化问题不可谓不突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三省
一市”高等教育相关数据为基础,从高等教育结构的角度
探讨安徽高教的差距所在及对策,以期为长三角地区一
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安徽高教发展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安徽高教
现状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
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7],区
域文化教育事业发达[8]。安徽省地处长三角地区的西
部,其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区内其他省(市)相比,存在着
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不妨称之为长三角地
区高等教育格局的“东西”失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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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布局结构失衡

  高等教育相对规模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9]。已有研究表明,人口的地区分布是影响我
国高校区域布局的重要因素[10],高校数量与其人口数
量呈现正相关关系[11]。本文依照惯例选择每万人口普
通高校在校大学生数作为衡量区域高等教育相对规模
的指标[9],从长三角地区和安徽省域两个镜像来观察
安徽高教区域布局结构。
  1.安徽高教在长三角地区布局不平衡。首先,从高
校分布来看(参见表1),安徽省每万人口普通高校在校
大学生数为207人,比全国(统计数据未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下同)平均(237人)
少14.5%,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235人)少13.7%,

比上海市(305人)少47.2%、比江苏(262人)少26.7%;
安徽普通高校校均对应人口达53.03万人,在长三角地
区列第三。说明安徽高教规模布局在长三角地区相对
落后,与安徽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是不
相称的。其次,从校均在校生规模来看,安徽高校校均

10962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381人,比长三角地区
平均水平少686人,比江苏省少1707人,比上海市少

602人,与浙江省相当。应该讲,校均规模不够集约化,
也不够经济,尚有扩大空间。再次,从财政资源投入分
布来看,2019年安徽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 费 支 出(参 见 表2)比 上 年 增 长0.25%,达 到

15505.53元,低于全国(大陆)平均水平,位列长三角地
区末尾,安徽高教的财力支撑度有待提高。

表1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校规模分布情况(2019年)

地区
普通高校
(所)

在校生人数(人)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合计

普通高校生
均在校生(人)

人口
(万人)

校均对应
人口(万人)

每万人口学生

人数
(人)

安徽省与其他
省市相比(%)

全国 2688 2863712 175082041280705833178974 12343 140005 52.09 237 -14.5
上海市 64 213515 391302 135283 740100 11564 2428.14 37.94 305 -47.2
江苏省 167 241599 1139878 734206 2115683 12669 8070 48.32 262 -26.7
浙江省 108 100719 636152 438536 1175407 10883 5850 54.17 201 2.9
安徽省 120 74295 679883 561268 1315446 10962 6365.9 53.05 207 0.0
长三角 459 630128 2847215 1869293 5346636 11648 22714.04 49.49 235 -13.7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及在校生数据摘自教育部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人口数(三省一市数据为常驻人口),分别摘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2019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2019年安徽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表2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情况 单位:元

地区 2018年 2019年 增长率(%)
全国 20973.62 22041.87 5.09

上海市 36405.47 35993.19 -1.13
江苏省 20461.88 20079.09 -1.87
浙江省 20779.55 23788.31 14.48
安徽省 15466.38 15505.53 0.25

  数据来源: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关于2019年全国教

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2020〕8号)

  2.安徽高教在省内布局不平衡。首先,省域空间布
局不平衡。从安徽省域普通高校分布看(参见表3),安
徽省各市布点不平衡,省会城市合肥市55所,为全省第
一,第二名芜湖市10所,第三名蚌埠市、马鞍山市各有

6所,其余城市零星分布少数高校,而本科高校更是分
布不平衡。结合校均对应人口情况分析(参见表3),达
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53.05万人)的城市11座,其中
宣城市、阜阳市、宿州市、亳州市达到全省平均水平2~
5倍,在总体上安徽高校布局偏少的同时,省域内皖西
北地区、皖南地区尤为严重,纳入长三角地区核心城
市、南京都市圈城市的部分皖江城市,优质高校布局也
明显偏少。省内空间布局有待优化,安徽省高校尚有
扩大布点的必要。其次,省域财政资源投入分布不平
衡。一所城市拥有高校的规模与品质不仅仅带来城市
的直接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更是城市的品质、底蕴和发
展的潜力,城市支持高校发展义不容辞。全省16个

表3 安徽省各市普通高等学校分布与生均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情况

地区

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情况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费支出增长情况

常住人口
(万人)

高校
(所)

校均对应
人口(万人) 2019年

增长率
(%)

全省 6365.9 120 53.05 15505.53 0.25
合肥市 818.9 55 14.89 51965.10 12.65
安庆市 472.3 5 94.46 19648.52 20.77
亳州市 526.3 2 263.15 17685.49 7.33
六安市 487.3 5 97.46 17070.88 5.98
黄山市 142.1 2 71.05 16933.35 6.85
淮北市 227.0 4 56.75 16198.24 37.33
宿州市 570.0 3 190.00 15332.53 23.60
滁州市 414.7 4 103.68 14920.87 12.19
池州市 148.5 3 49.50 14569.03 0.46
阜阳市 825.9 6 137.65 14406.35 0.08
铜陵市 164.1 3 54.70 12942.25 -8.77
淮南市 349.0 5 69.80 12639.34 -16.48

马鞍山市 236.1 6 39.35 12421.11 -0.08
芜湖市 377.8 10 37.78 12403.69 -23.06
宣城市* 266.1 2* 133.05 12277.48 1.70
蚌埠市 341.2 6 56.87 未见 未见

  数据来源:2019年安徽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安徽省

教育厅、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全省教育经费执行情

况统计公告(皖教秘财〔2020〕244号)。*宣城市本科高校,指合肥工业

大学(宣城校区),相应增加该市的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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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事业费支出水平程呈现3个档次(参见表3):第一档
50000元以上,仅合肥市一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超
过上海市的平均水平;第二档15000~20000元,共有6
市;第三档15000元以下,共有8市(蚌埠市未见数据)。
除合肥市以外,其余各市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
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与上年相比,全省仅增长
0.25%,与当年GDP增长率(7.5%,居全国第7位)[12]
相差甚大,其中还有4个城市负增长,尤以芜湖市
(-23.06%)、淮南市(-16.48%)、铜陵市(-8.77%)为
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二)类型层次结构失衡

  高等学校的类型层次结构既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积淀。
在充分看到安徽高教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对比长三
角地区高教整体格局,安徽高教在类型结构、层次水
平、高职教育、民办高教方面显不足。
  1.类型结构有待改善。从高校学科类型来看(参见
表4),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5个类型,

即理工类(占36.38%)、综合类(占24.62%)、财经类
(11.55%)、师范类(占7.63%)、医药类(占6.32%),艺
术类(占4.14%)、农林类(占3.27%)次之,其余有少量
政法类(占1.96%)、旅游类(占1.74%)、语言类(占
1.53%)、体育类(占0.87%),民族类、军事类没有涉猎。
安徽省普通高校的情况相类似,位于前5位的分别是
理工 类(占40.00%)、综 合 类(占19.17%)、财 经 类
(12.50%)、师范类(占10.00%)、医药类(占9.17%),艺
术类(占3.33%),尤其理工、财经、医药、师范比之长三
角地区同类占比更高,医药类的占比高于上海、江苏、
浙江,而综合类稍低。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改革
开放初期安徽高教“农医师”的老格局已经得到了显著
改观。与此同时,安徽高校的类型结构在层次上尚嫌
偏低,类型布点存在空白区。从表5可见,安徽高校中,
如理工类本科院校10.83%、高职(高专)院校29.17%,
财经类本科院校3.33%、高职(高专)院校9.17%,高职
(高专)院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徽高校学科类型基数
的不足,而政法类、旅游类、体育类的本科院校尚属空
白,尤其是旅游类本科层次、高职(高专)院校均属空白。

表4 长三角地区高校学科类型结构(2019年)
地区 普通高校合计 综合类 理工类 师范类 农林类 政法类 医药类 财经类 语言类 艺术类 体育类 旅游类3

上海市
学校数(所)
占比(%)

64
100.00

17
26.56

15
23.44

2
3.13

1
1.56

3
4.69

2
3.13

16
25.00

2
3.13

5
7.81

1
1.56

0
0.00

江苏省
学校数(所)
占比(%)

167
100.00

40
23.95

76
45.51

13
7.78

7
4.19

2
1.20

9
5.39

10
5.99

0
0.00

6
3.59

1
0.60

3
1.80

浙江省
学校数(所)
占比(%)

108
100.00

33
30.56

28
25.93

8
7.41

5
4.63

2
1.85

7
6.48

12
11.11

3
2.78

4
3.70

1
0.93

5
4.63

安徽省
学校数(所)
占比(%)

120
100.00

23
19.17

48
40.00

12
10.00

2
1.67

2
1.67

11
9.17

15
12.50

2
1.67

4
3.33

1
0.83

0
0.00

长三角
学校数

占比(%)
459
100.00

113
24.62

167
36.38

35
7.63

15
3.27

9
1.96

29
6.32

53
11.55

7
1.53

19
4.14

4
0.87

8
1.74

  数据来源:(1)2019年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摘自教育部2019年公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2)2019年长三角地区普
通高等学校的学科类型,参考今日头条“大学排名”栏目;(https://i.snssdk.com/s/search_landing_page/school_rank_mobile)有关分类
信息,加以核实后统计

表5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校分层次学科类型结构(2019年)
地区

(高校数) 办学层次 综合类 理工类 师范类 农林类 政法类 医药类 财经类 语言类 艺术类 体育类 旅游类 合计

上海市
(64所 )

本科院校
所

占比%
8
12.50

10
15.63

2
3.13

0
0.00

3
4.69

2
3.13

9
14.06

1
1.56

3
4.69

1
1.56

0
0

39
60.94

高职(高专)
院校

所
占比%

9
14.06

5
7.81

0
0.00

1
1.56

0
0.00

0
0.00

7
10.94

1
1.56

2
3.13

0
0

0
0

25
39.06

江苏省
(167所)

本科院校
所

占比%
34
20.36

22
13.17

8
4.79

2
1.20

2
1.20

5
2.99

3
1.80

0
0.00

2
1.20

1
0.60

0
0

79
47.31

高职(高专)
院校

所
占比%

6
3.59

54
32.34

5
2.99

5
2.99

0
0.00

4
2.40

7
4.19

0
0.00

4
2.40

0
0

3
1.80

88
52.69

浙江省
(108所)

本科院校
所

占比%
12
11.11

18
16.67

8
7.41

4
3.70

1
0.93

5
4.63

6
5.56

3
2.78

2
1.85

0
0

0
0

59
54.63

高职(高专)校 所
占比%

21
19.44

10
9.26

0
0.00

1
0.93

1
0.93

2
1.85

6
5.56

0
0

2
1.85

1
0.93

5
4.63

49
45.37

安徽省
(120所)

本科院校
所

占比%
13
10.83

13
10.83

8
6.67

1
0.83

0
0.00

5
4.17

4
3.33

1
0.83

1
0.83

0
0

0
0

46
38.33

高职(高专)
院校

所
占比%

10
8.33

35
29.17

4
3.33

1
0.83

2
1.67

6
5.00

11
9.17

1
0.83

3
2.50

1
0.83

0
0

74
61.67

长三角
(459所)

本科院校
所

占比%
67
14.60

63
13.73

26
5.66

7
1.53

6
1.31

17
3.70

22
4.79

5
1.09

8
1.74

2
0.44

0
0

223
48.58

高职(高专)
院校

所
占比%

46
10.02

104
22.66

9
1.96

8
1.74

3
0.65

12
2.61

31
6.75

2
0.44

11
2.40

2
0.44

8
1.74

236
51.42

  数据来源:同表4

701

戴玉纯,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安徽高等教育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



  2.层次水平有待提高。一是本科院校偏少。从
“三省一市”普通高校的办学层次来看(参见表6),安徽
省本科层次高校占38.33%,本科高校占比低于长三角
总平均(48.58%)约10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上海市约22
个百分点、江苏省约19个百分点、浙江省约6个百分
点;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占比达到61.67%,高居长三
角地区之首,比长三角地区平均占比高出近10个百分
点。可见安徽省本科层次高等教育在长三角地区明显
偏少。二是高品质大学稀缺。“985”“211”高校、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简称“双一
流”)是区域内优质高等教育载体的代表,反映了区域
高等教育发展最高端的水平,其分布情况在“三省一
市”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
数量上讲,江苏省15所、上海市13所、浙江省3所、安
徽省3所;从占本省(市)高校比例讲,上海市20.31%、
江苏省8.98%、浙江省2.78%、安徽省2.50%,长三角地
区总平均7.40%,安徽省处于垫底的位置。另外,中央
部委直属高校一般实力较强、学科特色鲜明,优势明
显,是地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

部分被列为省部(教育部)共建的地方高校,也属于省
(市)区域内水平较高、特色比较鲜明的高校,属于品质
较高的地方高校代表。从表6可以看出,中央部委直
属本科高校、省部共建地方本科高校在长三角地区的
分布也是多寡不均的,数量上看(即表6中的列(6)+列
(7)),长三角地区共有39所高校,从多到少分布是江苏
省18所、上海市11所、浙江省6所、安徽省4所;而从
这类院校在本省(市)高校占比看,长三角地区平均占
比8.49%,上海市17.19%、江苏省10.78%、浙江省

5.56%、安徽省3.34%,安徽省处于低洼地带。三是本
科院校学科水平偏低。学科在一所高校中处于龙头地
位,学科建设水平反映了一个高校的发展水平。全国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参见表7),安徽高校A-以
上学科共16个,在长三角地区垫底,同时要看到,安徽
高校的A-以上学科全部属于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省
属高校无缘跻身。据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总体上看,
安徽高教的层次格局在长三角地区处于落后地位,这
与创新型安徽省建设不相匹配,也与安徽省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不相适应。

表6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办学层次结构(2019年)

地区
合计
(1)

“985”
高校
(2)

“211”
高校
(3)

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
高校(4)

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
高校(5)

中央部委
直属本科
高校(6)

省部共建
地方本科
高校(7)

地方重点
建设省属

本科高校(8)

省属本科
院校
(9)

高职(高专)
院校
(10)

上海市
数量(所)
占比(%)

64
100.00

4
6.25

9
14.06

4
6.25

9
14.06

9
14.06

2
3.13

6
9.38

30
46.88

25
39.06

江苏省
数量(所)
占比(%)

167
100.00

2
1.20

11
6.59

2
1.20

13
7.78

10
5.99

8
4.79

11
6.59

69
41.32

88
52.69

浙江省
数量(所)
占比(%)

108
100.00

2
1.85

2
1.85

1
0.93

2
1.85

1
0.93

5
4.63

12
11.11

58
53.70

49
45.37

安徽省
数量(所)
占比(%)

120
100.00

1
0.83

3
2.50

1
0.83

2
1.67

2
1.67

2
1.67

17
14.17

44
36.67

74
61.67

长三角
数量(所)
占比(%)

459
100.00

9
1.96

25
5.45

8
1.74

26
5.66

22
4.79

17
3.70

46
10.02

201
43.79

236
51.42

  数据来源:(1)“双一流”高校数量,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的通知》统计,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教育部;(2)省部共建高校,摘自教育部官网省部共建地方高校情

况统计表;(3)地方重点建设省属本科高校数,摘自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网上公布的公开信息

  注:表中列(1)=列(6)+列(9)+列(10);“双一流”高校数=列(4)+列(5);列(9)包含列(7)、列(8)

表7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科水平状况
(2019年)

地区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A+ A A- 合计

国家级
一流学科

上海市 26 27 38 91 57
江苏省 23 17 40 80 43
浙江省 13 11 20 44 20
安徽省 7 3 6 16 13
长三角 69 58 104 231 133

  数据来源:(1)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数据,摘自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开信息(青塔网);(2)国家级一流学

科数据,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统计,摘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教育部

  3.高等职业教育有待提升。近年来安徽省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迅猛(参见表6),高职(高专)院校有74所,

居长三角地区前列;占全省普通高校总数61.67%,居于
长三角地区之首。一方面扩大了安徽高教的供给能
力,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
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徽高教类型的短板。进
一步考察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层面,应该讲,安徽省高
职(高专)院校尚需持续建设发展。一是高等职业教育
的规模层次问题。表8显示,长三角地区共有高职院
校223所,其中本科院校3所、专科院校220所;安徽省
高职院校69所,位列长三角地区第二,但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尚待突破。二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问题。
国家支持高职学校高质量发展,推进“双高计划”[13]。
安徽省入选高水平职业学校建设单位1所(C档)、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高校4所(其中A档2所),共计5所,占
全省高职(高专)院校6.8%,在长三角地区内居末位。
在省内整体高等教育规模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高
等职业教育规模上尚有发展空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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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长三角地区普高职(高专)院校分布情况(2019年)

区域
高职本科
(所)

高职专科
(所)

高等专科
(所)

高水平高职
学校(所)

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高校(所)

“双高计划”合计

(所) 占比(%)
浙江省 1 46 2 6 9 15 30.6
江苏省 1 84 3 7 13 20 22.7
上海市 1 21 2 2 0 2 8.0
安徽省 0 69 5 1 4 5 6.8
长三角 3 220 12 16 26 42 17.9

  数据来源:摘录自教育部2019年公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以及三省一市公布普通高等学校名单(高职本科,
截至2020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教职成函
〔2019〕14号)

  4.民办高等教育有待拓展。表9显示,安徽省民办
普通高校31所,占全省普通高校25.83%,低于长三角
地区平均水平,与浙江、江苏两省相比差距更大。对于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教育经费支持提升乏力的安
徽省来说,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大有可为。

表9 长三角地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分布状况(2019年)

区域
本科院校
(所)

高职(高专)
院校(所)

民办高校
合计(所)

民办高校占当地普通高校比例(%)
本科 高职(高专) 合计

上海市 8 11 19 20.51 44 19.29
江苏省 28 20 48 35.44 22.73 28.74
浙江省 26 9 35 44.07 18.37 32.41
安徽省 15 16 31 32.61 21.62 25.83
长三角 77 56 133 34.53 23.73 28.98

  数据来源:2019年长三角地区民办高校数,依据教育部2019年公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

  注:民办高校占当地普通高校的比例,以表4所列相应普通高校数为基数计算所得

  (三)学科专业结构失衡

  高等教育微观层面结构是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
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载体,直接指向高校的学科专
业布局和水平。安徽省本科专业覆盖了12个学科门
类(参见图1),工学门类专业占比最高,达35.90%;其
次为管理学门类、理学门类和艺术学门类,占比分别为
15.67%、11.88%、11.12%。工学和管理学门类占比最
大、优势明显,应用型专业门类占75%以上[14]。安徽
省高校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了以工学专业为主,多学科
专业协调发展的专业结构和格局,本科专业布局和省
内产业结构匹配度较好,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14]。高校专业结构需要与产业结构协调[1]。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在看到安徽高校学科专业布局
结构省域匹配度不断改善的同时,要注意到在长三角
地区产业结构的匹配度问题、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协
调度问题。

图1 2020年安徽省高等院校本科专业
种类的布点情况

  1.学科专业结构与长三角产业结构匹配度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在产业布局上锚定了构建区
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高端服务
经济三大目标[16],都与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
规格密切相关。据安徽省教育厅对省属高校专业布局
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情况分析,安徽高校部分学科
专业布局与社会需求不成正比[14]。2019年,安徽省高
校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的20个本科专业为视觉传达
设计(创意设计)、图书馆学、翻译、法学、知识产权、农业
水利工程、资产评估、财政学(证券投资)、政治学与行
政学、档案学、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国际事务与国际
关系、心理学、大气科学、朝鲜语、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天文学、法医、国际政治、传播学。管理学类、理学类、文
学类、医学、经济学类和法学类的专业点和毕业生数量
与其初次就业率排名不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这些专业的发展可能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部
分学科专业设置重复度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
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亟待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相匹
配,进一步提高安徽高教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
  2.学科专业建设水平与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协调
度问题。一是特色优势专业集中度不高。表10反映,
安徽省高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总数、校均数
在长三角地区处于末位,除去中央部委直属高校拥有
的一流专业建设点,省属高校只有200个,从省属高校
本科专业布点规模看更显稀缺。二是“四新”建设任重
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用好
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
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17]。“四新”建设是
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以“四新”建设引领本科全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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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推进新教改,打造新质量,构建新体系[18]。“四新”
建设的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关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未来。表11显示,安徽高校新工科、新农科、新文
科国家级立项数位列长三角地区最后,安徽省在“四
新”建设的道路上,任重道远。三是安徽高校“金课”建
设任务艰巨。从课程建设来看(参见表12),安徽高校
入选国家级一流课程103门,本科高校平均2.2门,仅
为长三角地区平均数的40.7%,只相当于上海市的1/4、
江苏省的1/3,安徽省高校尤其是省属本科高校打造
“金课”任务艰巨。四是安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不容乐
观。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反映了高校教学质量的基本风
貌,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主体资源。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
(2020版)》《全国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20
版)》[19],刻画了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生态。表13显
示,安徽高校进入TOP300的本科院校10所、高职(高
专)院校9所,共计19所,在安徽高校的占比分别是
21.7%、12.2%,合计占比15.8%,均位列长三角地区倒
数第一。综合特色优势专业、“四新”建设、一流课程建
设、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等4个方面情况,反映了安徽高
校特别是省属高校内涵发展基础薄弱,安徽高校的学
科专业结构与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状态不相
协调。

表10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一流专业
分布状况(2020年)

地区
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个)
本科高校
(所)

校均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个)

上海市 389 39 10.0
江苏省 682 79 8.6
浙江省 373 59 6.3
安徽省 257 46 5.6
长三角 1701 223 7.6
  数据来源:一流本科专业点数,三省一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及相关高校官网公开信息;大学生必备网,https://www.dxsbb.
com/news/69503.html

表11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四新”
立项建设分布状况(2021年)

地区 新工科 新农科 新文科 合计 备注

安徽
浙江
上海
江苏

35
50
89
116

11
16
21
27

17
25
78
73

63
91
188
216

暂未见国家
级“新医科”
立项信息

  数据来源:新工科、新农科数,摘自青塔·全景云数据平台;
新文科数,摘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拟立项项目名单的公示》,2021-07-29

表12 长三角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分布状况(2020年)

地区
线上
课程

虚拟仿真
课程

线下
课程

线上线下
混合式课程

社会实践
课程

合计
本科高校
(所)

校均国家级
一流课程(门)

上海市 135 40 106 40 12 333 39 8.5
江苏省 216 91 115 104 20 546 79 6.9
浙江省 70 43 58 43 11 225 59 3.8
安徽省 11 12 59 17 4 103 46 2.2
长三角 432 186 338 204 47 1207 223 5.4
  数据来源: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0〕8号),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教育部

表13 进入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20版)
T0P300长三角地区高校

地区
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合计

所 占比% 所 占比% 所 占比%
江苏省 24 30.4 37 42.0 61 36.5
上海市 17 43.6 7 28.0 24 37.5
浙江省 13 22.0 24 49.0 27 25.0
安徽省 10 21.7 9 12.2 19 15.8

  注:TOP300院校占比,以表4所列相应普通高校数为基数
计算所得

  综上所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扫描安徽高
教,区域布局、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等结构上存在着明
显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制约了安徽高教高质
量发展,与安徽省发展战略不相适应,与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要求不相协调。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既是区域社
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8]。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
安徽,亟待优化安徽高教结构,推进高质量发展,提升
安徽高教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水平。
  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安徽高教结
构优化建议
  人力资本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最
直接的纽带[20]。作为长三角地区的西部一员,安徽省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人力资本集中体现在安徽高
教的发展,在于安徽高教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协
调。安徽高教要立足安徽高质量发展,着眼于长三角
的产业布局和高教布局,优化区域布局,打造优质资
源,完善治理结构,推进结构优化,实现安徽高教与长
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
  (一)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安徽高教发展的平衡度

  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相比,安徽高教存在数
量不足、规模偏小、学校类型失衡等区域不均衡和省域
不均衡问题。面向未来,优化安徽高教区域布局,重点
在于扩点、增容、调整。一是扩点,就是扩大高校布点。
优先在皖西、皖西北地区增加布点,适当在长三角核心
核心城市以及纳入南京都市圈城市马鞍山、宣城等地
增加优质高校布点,改善安徽省域分布的不均衡,提升
安徽高教在长三角的分量。二是增容,就是扩大高校
在校生规模。扩大现有高校招生规模,提高现有高校
容量,尤其是品质较高的理工类高校、理工类专业要多
增加招生,使生均在校生规模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
三是调整,就是调整高校类型结构。适应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高质量制造业和高端服务经济[15]的需要,壮大
相关学科类型的院校,深入调整招生专业,积极扩大高
职院校。另外,基于目前安徽省财政支撑能力有限的
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不失为安徽高教
发展的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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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打造优质资源,提高安徽高教发展的协调度

  在长三角地区,安徽高教存在着优质高教资源稀
缺、层次以及学科专业等内涵发展水平偏低的结构性
问题。面向全球,着眼于长三角未来发展布局契合度,
打造安徽优质高教,重点在于内强、外引、合作相结合。
一是内强,就是立足安徽高校,做大做强省属高校。统
筹兼顾,在已有一所省属高校入选全国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的基础上,实施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升级
版,强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求适配性更高的部分
院校支持度,在本科院校、职业院校,公办、民办高校,以
及工、农、医、师、商等类型院校中各有风采,使安徽高校
呈现“五指山”各有峰峦,跻身长三角乃至全国高水平
大学之列。同时,重点支持,各显神通,鼓励高校加强
内涵建设,打造高水平学科专业以及课程、教学、科研,
使安徽高校的高端学科、高水平专业、优质课程资源得
到显著增长。二是外引,就是积极引进省外优质高等
教育机构入驻安徽建校办学,尤其是吸引省外“双一
流”高校以及境外优质高等教育机构入驻安徽办学,扩
大安徽优质高教资源,造福安徽人民。三是合作,就是
安徽高校与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高水平大学、科研
院所、先进企业、跨国集团、高端智库机构合作。鼓励
支持安徽高校与之形成实质性合作办学关系,共建专
业、学科平台、重点实验室等,鼓励支持安徽高校积极
参与长三角高等教育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分类大学联
盟互动,使安徽高教的建设发展与长三角地区的创新
发展紧密结合,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紧密集合,与长
三角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紧密结合,成为安徽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引领者。
  (三)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安徽高教发展的充分度

  安徽高教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既有数量的欠缺更
有质量的短板。优化安徽高教结构,仰赖政策护航,完
善治理结构,推进安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重点在于财政、自主、评价。一是财政,就是优
化财政税收政策,增强安徽高教发展的财力。与安徽
经济发展相协调,提高普通高校在校生预算标准,合理
提高学生收费标准,使安徽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事业费支出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追赶长三角地
区普遍标准;建立省、市分级支持高教发展的财政体
制,在省级财政依法依规保障高校预算的同时,要明确
地方政府属地化财政支持责任,既包括对本地所属高
校的支持,也包括对属地的中央、省管高校的支持;税
收政策要采取倾斜措施,使参与支持安徽高教建设发
展的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企业得到财务上实
惠,使之更加乐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二是自主,就
是依法依规保障高校行使自主办学权。“放管服”改
革,政府部门要真正放权给高校,改进管理方式上要有
政府的担当,提高服务上要有更加积极的高质量作为。
财经管理上,让高校依法依规能用钱、高效集约用上
钱,支持高校在内涵发展上自主有为。在选人用人上,
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校办学传统,发挥好高校
党代会、教代会的作用,依法依规集中高校民主智慧,
尊重高校师生员工的意愿,积极选调长三角地区高水
平院校优秀干部到安徽高校任职,建立省内高校后备
干部到长三角地区高校对口挂职锻炼或任职制度,选
好用好高校当家人。值得注意的是,民办高校要依据
有关法规对办学主体及其法人进行资质审查把关,对
其选派代表投资者的高校负责人要进行高等教育资质
审查把关。三是评价,就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安

徽高教结构优化的评价体系,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整体布局,对安徽高教的区域布局、类型层次、学科专
业等方面进行定期评价,并对各地市、各高校进行个别
评价,分年度发布报告,其结果与年度考核挂钩、与财
政支持措施挂钩,全面促进安徽高教系统对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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