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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9_8D_E2_80_9C_E5_c65_287361.htm 在阴晴难测的就业市

场和教育部门的指手画脚之间，高校往往迷失 2007年7月，上

海市教委给其所属高校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对一些就业不景

气的冷专业，应予撤销，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之前三年上海

市就业率较低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中医、地质、甚至天文学

等38个。 作为另一调控措施，上海市教委每年还会公布一个

紧缺专业的列表，涵盖一些时下紧俏的行业，比如会展、英

语、甚至LCD屏幕的生产。高校毕业生如果对口这些紧缺专

业，找工作将享受便利，反之则难觅东家。 上海交大的腾挪

之道 在面对政府对于教育的调控时，上海交大的教务处副处

长马磊给本刊讲了两则听上去像笑话的事情。 2002年，全国

各地的桥梁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事，追根溯源，有人把毛病归

在了教育的身上。说是这些年，国家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程

力学专业不景气，学生素质差，青黄不接。反映到修路建桥

上，就是“二把刀”工程师充斥，工程质量低下。 在一次教

育部召开的会议上，有领导专门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问上

海交大的领导，作为国内工程力学人才的基地，他们学校这

些年工程力学是怎么搞的。 上海交大的领导感觉很委屈，事

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工程师饱和，有个阶段教

育部就反复重申不培养这样的人才了。当时理工科教育集体

滑坡，社会上舆论纷纷，自此优秀学生不报考，毕业生不吃

香，各地高校工程力学专业逐渐改弦更张。如今，时过境迁

，这方面人才再度吃香，教育主管部门却把问题归在了学校



身上。 这是当年高校没有学科设置自主权的后遗症教育部门

在宏观上把握人才培养和市场的平衡关系，说白了还是在大

面上搞一个萝卜一个坑，统分统配。 2005年，上海交大有了

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力，来自教育部的指导少了许多。这

让上海交大的领导们感觉在专业设置上有了很大的空间。 但

有一天，马磊接到了上海市教委的一个电话，一个领导跟他

说，上海市规划要大力发展LCD(液晶屏)，希望交大增设一

个LCD专业，培养些人才。马磊一时听得愕然，说你去找上

海大学吧。 马磊如今回忆起来都显得比较郁闷，他说，上海

市教委让我们培养LCD人才，上海有的是专科类院校，至于

让上海交大去搞个这么莫名其妙的专业吗？四年以后学生毕

业你们不要了怎么办，那不是很可怕的？我当时说可以给你

相关专业的学生。对方说不行，就要LCD专业的，双方最终

谈崩。 上海交大和上海市教委的关系闹僵了。到了第二年学

生分配，问题就出来了。当时，毕业生如果要考虑留在上海

，必须得专业符合上海市教委出台的紧缺人才目录。反之，

就不给加分，留沪希望渺茫。之前，上海交大整合了很多专

业，当年的毕业生所学专业很少有完全符合那个紧缺人才目

录的，致使学生留沪问题批不下来，学生们闹到马磊这里。

马磊一气之下，就去找上海市教委。 对方给他看那个目录表

，提出这是上海的政策，必须完全吻合。马磊看完发现，要

是按照上海市的标准，交大没几个专业算得上紧缺人才。这

让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教务处长很是脸上无光，难道交大培养

的学生在上海没市场？ 原来，马磊当时遵循的是2006年教育

部高教司下发的一个紧缺专业目录，而上海市教委遵循的却

是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下发的一个老目录。两份目录风马牛



，自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地方。 后来，上海市教委领导提出

来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位领导让马磊自己划分，交大的哪些

专业和紧缺目录是对口的。马磊也不谦虚，紧缺目录里所有

的专业都被他划入了上海交大的已有学科。对方说，你们这

是贪便宜，对其他学校不利。马磊答，让市场去选择好了，

看社会更认可哪个学校的学生。 面对记者，马磊直言，好在

上海交大是部属院校，可以有一些腾挪的空间，到了一些地

方院校，只有惟上级教育部门马首是瞻了。 沪上大学的左右

逢源 虽然对部属类院校的专业指导遭遇抵触，但上海市教委

在面对辖属地方高校时，却找到了新的办法。 2005年，上海

市教委加大教育上的资金投入，提出建设教育高地的思路。

其思路的核心是，对于高校专业设置由之前的硬指导变为如

今的资金引导。对于一些在他们看来比较热门的专业，在本

地高校内进行重点扶植。 当时，上海市教委预测在今后上海

市的发展中，英语、会展、知识产权等十个专业将颇为抢手

，就在当地高校为这些专业设置教育资金支持。 按计划，在

上海本地的高校为这些专业建设十个教育高地，投资四年，

一个高地一千万，共计一亿。四年后，上海市就能迅速看到

这些热门专业的人才上市。 虽然作为上海大学对于此类人才

培养的短期效应也不适应，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地方院

校，他们毕竟看到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 在面对高校

自主权的时候，重点院校与地方高校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

前者要权，后者要钱。 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那份冷热专业通告

下发到上海大学后，该校教务处长周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教委的通告，间接来讲也是为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考虑的。 

接到通知后，学校领导已经向各个学院领导打了招呼，要考



虑就业问题，就得尊重教委的通告。而至于多给学院自主权

，大家都比较慎重，说白了自主权越多，就表明身上的责任

越重，如果教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市场倒逼高校，他们

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当记者提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

办校理念时，周锋说，他也知道，但那是对重点高校而言。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哈金斯就反对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

站”，“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念把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挤出

大学课程，而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最终把高等教育变成当代

任何社会潮流的奴仆，且不管那些潮流多么肤浅如果公众对

新闻感兴趣，新闻学院就如雨后春笋；如果商业发达，商学

院就应运而生；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公共管理的训练就成了

大学的第一要务。” 高校的自主难题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

中国，中产阶级在这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

数量极速增加了15倍。那个时候，正是明朝的晚期。 那一阶

段，发生了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大规模浩大的一次“扩招”，

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成了读书人。 那些常常落榜的生员

和秀才们在大城市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他们刺激了消费

，并使大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然而，有识阶层

的迅速膨胀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文人雅士特有的生活方式

让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浮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落榜生，寄

情于风月，令当时的城市人口激增。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当时的热门职业就是从事市民小说的写作，冯梦龙就是其

中之一。 三百年后，这一幕仿佛又在发生。 1999年，高考扩

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保守地说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这些

大学毕业生同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令城市人口剧增。

低迷的人才市场倒逼高校，令后者进退维谷。 一面是阴晴难



测的就业市场，一面是教育部门的无形之手，身处其间，高

校往往迷失。 给高校以自主权喊了将近了15年，但在高校看

来始终“雷声大，雨点小”。 1993年的《高校教育纲要》就

已经指出，在招生、专业调整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

主权。 1998年，周远清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始实施了一系列

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他提出对高校放权，实行共建、合并、

调整的方针，让一部分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的大学；让

民办高等学校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规模。 作为教育试点的

上海市，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高校整合。当时

的上海大学合并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科技高等

专科学校之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属高校里规模最大的一个。 

后来社会上把周远清改革的目的更愿意看作是为扩招做准备

。而事实上，当时改革的目的并非在此。 计划经济下，讲究

人才培养和市场平衡，那杆秤始终在教育部手里调控。具体

调控的办法就是，哪个行业缺人，教育部就提出让哪个学校

重点培养一点。 但后来人们发现，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出炉

就滞后，往往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很好

平衡点有段时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行业缺乏

管理者，而在此之前，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火爆，很多人

不去读本科，导致技术型人才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人才有点饱

和。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当时的思路是一方面对高校放权，

另一方面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细分，即是给高校分级，明

确哪些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哪些高校培养管理人才。 为此，

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的

核心即是，交大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最终，他们拿定主

意，抛开之前的苏联教育模式，向美国教育看齐：作为名牌



大学，培养的是高级精英人才。 1999年，《高教法》明确提

出向高校放权。这些下放的自主权包括招生、专业设置、教

学等几个方面。 如果不出现之后的扩招失控，此次高等教育

的改革或许将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教育部和高校的这个

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出现了变异。 高校扩招开始后，教育

部开始大力鼓励高校拓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回忆

说，那时候高校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办学方针。比如，高

校没宿舍就鼓励走读；食堂供应不足，就增加服务时间；澡

堂用不过来，就实行男女分时制。 一味做大的高等教育让教

育分级成为一句空话，不少新兴的高校都喊出了诸如“要办

中国的牛津，要办中国的剑桥”的口号。而另一面，对高校

的放权却相对滞后。 当时教育部整合了专业目录，专业从之

前的504个减少到249个。而具有自主设置专业权利的，也仅

停留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七所重点院校。实施自主设

置专业后的上海交大在第一年，却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遇。 

上海交大教务处副处长马磊回忆说，2000年，社会上突然不

接受交大的毕业生了，“原因是，我们专业整合以后，毕业

生找不到之前的对口单位。说白了，就是对于教育的分级出

现了不适应。” 比如通用汽车来学校招人，一直喊着要车辆

工程的人，如今发现没有了，变成机械工程自动化了。 再比

如上海市电力局来招人，要电机系的没有了，电力系统自动

化也没有了，如今叫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了。这些毕业生好像

什么都能搞，但却没有上海电力学院的学生好用，人家什么

都会干，交大学生先要看书才会做。 招生单位不干了，向交

大提出，要么你们改，要么我们走。交大倒是不为所动，始

终绷着劲要把精英人才培养走到底。 如此持续了两年，局面



开始好转。两年后，上海市电力局来找交大要人，问你们每

年200个学电力的学生去哪了。马磊答，去IBM了，去INTEL

了，因为你们不要嘛。 用人单位这才明白，交大的毕业生如

今不能让他们去爬电线杆了，而是该让他们去坐办公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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