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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新院系一拥而上就业环境恶化 “一抬头，发现又换了个

新面孔”，北京某工商类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李扬(化名)回

忆起4年的本科生涯，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老师像走马灯似的换

了一个又一个。 据他描述，因为师资匮乏，这个新闻系完全

“因人设教”，“有哪个老师在，就开哪门课程”。在大一

就提前开设的专业课上，一学期就换了4个老师。系里的老师

跳槽后，接连换的3个都是外聘的在读研究生。至于系里能得

到的其他办学资源，也极其窘迫。 “这样的院系能培养出合

格人才吗？有存在的必要吗？”李扬质疑。 他的困惑也代表

着其他许多身在新建院系的师生的困惑。近年来，在高等教

育新一轮的发展大潮中，许多高校或在底子薄弱，或干脆在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新办了不少院系。这些院系的现状和

前景及对人才的培养能力，都引发了普遍的忧虑。 专业重复

设置让高考报名学生迷惘 李扬所在的新闻系就是各高校热办

的院系之一。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何梓华介绍说，全国新

闻学类专业点1994年有66个，到1999年5年间增加了58个，平

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但从1999年到2004年5年内，共增加335

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70个。而到2005年，我国新闻类专

业点达到661个，一年就新增202个，几乎相当于新中国成立

后的前50年建立的专业点总和的两倍。 何梓华说，新闻学类

专业点近年来“超常规”发展，但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

条件严重不足，很多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有的学校只有两



三个教师就挂牌招生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课也开设不了。 法

学专业点也是如此。据统计，目前国内法学院、系及专业教

育机构已达600余个。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表示，这些

法学专业点实力非常悬殊，某些高校的授课者甚至由原来上

政治课的教师转任。本来，法学14门核心课程都应该具备教

员，但有的学校一个教师教几门课程。同时，图书资料、模

拟法庭等必需的教学实验设施也都不具备。 计算机学科情况

也类似。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的本科专业目录时，“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还是数学学科的两个专业之一。但资料显

示，到了2003年，全国“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专业点已达

到366个，2004年更是达到近400个，位居全国高校理科专业点

数量第一位。到现在，几乎没有哪所高校还没创办计算机科

学学院，但同样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新建院系连主干课程都

难开齐，师资更是由刚从高校毕业的学生担纲。 某些高校由

于新建院系太多，甚至让考生在高考录取时非常迷惑。一名

考生报考了2005年新合并而成的西南某高校，填的专业是生

物技术，原以为会被生命科学学院录取，不料却被农学与生

物科技学院录取。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两个院都有这一专业

。而该高校合并后，成立的31个学院中，就有近半数是新成

立的。 为高校综合排名指标一些大学不求所为但求所有 在新

院系纷纷上马的热潮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以理工科见长

的学校办文科，以文科见长的学校办理工科。如清华大学近

些年来就创办了新闻学、历史学、法学等院系；而向来以文

科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先后于2004年和2005年创办了化

学系和物理系，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理学院。 在其他的许多

高校，也经常可以看到不时冒出一个与学校特色几乎毫无关



系的院系来。 “一些名校在拥有充足资源的基础上，创办有

利于学科优化的新院系无可厚非，因为这些高校能吸引到一

流的师资和学生。但是，某些高校基本不具备相应资源，建

新院系就是为了求大求全，标榜学科门类齐全”，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有些高校“12个

学科门类，一定要办出9个10个才觉得光彩。” 而李扬则表示

他们系的成立是出于招生的需要，“我们系说是为了迎合发

展趋势，发挥自身强项而建的，其实还不是看着新闻学科热

，好招生”。 他说，1997年学校由一个轻工业学校和商学院

合并为工商类大学，为了上规模，也因为新闻是热门学科，

所以就开设了新闻系，到了他入学的2001年，适逢高校扩招

，新闻系从一个班扩成两个班，学生数量一下子翻了一番。

“2004年，财经类大学生师比最低为23∶1，但我们学校已经

超出这个范围，被给予黄牌警告”。 该系一位教师表示，他

也准备离开这个系了。“教经济的根本不懂新闻，教新闻的

老师也没有人懂经济，经济新闻到现在都没人能讲。当年招

生就是为了图名、招生和挣钱。”至于课程设置，原本的想

法是依托学校的商科优势办经济新闻，所以增设了大量的经

济类课程，但一半新闻，一半经济，“完全是两张皮，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此，厦大的教育学者解释，现在我们

国家的教育拨款体系是按学生人数拨的，而且，高校教育经

费的大头来自学生学费，多招一个就多一笔钱，这导致许多

高校片面追求规模。“社会上哪个专业需求热，就想办法开

设哪个专业；哪个专业开设的门槛最低，也就开得最多。所

以近些年来，法学、管理、新闻等专业就一窝蜂地上去了”

。 他认为，大学排名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大学排



名而言，单项排名比较好，但现在都是搞综合排名，缺了哪

个学科对排名都大有影响，所以一些大学就不求所为，但求

所有，先把架子搭在那里再说。” 盲目建系会带来就业环境

的恶化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认为，造成高校盲目上马新

院系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近些年来，原本掌握在省级教

育主管部门或者教育部的新办院系审批权下放给了高校，高

校有了这种权力以后，往往对自身的约束不够，很容易不经

过严谨调研就盲目兴建各类院系和热门学科。 李曙光认为，

法学600多个专业点，压缩到两三百个就差不多了。“一定要

设置门槛，形成评估机制和淘汰机制。教育主管部门放权是

正确的，但还是需要一定的审批条件”。 长期关注教育问题

的学者顾海兵认为，学校行为是不是合理，上一个学科点、

专业点，经过了什么程序，是否经过了反复论证，这些都很

重要。 许多专家指出，一些新升格的高校和一些高职高专，

一无基础，二无师资，也纷纷上马新院系，这不符合高等教

育的发展规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闫凤桥认为：“市

场会以一种比较缓慢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盲目建系会带来

就业环境的恶化，一些新设立的院系慢慢会被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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