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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

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研究

杨水根　王　露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带来技术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

等的快速调整，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要素[1]。瞄准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为产业转型升级输出创新人才和提供

行业企业共性技术研究成果是高校的重要使命[2]。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作

为人力资源供给、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

他们肩负着不断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要求的学科专

业结构、以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

要“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

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振

兴”[3]。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长江中游地区，在经济

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处于承东启西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也赋予湖南“三高四新”重

大历史使命[4]。对接产业调整优化学科和专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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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是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重要支撑。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专业建设......支

持中部省份共建共享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

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湖南省发展的新阶段，本科专

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是否有新的内容、

其演化特征及学科发展差异如何？在推进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

结构演进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何种地位？怎样实现更

高质量的协同，助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上述

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既是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亦

是现实发展要求的迫切期盼，更是实现“十四五”时

期湖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基础性工作。

在现代社会发展体系中，本科专业设置与产业

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关联。在本科专业方

面，Rauscher研究发现，教育发展有利于创造技术

岗位和优化职业分布，其中对下层社会的孩子的职

业变化影响更加明显[5]。Jung&Choi研究发现，知识

型产业由于技能偏见，劳动者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

呈正相关，进而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6]。Wu&Liu

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

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7]。徐东波基于系统论的

视角提出，省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需重视动态性、

协同度、适应性、整体性等原则[8]。在产业结构优化

方面，Wei认为，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影响高等教育财

政支出、投资方向进而实现专业结构调整[9]。He等研

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化是教育水平提高的

直接原因[10]。关于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两者的双向

互动关系，研究者更多从高等教育大系统中去分析

学科结构、层次结构、教育人力资本等与产业之间的

关系。Schulter&Peter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界

的密切合作是应用型研究和在经济过程中使用研发

成果的最佳工具，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

的基础[11]。何菊莲等指出，学科专业设置是高等教育

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的关键，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

构的协调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12]。

胡德鑫和王漫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借由人力资

本供给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则通过各部门

人才需求对教育学科结构产生影响[13]。王志强和李

盛兵认为，学科专业是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支

撑力量，关注产业需求、明确功能定位、建立预警机

制和优化机制等有助于解决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产

业结构发展的不适应性问题[14]。近年来，产业结构与

高等教育两者协同关系的定量测度逐渐丰富，Lin.

et.al等实证发现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

互动性[15]。霍影等利用协同适配评价模型实证测度

东北三省高等教育不同学科人才结构调整与产业升

级的协同度[16]。徐秋艳和房胜飞通过构建高等教育

供给结构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变异系数、耦合协

调度模型分析了30个省份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产业

结构升级（高级化）间的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

征[17(P56-59)。李玉栋和沈红借助有序度、协同度和空间

分析方法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四省份三大

类学科与产业系统的协同度处于整体偏低状态，人

文社科类学科与第三产业的协同度相比其他产业更

好[18]。侯杰和彭亮通过构建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人

才培养结构、教育投入）和产业结构（结构效益和结

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

行测度，结果表明湖南省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和产业

结构的协调度缓慢提升[19]。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本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评价指标等相关研究逐步展

开，但结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专业动态调整的

新要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高效化等的讨

论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研究范畴从全国宏观逐渐

向省域或者特定区域深入，但根植于湖南省的系统

研究成果还较少，尤其是结合湖南高质量发展最新

要求的集成性研究还鲜有发现。基于此，本文以湖

南省为典型样本，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多元分析方法对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

协同发展的具体差异及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本

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结合湖南“三高四新”

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要求，聚焦本科专业

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推进

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

的人才支撑；第二，综合运用耦合协同度、相对发

展度、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全面考察湖南省本科专

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水平及其差异；第

三，进一步从中部六省比较视角揭示湖南省本科专

业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状况，既有助于看到湖南省

发展所处的水平，亦是对国家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研究高 等 教 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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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的呼应。此外，笔者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富

有针对性的对策，能为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与服务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高校具有资源

配置与经济实体融合的特性，其与所处的社会系统存

在紧密的互动关系[20]。高校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隶属

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产业结构优化是影响

本科专业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

级化和高效化演进，将引起各部门人才需求结构的

变动，促使高校对本科教育规模结构、类型和配套设

施等优化调整，进而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21]；另

一方面，本科专业调整对产业结构演进具有支撑作

用，本科专业的合理化调整足以提高人才资本质量，

为产业发展输送各类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并提供科

研和技术支撑，影响着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效[22]。但由

于本科教育调整存在时滞性，产业结构也受到内外

部多重因素的影响，两者较难实现完全的同步发展，

所以本科专业调整适度超前产业结构演进，可对社

会需求进行预判并及时调整[23](P111-113)。因此，本科专

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发展是动态适应的过

程，两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实现两者的协同发

展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为湖南提出

“三高四新”战略，这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一

段时期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行动纲领，更是实

现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实践和总要求。在这一背

景下，加快本科专业调整，实现与产业结构演进高质

量协同，不仅能建设一批服务性更强的学科专业，

培养更多“高精尖”和高技能人才，为区域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也有助于发挥教育

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引领湖南产业结构提质升

级，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为推动中部崛起

贡献更大的高等教育力量。因此，区别于以往产教

融合指数的一般性讨论，本文聚焦本科教育发展层

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产出为导向、持续

改善培养质量”的融合发展理念，研究重点不仅是

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双系统的一般协同水

平测度，更侧重讨论产教系统融合过程中如何实现

教育资源配置最优、如何达成优质协同的目标。

基于此，根据目的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文提出从规模结构、成果产出和资源配置力等3

个维度12项指标对本科专业调整进行测度；产业结

构演进则在高远东、何宜庆等研究的基础上[24,25]，提

出从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等3个维度6项基本指

标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改进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

重，形成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本科专业调整

本科专业调整是在优化各类教育资源配置的基

础上，实现本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实现结构改进、

成果产出增加。其中，规模结构主要体现专业调整

实效，主要测度指标包括：学科专业结构（人文社

科类、经管类、理工类、教育类、农学类和医学类6

个学科毕业生数占总毕业生数[26]）、本科招生数、

学科经费总投入（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占地区财政支

出的比重）[17](P56-59)。成果产出则是本科专业调整的

主要目标，主要测度指标有科学研究课题数、发表

科技论文数、技术转让合同数、专利申请数。资源配

置力在本科教育发展中起到基础作用，主要测度指

标有教授数、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总教师数比

例、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资料、生均教学固定

资产。

2.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演进主要指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包含

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即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和高

级化，结构效益日渐高效化。产业结构合理化，重点

体现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本研究

采用被重新定义的泰尔指数和二元对比系数来综

合度量产业合理化指数[27,28]。产业结构高级化，通

常意味着产业之间比重的动态改变和调整，本研究

选择产业层次系数、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

GDP比重刻画产业结构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形态演

进[29，30]。其中产业结构层级指数

qi为三次产值占GDP比重，TS越大表明产业层

级越高，产业结构越高级。产业结构高效化，一方面

体现了产业经济效益提高，另一方面体现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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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高效合理，具有较高的环保和节能水平[31]。本

研究主要从效率、节能和环保等三个方面对产业结

构高效化进行测度。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是最常用的综合指标测度方法之一，该

方法主要考虑的是指标自身特性，不涉及指标的相

互作用关系，能够尽可能避免主观意愿在权重确定

过程中的影响。根据熵值法的原理和计算步骤[32]，

笔者首先对湖南省1999～2019年本科专业调整与产

业结构演进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

式：

；

在此基础上构建标准化矩阵：

求得熵值

及差异性系数 ，

权重 ；

最终利用

计算各个时期湖南省产业结构演进（Uy）和本科专

业调整（Ux）综合发展水平。

2.协同度模型

协同度是用来衡量系统或要素之间协同状况的

定量指标。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构建本科专业调

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度（以下简称协同度）模

型进行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公式中C的取值范围为[0,1]，趋于1则两系统处

于优质协同状态，趋于0则表明本科专业调整与产

业结构演进系统动态协同关系较弱；k为调节系数，

k≥2，这里k=2。

公式中，D为协同度，在[0,1]之间取值；T为两

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x为本科专业调整水平，Uy 

表1　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系统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符号 单位 作用类型 权重

本科专
业调整
系统

规模结构 本科招生数 x11 人 正 0.0406

学科结构 x12 % 正 0.3421

学科经费总投入 x13 % 正 0.0584

成果产出 R&D项目课题数 x21 项 正 0.0670

发表科技论文 x22 篇 正 0.0446

申请专利数 x23 件 正 0.0999

技术转让合同数 x24 项 正 0.0641

资源配置力 硕士以上学历教师所占比例 x31 % 正 0.0654

教授 x32 位 正 0.0441

生均固定资产总数 x33 万元 正 0.0485

生均校舍面积 x34 平方米/百人 正 0.0773

图书资料 x35 万册 正 0.0515

产业
结构
演进
系统

合理化 泰尔指数TL① y11 / 逆 0.1060

二元对比系数R y11 / 正 0.1293

高级化 产业层次系数TS y21 / 正 0.0947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GDP y22 ‰ 正 0.2137

高效化 效率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 y31 万元/人 正 0.1715

节能水平（单位电耗经济产出） y32 亿元/千瓦时 正 0.1851

环保水平（城市园区绿化面积/国土面积） y33 公顷/万平方公里 正 0.0996

①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Y表示地区总产值，i=1,2,3表示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L表示地

区就业总人数；当TL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二元对比系数即比较劳动生产率， ，Y1、

L1分别为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Y2、L2分别为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就业人数之和，Y、L则分别为总产值、总就业人数。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研究高 等 教 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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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密度分析

Kernel密度分析的目的在于获得可近似表示数

据分布的密度函数每点估计值，不仅展示了协同度

的整体形态，同时也分析了样本分布的动态演化特

征[36]。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观测值个数，h>0表示核估计带宽，

i表示样本下标，k(·)表示标准正态分布核函数，

(y-yi)表示带宽范围内带估算中心点到样本点i的

距离。

（三）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操作性，本文数据来源

于《中国教育年鉴（1999～2019）》《中国高等学校

科技统计资料汇编（1999～2019）》《湖南统计年鉴

（2000～2020）》及湖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

省、河南省和湖北省高等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教育

部关于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表或审批相关

文件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方法补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整体时序发展分析

依据前述协同评价体系和测度方法，首先计算

得到1999～2019年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和产业结构

演进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同度，结果如图1所示。

1.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趋势各异

由图1可知，湖南省产业结构演进整体呈现快速

上升趋势，而本科专业调整则在波动中提升，两者间

差距经历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首先，从综合发展

水平和增速来看，产业结构演进水平从0.1662上升到

0.9051，实现了质的飞跃，年均增速达8.84%；而本

科专业调整水平则从0.3870变化为0.7481，21年来

平均增速仅为3.35%，说明本科专业调整较产业结

构演进速度慢。其次，观察两系统的变化趋势发现，

2008年为两系统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节点，且两者

之间的差距由收敛趋向扩散。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

产教融合更多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行为。一方

面，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经济政策向新兴产业转移、

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即

时的、高速的指数变动；另一方面，受制于本科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滞后性、流动性及“就业难”等问题的

影响，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质量并不亮眼，突出表现

为2020年湖南省本科就业质量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

在第18位。此外，图1还显示，2008年以前产业结构

演进与协同度变化趋势一致，之后则是本科专业调

整与其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科专业调整适

度超前于产业结构演进，并在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实

表2　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发展阶段及类型划分

协同度D 发展阶段 相对发展度β 主要特征 类型

0.00～0.40 低层次
（无序）

β＜-0.1 本科专业调整滞后型，制约产业结构演进，二者无序发展，系统趋于退化 Ⅰ

|β|≤0.1 基本同步型，推动产业结构演进，二者低度无序发展，系统趋于优化 Ⅱ

β＞0.1 本科专业调整超前型，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二者无序发展，系统趋于退化 Ⅲ

0.40～0.70 中层次
（磨合）

β＜-0.1 本科专业调整滞后型，制约产业结构演进，二者高度磨合，系统趋于退化 Ⅳ

|β|≤0.1 基本同步型，推动产业结构演进，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优化 Ⅴ

β＞0.1 本科专业调整超前型，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二者高度磨合，系统趋于退化 Ⅵ

0.70～1.00 高层次
（协同）

β＜-0.1 本科专业调整滞后型，制约产业结构演进，二者低度协同，系统趋于退化 Ⅶ

|β|≤0.1 基本同步型，推动产业结构演进，二者高度协同，系统趋于优化 Ⅷ

β＞0.1 本科专业调整超前型，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二者低度协同，系统趋于退化 Ⅸ

为产业结构调整水平；α、β为要素或系统权重，在

推进地区产教融合发展中，产业动力与教育活力同

等重要，因此将α和β都设定为0.5。

3.相对发展度模型

协同度模型仅揭示了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

演进的协同发展关系，无法展示其相对发展程度。

因此，可以通过Ux与Uy的差值计算的相对发展指

数来表示不同时点两系统的状态耦合互动关系[33]。

本研究借鉴现有分类标准[34]，并综合协同度和相对

发展度结果，将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

同发展阶段、类型及特征总结如表2所示。参考吴小

节等学者的做法[35]，可以认为，当本科专业调整与

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发展处于Ⅷ型时，两系统实现

了同步发展，是产教系统趋于协同的最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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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良性互动并进，是推动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长远战略。

2.协同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速放缓

表3揭示了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

进的协同度和相对发展度的变化情况。依据协同度

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湖南省的协同度D值从1999年

的0.4421提升到2019年的0.9010，并由相互磨合走

向高层次协同发展阶段，但21年来协同度年均增速

仅为3.62%，尤其2017～2019的年均增速为2.58%，

增速明显放缓。这表明，随着“一化三基”“四化两

型”等战略的推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

造业逐渐成为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随着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科教育调整的时滞性影响

更盛，导致人才结构难以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

要的矛盾日益严峻，突出表现在理、工、农学类等

专业的平均布点明显低于人文类专业，其中，工学

类专业布点占比最高（34.64%），但专业种数覆盖率

（54.73%）明显低于教育学类专业（80%），农学类

专业布点占比仅为2.04%，严重影响了湖南省本科

专业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

现阶段湖南省要实现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

进系统间的良性循环具有较大压力。

（二）阶段性演变特征

依据相对发展度指数和协同类型判定标准，可

将本科专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演进两者的相对发展状

态分为本科专业调整超前、同步、滞后于产业结构演

进三类（以下简称超前、同步、滞后），超前和滞后均

不利于实现产教融合系统最优。从表3可知，研究期

内湖南省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系统经历了“本科专

业调整超前-基本同步-本科专业调整滞后”的阶段

表3　1999～2019年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度结果

年份 D β 基本特征 类型 年份 D β 基本特征 类型

1999 0.4421 0.2208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0 0.7023 -0.0263 高度协同--同步 Ⅷ

2000 0.4532 0.2236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1 0.7298 -0.0713 高度协同--同步 Ⅷ

2001 0.3904 0.2640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2 0.7645 -0.0509 高度协同--同步 Ⅷ

2002 0.4261 0.2566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3 0.7924 -0.1360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3 0.4612 0.2747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4 0.8068 -0.1546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4 0.5661 0.2009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5 0.7962 -0.2836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5 0.5725 0.1335 高度磨合-超前 Ⅵ 2016 0.8216 -0.3098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6 0.6397 0.0338 低度磨合-同步 Ⅴ 2017 0.8347 -0.2532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7 0.6778 0.0604 低度磨合-同步 Ⅴ 2018 0.8463 -0.1987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8 0.6973 -0.0133 低度磨合-同步 Ⅴ 2019 0.9010 -0.1570 低度协同-滞后 Ⅸ

2009 0.7107 -0.0127 高度协同-同步 Ⅷ

图1　1999～2019年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及其协同度变化

超前阶段 同步阶段 滞后阶段

（年）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研究高 等 教 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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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演变特征，协同发展类型呈现“Ⅵ-Ⅴ-Ⅷ-Ⅸ”的

演变趋势，系统整体有趋于退化的特征。

1.第一阶段（1999～2005年）：超前主导，处于磨

合走高的协同期

湖南省这一阶段本科专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演进

的协同度在0.3904～0.5725范围内波动，年均增速

达4.40%。尽管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相对

发展度变化趋势不大，但本科专业调整水平始终高

于产业结构演进水平。这源于这一阶段本科专业规

模的快速扩张，2005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院校在校

学生数增长到37.05万人，年均增速达到22.70%，

在校生人数占中部地区的17.11%。且《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允许各学校自主决定学生调整专

业、学习年限等，对各学科专业的人数变动也产生

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湖南省产业结构正处于第

二、三产业交替变化的不稳定期，其转型升级效应

不如本科教育规模扩张的效应，故而呈现较低水平

的协同，甚至存在伪协同现象。

2.第二阶段（2006～2012年）：同步赶超，协同

度持续提升

此阶段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演进

的协同度介于0.6397～0.7645范围内波动，且相对

发展度在-0.1～0.1范围内，实现了较高层次的同

步发展。这一时期湖南省加快以制造业为主的重工

业转型升级，加快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高技术产业发展，促使产业进入“二三一”的高级化

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提速明显。我国本科教育

自2007年开始启动“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以来，高

质量发展成为焦点。伴随而来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

出、师资队伍建设等系列政策优先向东部地区、发

达地区倾斜，惠及湖南的政策红利比较有限，一定

程度上使得本科专业规模扩张步伐减慢。其中，医

科专业建设引起关注，其毕业生占比由4.56%上升

到7.68%，而农科和理工科专业结构比重呈下降趋

势。同时，地方政府不断完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政策体系，强化人才需求预测和跟踪反馈机制，提

升了本科毕业生就业市场与产业需求市场的匹配

度，有利于实现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

3.第三阶段（2013～2019年）：滞后相随，进入

高层次低水平的系统协同阶段

这一时期协同度由0.7924上升到0.9010，年均增

速为2.16%，但相对发展度始终小于-0.1且有扩大

倾向，这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湖南省仍将处于本科

专业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的境况，实现本科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仍是任重道远。这主要是因为：

“十二五”以来，湖南省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

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尤其是2016年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

速了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使得战略性新

兴产业成为湖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但与其相关的

新兴专业如人工智能等则布点较少，传统专业“同质

化”建设较为严重。据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①，湖南

省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布点数最多的前5位分别是英

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视觉传达

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且超过30个布点

数的17种专业多集中在文学、理学、管理学等传统

优势门类；本科毕业生人数占比最大的专业大类是

工商管理大类，电子信息科学类则占比最低，仅为

0.01%②，尚不能完全匹配专业化、高技能化人才需

求的新兴产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医学专业

近年来发展较快，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实现了较高

水平的融合成长。到2020年，湖南省医学专业覆盖率

达到39.39%，同时，药械化生产企业达1 066家，增长

52%③，不仅拥有可孚医疗、安邦制药、九芝堂等一批

头部企业，还有长沙高新区、浏阳经开区、金霞经开

区医药物流、望城经开区铜官原辅料药产业园等医

药产业集聚区，有效促进了湖南省医药产业发展，在

全国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充分展现了湖南力量。

（三）中部六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

协同发展水平比较

作为全国产教融合示范区、振兴中西部教育的

重要试验区，湖南省在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方

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探讨湖南省本科教

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必要考虑邻近地区教育溢

出的影响。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较性，笔者选

择2003～2019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①数据来源：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公布的《湖南省直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20年招生专业目录》、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官网发布

的招生专业目录进行统计得到。

②数据来源：湖南省普通高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③数据来源：湖南医药产业迎来发展黄金期，https://hunan.voc.com.cn/article/202103/202103251025112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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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6省数据形成中部地区面板数据，进一步考察

湖南省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度在更大区

域范围的发展情况（见图2）。

1.中部地区协同度整体提升但区域内部差距扩大

图2是中部地区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

协同度分时段的kernel密度估计情况。整体来看，

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度的kernel密度

函数中心及变化区间均逐渐右移，且时段性明显；

核密度曲线由2003年的相对陡峭变为2019年的相

对平缓分布形态，2012年、2015年、2019年三条曲线

右移幅度明显增大，表明中部地区整体协同度在不

断提高，这与湖南省典型化特征事实结论相一致。

与此同时，曲线的主峰高度逐渐下降，曲线宽度大

幅增大，说明中部地区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

进协同度的绝对差异在扩大。分时间段来看，2006

年kernel密度函数的峰度最高，随后峰值呈现逐渐

下滑趋势；2012年以后曲线右移及延展性拓宽趋势

显著，同时右拖尾面积增大；2019年核密度曲线的

变化区间明显增大，意味着在中部地区本科专业与

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存在显著内部差异。如何实现

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协同，是未来推进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图2　2003～2019年中部地区本科专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度的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①因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具体数值，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2.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

度提升空间大，但尚处于第二梯队

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9年湖南省本科专业

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度均值仅为0.6177，略

高于中部地区的0.6120①。此外，三变量的时序变化

曲线均在中部平均水平上下波动，这进一步证实了

湖南省是中部地区的重要空间单元，具有中部地区

产教融合的共性特征。可见，提升湖南省本科专业

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同度进而推广到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综合两系统的发

展水平和协同度，整个中部地区产教协同度大致可

分为三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为河南和湖北（高于

中部平均），第二梯队为安徽和湖南（上下波动），

第三梯队为江西和山西（低于中部平均），这一特

征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具体来看（见表

4），2003～2019年，湖北省始终处于本科专业调整

超前发展阶段，是中部地区协同度最高的省份；河

南省本科专业调整由0.2954上升到0.7240，年均增

速5.76%，位居中部地区首位，促使协同度增长达

63.70%，始终处于中部地区第一梯队；而湖南省本

科专业调整则由超前变为滞后的协同发展类型，协

同度指数值和增幅均处于中部地区的中间位置，说

明湖南省的本科教育先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江

西和山西的协同类型与湖南相一致，但本科专业调

整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水平间的绝对差异显著扩

大，导致两省协同度较低。上述发现证实了本科教

育适度超前的产教融合策略更符合当前高质量发

展需要，这与季忆等的研究结论一致[23](P111-11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研究高 等 教 育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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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实现教育

资源配置优化、学科专业与产业结构深度协同、发

展质量全面提升是当前高质量发展时期高等教育

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要求。本文构建了多维系统评价

指标体系，利用协同度、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整

体时序、阶段性演变再到局部区域“以点带面”探

讨了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演进协同发展

的时序特征及演化规律，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1999～2019年，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

结构演进水平均呈波动上升但趋势不一，本科专业

的调整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本科专业调

整的速度较产业结构演进速度慢，两者水平差距逐

渐扩大，协同度不断提高但增速放缓。

2.分阶段来看，湖南省本科专业调整与产业结

构演进的相对发展经历了超前主导（1999～2005

年）、同步赶超（20 0 6～2012年）和滞后相随

（2013～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Ⅵ-Ⅴ-Ⅷ-Ⅸ”

的演变趋势，目前距高水平优质协同“Ⅷ”还有一定

差距。

3.从中部地区6省比较看，中部地区整体协同度

的差异在扩大。作为中部地区的典型空间单元，湖

南省整体协同度略高于中部平均水平，但增幅较小

且以本科专业调整滞后为主，尚处于第二梯队，加

快实现湖南省高质量产教融合之路任重道远。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健全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一是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动态化，从省级、高校

两个层面健全专业动态调整评测体系。通过搭建专

业信息大数据平台等加强对本科毕业生就业规模、

就业流向、就业质量等情况的统计分析，完善就业信

息反馈机制，加大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宏观引导，加

快推进专业评估认证与结果应用，撤销办学水平不

佳、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降低结构

性过剩风险。二是推进学科专业建设特色化，鼓励

学校依托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发展实力，立足产业

发展重点领域，做大做强服务智能装备、新能源、新

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现代

农业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本科专业集群。三是推进

专业布局科学化，高水平编制专业建设规划，从创新

型省份创建、教育强省的高度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布

局，引领新办专业发展方向，占领新兴学科专业制高

点，控制布点数量过多的专业，依据市场需求变化重

点培育一批应用型专业，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特色

与优势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

2. 高质量推进“产教融合”进程

一是要进一步同步顶层设计，依据耦合协同发

展水平等实证分析，高质量做好“产教融合”专项

规划和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制度支撑，对“产

教融合”成效显著的企业和高校给予相应的政策支

持，从制度层面激发“协同”发展意愿和质量，营造

政府、高校和社会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人才培

养的良好生态和政策体系。二是借助现代信息科技

手段推动传统医、工、农和文科相关专业交叉融合

升级，加速推进无缝对接，加快人工智能等相关新

兴专业发展，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现代产

业学院、订单班、微专业，大力发展与智能物流、跨

境电商、数字经济等紧密相关的订单式现代服务配

套专业，支持高校在“两区两山三中心”布局培育科

研创新平台，加强技术创新中心、高水平实验室建

设。三是加快区域协同，坚持市场补偿性原则，不

表4　2003、2019年中部六省本科专业与产业结构协同度比较

协同度(D) 本科专业调整水平(Ux) 产业结构演进水平(Uy)

2003年 2019年 2003年 2019年 2003年 2019年

湖南 0.5167 0.8083 0.2944 0.6391 0.2476 0.6690

湖北 0.5403 0.8804 0.3678 0.7791 0.2558 0.7713

河南 0.5094 0.8339 0.2954 0.7240 0.2366 0.6708

江西 0.5136 0.7650 0.2651 0.5076 0.2625 0.7649

安徽 0.5280 0.8093 0.2855 0.6111 0.2725 0.7151

山西 0.4542 0.6326 0.2309 0.3634 0.1898 0.4593

中部地区平均 0.5104 0.7883 0.2899 0.6041 0.2441 0.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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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人才环流、联合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打造“合纵连横”战略架构格

局[37]，不断推进跨区域高校合作办学、产学研协同

育人创新发展水平，为提升区域本科教育质量、振

兴中西部经济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深化一流本科教育建设

一是强化质量意识，认真贯彻落实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严守本科专业建设质量底线，

及时向社会发布专业建设年度相关数据，充分发挥

社会力量在专业动态调整中的咨询、评价和监督作

用，积极引导第三方参与本科专业建设，破除高校专

业设置“唯数据论”。二是推进融合发展，积极构建

专业基础训练、研究能力训练、自主创新训练组成

的递进式、交叉融合综合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完善

学校、企业、行业专家等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动态机

制，新增业界一线前沿课程，加快课程内容更新步

伐，推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的综合一

体化改革，实现人才培养规格（标准）与产业需求的

紧密衔接。三是加大卓越拔尖人才培养，坚持因校

制宜、分类培养，结合学校实际有选择的推进卓越

人才培养，持续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积极探索以问题驱动、课题引领和能力培养

为核心的开放式、互动式教学模式改革，不断健全

课程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将“建一流课程、育时代新

人”内化为全体教师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推

动专业人才成为未来领域的开拓者、领路者，助推区

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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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Discipline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Hunan Province under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ANG Shui-gen  WANG Lu  

Abstract: Boost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o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education, and using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relative development degree,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laws of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verall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evolution, and comparison of central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is changing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speed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adjustment is slower tha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as 
gradually widene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synergy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but the growth rate has slowed down; 
the collaboration has undergone a phased evolution of advance-synchronization-lag,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alize 
high-quality collaborative (Type Ⅷ) of undergraduate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x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nan Provinc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regional average, and is only 
in the second echel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further 
improving the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undergraduate major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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