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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专业设置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尽

管其调整模式与运行机制日趋优化，但在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今天仍存在着政府干预主导、市场配置不

合理、高校能动性低等固有矛盾。本文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专业调整为例，从政府、市场与高校的

职能分工的角度出发简述其专业动态调整的思路，并提出了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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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majors setup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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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a key link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as been 
adjusted dynamically. Although its adjustment mod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re optimized day 
by day, there are still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ever-changing economic society, such as gov-
ernment intervention leading, unreasonable market allocation and low initiativ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adjustment of finance major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Audi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thinking of dynamic adjustment of finance major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dynamic adjustment of financ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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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20 年度撤销本科专业总计达

518 个。近五年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撤销数量是最多的专业，共有 44 个；金融学类专业中保险学撤

销 7 个，投资学撤销 5 个，金融学撤销 2 个。一直以来，高校学科专业增减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撤销或新增。新时代为适应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总体目标，更

好地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机构布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进

一步推进落实，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

提出要“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中共教育部党

组发布《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中也指出“高

等教育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适应社会需要”、“聚焦特色、分类发展”。从政策指导角度出发，

我国高校专业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实应把握时代脉搏，遵循经济发展的需求逻辑，修正现行高等教育专业

设置中定位模糊、与经济社会脱节、管理结构不合理等固有问题。在专业动态调整与预警机制构建的驱

动下，增强学科专业优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尽管目前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各类高校都在开展更符合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专业学科调整工

作，但是专业调整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其在实际落实过程中无法跳脱出政府承担教育大部分责任的原有制

约[1]，又面临着市场调节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的困境[2]。学科专业如何调整以适应现代化治理需求

已成为十四五背景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且与解决供需结构失衡、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有

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在综合论述学科专业调整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基础上系统性分析预警机制的完

善建议，健全政府、市场、高校三方协调机制，并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本科专业调整为例阐释，以

期为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具体实践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2. 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现状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矛盾虽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仍呈现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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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故此应着重关注现阶段高校动态调整进行初期的实践情况，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2.1. 政府集中管理导致供需结构失衡 

建国初期，我国延用苏联政府统一计划指导高等教育的模式构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体制。改革开

放以来，虽然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但苏联教育的模式仍残留在我国现实教育之中，尤其是高校划分专业

学科以培养人才的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并突出表现为教育管理中的高度集权。从现实情况上看，高

校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的确定与调整由政府主导。就专业设置而言，即使个别高校拥有自设专业的权力

也仍需遵守严格章程，经过层层审批后方可落实。就招生规模而言，高校无法自主决定招生比例，学科

专业的招生指标由教育部统一分配[3]。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作为枢纽起支配作用，市场被判断，高校被

指导，无论市场还是高校均在管理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且位于直线管理结构的两端。因此，极易造成学

科专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进而导致人才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就业难”问题，影

响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市场调节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随着对专业调整认知的加深，在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研讨中市场调节的不可替代性作用被逐渐重视，

尤其是基于我国学科专业调整带有显著政府管制特征的现实，市场的作用一经强调便易得到愈发的推崇

而造成其固有弊端被忽视的极端化落实。凯恩斯主义中提出的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的

本质局限在高校专业动态调整中也同样适用。实践证明，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市场的复杂性，高

校在调整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面临信息不对称及调整的滞后等市场失灵问题。高校作为市场调节的主体，

其趋利性特征导致当市场短期需求兴起时高校往往急功近利地开设新型学科，而缺乏对新事物的系统性

认识与判断，最终易造成资源投入与实际产出效果不成正比，资源配置的低效与浪费的结果。就我国金

融学专业而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设以来随着国内外金融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热门，迄今国内高校几乎

均设有金融学专业但学科调整水平低，学科设置与开设初期未产生明显变化调整。 

2.3. 高校定位不明导致专业特色弱化 

行政干预模式下，尽管专业调整的统筹规划能力更强且能够降低资源配置带来的恶性竞争的可能，

但长期的权威干涉限制了高校动态调整模式的自身发展，导致内部调节被外部权力绝对管控而逐渐丧失

灵活性与创新性。就目前而言，全国范围内高校专业设置几近相同，不同学校在相同专业人才培养的问

题上缺乏自我的思考，往往采取学术研究与应用技能一手抓的方式过分追求综合化，而忽视对自身学科

专业的特色定位，难以保证学科专业的培养质量，造成了“千校一面”的尴尬现状[4]。文理类院校在金

融学科专业设置上无偏向性差异，学科教学内容重点同质化严重且主要围绕基本理论知识展开，而未充

分利用学校本身特色优势以增强学科设置的专业性与应用性。同时，高校学科的定位不明也直接导致了

人才的趋同化现象，不同高校的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几近相同，专业特色弱化模式下人才培养的日趋单

一无法满足就业市场的多层次鲜明需求，人才供给单方面不对口输出使得市场需求缺口不断扩大、结构

性失业不断加剧。 

3. 专业调整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专业调整作为高等学校依据国家政策规定进行的专业内部组合与学科分类的变化方式，与高校人才

培养、社会人才提供、经济科技的发展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其本质而言即专业适应时代需求下的

优胜劣汰的过程。目前而言高校专业调整方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专业的增设，增设基于时代特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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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新兴市场需求与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热门专业，适应国家政策的方向。二是专业的撤

销，同样基于新时代需求背景撤销明显偏离了经济建设方向或者游离于学校主体学科群建设体系之外的

学科专业，提升专业设置的质量水平。三是专业的优化，从专业设置盲目性、跟风性角度出发[5]，结合高

校办学理念、学科基础、社会需求度等方面对专业设置进行控制与监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结构。 
基于对现存问题的总体分析，建立专业动态调整的机制应遵循原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要遵循

可持续性的动态调整原则，以专业的长足发展为根本目标，充分认识到专业调整的长期性特点，在不同

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系统考虑学科专业的类别结构、课程设置、投资比率等方面的整体优化，在不断的调

整发展过程中实现专业的完善。二要遵循适度超前的主动适应原则，密切关注政策导向与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适应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需要，根据对市场情况的合理预测与人才培养周期的理性

判断，适度超前发展以切实紧跟建设的步伐、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三要遵循规模稳定的特色发展原

则，立足不同高校的办学优势，从专业定位与服务社会层面出发实现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妥善处理特殊

与一般、稳定与可持续、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促进规模与效应相协调以提高不同高校专业的

核心竞争力[6]。 
南京审计大学(简称南审)是中国唯一以“审计”命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财经类院校，其金融学类专业

数量呈现增加、全面的趋势，几乎涵盖了教育部发布的金融学类所有专业。不过，南审金融学类专业基

于学科专业排名、专业就业率为重点的市场调节信号，以年度为单位统计各专业学生毕业就业率与志愿

填报率，以及金融市场的行业动态，其在具体招生规模上一直处于有增有减的动态调整之中，并以市场

与政策信号作为依据调整资源配置以达到配置高效的目标。在金融学科建设过程中，基于对保险学与信

用管理专业招生质量的评估，降低大类招生的规模，由 100 人缩减至 80 人，最后毕业生小于 40 人。基

于投资学填补江苏省专业空白、建立学生实践重要平台的就业优势，一定程度上扩大招生规模，由 2 个

班调整至 3 个班，招生 150 人。基于国际市场环境对金融学专业(CFA)的高度认可与师资力量优势，扩充

CFA 专业开班数量与培养人数。专业调整过程中遵循适应性原则，把握行业与经济发展导向，以数据指

标为基础协调各专业资源配置比例，从而加强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 

4. 完善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对策 

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完善问题中，政府、市场和高校在均担任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角色。为解决现有

问题、防止单一管理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扩大，应更清晰地划分责任范围充分发挥三者的职能优势，规避

原有的政府主导的直线型管理结构将政府行政、市场调节与高校自治相结合构建利于循环的三角调整模

式，使得各主体都能够直接参与调整的过程以提升资源的优化配置。 

4.1. 加强对政府宏观方向的把握 

随着政府主导弊端的逐渐暴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出了进一步的重要部署，

这也对高校专业调整中的管理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顺应市场化发展趋势，

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干预逐步迈向服务管理。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放管结合，激发市场与高校自身的积

极性与创造性，减少事前的管控而加强事中与事后的服务监督[7]。利用政府在宏观方面的把控，避免因

片面依靠市场表象反映与直觉经验跟风调整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政府应基于国家经济现

状与国家发展目标，对专业动态调整给予政策角度的大方向引导，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健全专业动态调

整的评估、评价制度，弥补市场固有的内在局限，推进专业设置的特色化进程。 
金融学类专业有着深厚的行业背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南审于 1993 年开设金融学专

业，其后在建设过程中被确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江苏省品牌专业”，不断发展壮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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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融学专业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并确定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2019 年、2020 年金融学专业和投资学专业分别获批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专业建设过程中基于保险学科发展晚、基础弱与国家对保险业的新兴发展需求的矛盾，2005 年开始

保险学本科招生，把握不同时期国家任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专业人才。为适应中国社会向建立诚

信社会迈进的历史需求，2006 年信用管理专业由教育部批准并开始招生，作为集管理、金融、财务分析

为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更注重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南京审计大学投资学专业于 2008 年开

设，隶属于学校的江苏省重点学科金融学学科，投资学专业开设填补了江苏省专业空白。 

4.2. 增进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反应 

为避免专业调整中其他管理主体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盲目性判断，应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职能

以优化资源分配结构，降低浪费程度。故此，竞争与供需矛盾作为市场运行的根本性动力，其对资源合

理配置的关键作用应被合理利用以促进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机制完善。通过市场环境下的自由竞争激发

出主体的创新型活力，化竞争压力为动力自主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目标[8]。通过人才供

需矛盾及时展现经济社会真实需求，提供外部信息并作为专业调整的接收主体反馈调整效果，利于资源

更大程度上向真正有必要的方向流通。另外借助企业这一关键市场经济主体，转变高校资源投资结构，

加强校企联系从而提升学科教育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程度，帮助适应性人才的培养。 
为迎合市场判断以及经济进一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南审重视创新专业的设置，目前有金融学、金

融学(CFA)、金融学(金融科技)、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信用管理、投资学、金融工程五个专业以

及三个金融学方向。其中立足国际金融市场对 CFA 人才的高度认可与需求，南审 2012 年开设金融学专

业(CFA)，与 CFA 执业资格教育相结合，开创了江苏省金融学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与国际接轨旨培养

素质全面的应用型人才。随着工程思维引入到金融学研究，借助数学、计算机、工程等分析技术设计、

开发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成为一种趋势，金融工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2013
年南审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开设了金融工程学专业，培养学生运用工程思维能力创造性解决现实金融风

险管理和投资管理业务中金融问题的能力。 

4.3. 发挥高校调控主体的灵活自治优势 

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它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本质特征，其供给在理论

上无可争议地应采取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高校作为专业调节的直接主体原则上其承担的职能并

不亚于市场与政府[9]。而基于现实，与西方大部分国家高校拥有自下而上的较大调整权限不同，我国高

校建设从知识划分到人才培养均遵循固有的自上而下的规范体制，面对不断发展的环境更应主动适应创

新发展的需要。在政府向服务型转变的基础上，高校有权在专业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自主权，

利用创新优势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高校教育的供给体系，从而增强学科专业调整建制应用型教育与

市场协同度。以金融学科为例，可结合高校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化专业，如理工科优势院校便可利用数理

教学优势将专业向金融工程、金融科技等方向调整，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应用性人才。 
南京审计大学是我国审计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一直以来以“特色、质量、国际化”为目标培养

专业化应用型人才以满足人才市场需求，当前正处于单科突进向多科共生型转变的阶段。2021 年，结合

南审“因审而立、为审而存、依审而兴、靠审而强”的办学特色优势，进行教育部专业目录外的特色专

业——金融审计专业的申报工作，最终结果仍在等待教育部批复。 

5. 总结 

本文基于对专业动态调整的分析，归纳十四五背景下专业设置(尤其是金融专业设置)存在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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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固有弊端，其中包括政府管控过多导致管理结构不合理、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专业定

位不明导致办学特色弱等。进而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本科专业调整为例进行了具体探讨，兼顾政府、

市场与高校的三方各自的职能优势提出平衡、可协调的调整模式完善对策，为专业动态调整向应用型、

交叉融合方向转变提供实操经验与借鉴意义。以期提升人才专业培养质量，推动高校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完成，进而适应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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