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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ipline group is one of the trend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It does mat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o condu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ipline group with consid-
eration of the demand of industries’ development. This essay mainly adopts the literature consul-
t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dustries’ demand of Liaoning province as well as each college’s and 
university’s preponderant discipline, and to form a preponderant discipline group which is de-
mand-oriented. So it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Liaoning province’s industries’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direction for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at last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of society. 

 
Keywords 
Demand-Oriented, The Analysis of Industry Demand,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Group 

 
 

与辽宁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 
的辽宁省高校学科群建设研究 

丰昊月，郝胜宇，马  欣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日；录用日期：2017年11月16日；发布日期：2017年11月24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120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1203
http://www.hanspub.org


丰昊月 等 
 

 

DOI: 10.12677/ass.2017.611203 1449 社会科学前沿 
 

 
 

摘  要 

学科群是目前学科建设的趋势之一，结合产业发展需求进行高校学科群建设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本文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辽宁省产业需求及各高校优势学科进行分析，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高校优势学

科群，为辽宁省产业发展提供指导，为结构转型提供方向，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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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受到了重视。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复杂性、综

合性，使得各高校学科研究难度加大。这就需要积极进行高校间、校企间的联合研究，组建相关学科群。

在此过程中，应注重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寻找高校学科群与社会某个产业的契合点，实现双方协作共赢

[1]。本文以辽宁省发展为例，分析研究辽宁省产业需求，调查省内各高校优势专业，针对性地建设与需

求相匹配的高校优势学科群，使高校在整合优势资源，深入自身研究的同时，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推动

辽宁省经济发展[2]。 

2. 辽宁省产业需求分析 

2.1. 高端智能制造业 

作为辽宁省四大支柱产业之首的装备制造业，在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低端产能过剩，高精尖需求得不到满足[3]。高端智能制造业作为现阶段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成为辽

宁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在改革过程中，应努力转向技术创新型的产业结构，以符合高端智

能制造业的发展理念。制定适合高端智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使其在公平的环境中稳定发展[4]。 

2.2. “互联网+”服务业 

“互联网+”正加速对服务业进行全面渗透，给传统服务业带来深刻变革。2016 年辽宁省“互联网+”
总指数排名位居全国第 14 位，总体水平与 GDP 排名较为相当，但传统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于“互联网+”
服务业总体水平，只是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服务业的效率，没有改变服务业及其产品的本质[5]。辽宁

需及时维护、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网络服务能力。同时建立法律监管，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提

高网络、信息、数据安全性。而人才是“互联网+”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应培养掌握信息技术的专业

人才与金融、外语和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6]。 

2.3. 交通运输业 

辽宁省交通运输网络由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共同组成[7]，部分缓解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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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瓶颈，但仍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且发展速度远远小于经济增长。发展交通运输业，首先应发展铁

路运输业，加大对铁路建设的投入，改善现行路网布局缺陷，尽快提高铁路的电气化率和重载率。同时

进一步完善铁路集装箱运输系统，与水运、公路等组成多式联运的综合物流系统。其次充分发挥水运优

势，把“大连港、营口港和锦州港”的水运建设作为未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重点之一[7]。最后，

采取长、短期培训，全日制大学学习和在职学习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吸引、培养高素质的综合物流

人才。 

2.4. 旅游业 

辽宁省旅游资源丰富，景观类型齐全[8]。在辽宁的产业转型中，旅游业发展遇到了极大的机遇，但

因自身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缺乏品牌形象，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行业规范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9]。发展旅游业，其一应该根据资源禀赋整合省内旅游资源，突出辽宁省的旅游特色，设计旅

游精品线路。其二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宣传投入，打造旅游品牌。其三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利用信

息化对传统旅行社进行改造和升级，拓展线上渠道，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策略；其四制定旅游行业的

法律法规，发挥法律监督和管理作用。最后加大对旅游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旅游学科的建设，培养旅

游专业各个层次人才[10]。 

2.5. 对外贸易 

近几年由于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石化行业受国际油价快速下跌影响亏损严重等原因，辽宁整体出口

下降 10%；而成品油、煤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也极大的影响辽宁进口。目前辽宁省的出口额、

进口额分别排在全国第十位、第九位，远远落后于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大省[11]。发展对外贸易，首

先应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研发队伍实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其次加强建设自主品牌，提高品牌价值，为

辽宁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12]。除此之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为契机，

争取与沿线欧亚非国家更多的贸易机会，分散外贸风险，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形成多元化多层

次的市场格局。同时应引导探索建立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带动对外贸易发展[11]。 

3. 构建辽宁省优势学科群 

3.1. 坚持需求导向，以辽宁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建设与之匹配的高校优势学科群 

建设优势学科群，是高校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匹配辽宁省目前发展的重点产业，

才能更好地对接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作者提出建设以大连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大连理工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大连交通大学的车辆工程等学科 1合作为纽带的先进技术制造学

科群，推动高端智能制造业发展；大连理工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信息与计算科学学科，大连东软信

息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学科等信息科学相关的优势学科互相协作，组成信息科学学科群，

为“互联网+服务业”的深度发展提供保障；联合水运、公路方面实力雄厚的大连海事大学，铁路方面优

势明显的大连交通大学以及航空方面起带头作用的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共同组成交通运输学科群，弥补辽宁

交通运输方面巨大的供给缺口；为了向辽宁提供优质的、满足现实发展需求的旅游服务，以辽宁大学工商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东北大学与大连理工大学的管理科学，东北财经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为主体

组建管理科学学科群势在必行；以辽宁大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和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的金融学和经济统

计学及其相关学科为基础，建设经济贸易学科群，是辽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一大助力。 

 

 

1资料来源：辽宁省本科教育网首批优势特色专业 http://www.upln.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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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视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学科群建设所需的专业型人才 

各高校可针对上述重点产业引进相关师资人才，努力实现高校之间、校企之间的资源共享[13]，邀请

企业共同进行学生培养方案的制订，高校内高水平、大师级的研究型人才，尤其是上述优势学科的优秀

教师，以及企业中经历丰富的实践型人才，共同参与到学科群人才的教学培养中，把握人才培养方向，

对接辽宁省发展需求。同时采取开设实践教学课程，让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

方式[13]，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学科群建设培养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人才。 

3.3.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 
高校学科群必须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提供最新的实验结果、准确的实验数据，在人才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基础设施成为可能限制其准度、精度的因素。因此，辽宁省可根据目前发展重点产业需求，投入相

关战略资源、高端设备、科研仪器、大型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基础设施，满足研究需要。科研平台方面，

优势学科要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联合其他高校进行实验室、研究中心的建设；同时探索与重点发

展企业、行业、区域协同研究创新的新模式，针对性地推进辽宁省经济发展[13]。 

3.4. 加强监督管理，实现高校学科群建设管理模式的创新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主要靠各种级别的纵向课题和各类期刊论文，高校教师对于

学科群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在学科群建设过程中，必须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监督体系，高校自身、

各高校之间、校企之间互相监督合作，保证学科群建设进程；加强建设过程中节点的评估与反馈，保证

学科群建设质量；制定学科群管理标准，确保学科群良好运行[14]。 

4. 总结 

进行学科群建设时，必须时刻关注经济发展趋势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高校的优势与特色学科，加

强高校之间、校企之间研究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与需求相匹配的优势学科群，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转型，

拉动辽宁省乃至全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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