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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未来 15 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发展规划  

12 月 28 日，《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和《上海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 年）》正式发布，为上海未来 15年高教与职教发展指明方

向。  

一、构建二维“十二宫格”高校分类发展体系  

《高教规划》提出，上海将立足人才培养需求调整优化高校布局结构。围绕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需要，将除军事学以外的 12 个学科门类归集为医学、艺术学、经管、

法学、理工农、文史哲教 6 大类别。到 2030 年，上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将达到 140 万人

左右，高等教育全面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教规划》明确，上海将以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

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科学研究类型等差异性，将高校划分

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四种类型；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本科与研

究生）或主干专业大类（专科）建设情况，将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个

类别，由此形成二维“十二宫格”分类发展体系，分类标准见表 1、2。  

按照“政府政策引导、高校自主选择、社会参与评估”的原则，上海确定各高校在二

维分类体系中的目标定位，鼓励高校找准服务面向的领域行业，基于自身基础能力建立特色

专业群，从而实现高校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发展。 上海将通过合并组建、新设增

设、调整撤并、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独立运行等方式，优化高校布局结构，提升学科发



展水平，促进上海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和多样化发展。在二维“十二宫格”分类发

展体系下，上海将引导鼓励一批市属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招生考试、学科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社会科技服务、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总体来看，学术型人

才培养的规模将逐步缩小。 

表 1 上海高等学校“二维”分类标准 

指标 指标表述 

学术 

研究型 

应用 

研究型 

应用 

技术型 

应用 

技能型 

研本比  

研究生在校生/本

科生在校生数  

≥0.7∶1 ≥0.2∶1 ≥0 0 

应用型研究生

比例（预期）  

应用型研究生数/

研究生总数  

>25% >50% >75% 0 

博士点集中度

（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点数/学

校学位点（含本硕

博）总数  

≥30% >0 ≥0 0 

基础性科研投

入占比  

基础研究投入经

费/当年科研投入

经费  

≥30% ≥10% ≥0 － 

师资结构特点 

拥有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

力的一流教

研人员  

拥 有 一 批

具 有 海 外

学 习 研 究

经 历 的 高

水 平 教 研

人员  

拥有一批具

有行业、产业

实践经历的

高水平“双师

双能型”教师 

以 符 合

“ 双 师

双能型”

要 求 的

教 师 为

主体  

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 

以培养学术

研究人才为

引领，可授予

博士、硕士和

学士学位  

以 培 养 应

用 研 究 与

开 发 人 才

为重点，可

授予博士、

硕 士 和 学

士学位  

以培养专业

知识和技术

应用人才为

主体，一般可

授予专业研

究生和学士

学位  

培 养 专

科 层 次

操 作 性

专 业 技

能人才  

 

表 2 按学科门类（专业大类）集中度情况的分类标准 

分类 学科结构类型 综合性 多科性 特色性 

指标 

学科的主干学科（门类） 

（高职高专为专业大类） 

≥7个 3-6个 1-2个 

注：“主干学科”或“专业大类”规定：  

1、本科院校：同时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门类）；本科或硕士在

校生数占 1/N 以上的学科（门类）；N 为学校专业分布的学科门类总数。  



2、高职高专院校：在校生数占 15%以上的专业大类。  

二、10 条学制路径实现职业教育学制贯通衔接 

上海将拓宽中职到专科、专科到本科衔接渠道，采用 10条学制路径构建通畅的生涯发

展通道：通过中考进入中等职业教育，通过中考进入 5 年制专科教育，中高职贯通培养，中

职或普通高中毕业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高职专科教育，中职毕业生通过对口高考进入高职专

科教育或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中职或普通高中毕业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高等教育，中职—应

用技术本科贯通培养（3+4），专科—应用技术本科衔接培养（专科起点 3+2），5 年制专科—

应用技术本科衔接培养（5 年制专科起点 5+2），专科—专业学位衔接培养（专科起点 3+4）。  

按照《职教规划》，上海将着力建设应用技术型本科专业，以突破传统本科专业目录的

本科专业转型为切入口，建设一批行业特色鲜明、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联系密切、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高水平普通本科院校，引导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专业由学科和知识本位转向行业

企业技术技能需求导向。  

三、发展目标  

（一）人才培养规模目标  

稳步扩大上海高等教育规模。到 2020 年，上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达到 105 万人左

右，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包含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规模 70万人左右，继续教育

本专科规模 35万人左右。到 2030 年，上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预计达到 140 万人左右，

其中普通高等教育规模 90万人左右，继续教育本专科规模 50万人左右，上海高等教育全面

进入普及化阶段。  

（二）人才培养层次目标  

着眼于提升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和受教育水平，适度提高上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

次结构重心。扩大研究生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学历留学

生比例；适度扩大本科生规模，基本稳定本科生比例；适度减少专科生规模，相应扩大应用

技术型本科生的规模和比例。  

（三）人才培养学科结构目标  

立足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转型，合理优化人才培养类别结构。根据上海高校学

科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未来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变化，



统筹规划上海普通高等教育分学科在校生规模及结构。主动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多

措并举推进各类学科人才培养持续发展，使各类学科人才培养结构达到合理比例。（转自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教育报》） 

【新动态】 

浙江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浙江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浙江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浙江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        12 月 28 日，浙江大学召开一流学科建设

启动会，“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正式启动。“高峰计划”提出，浙大将在 2016—2020 年重

点支持 20个学科的发展，作为“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催生重点方向、重点人

物、重点成果、重大项目，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卓越影响力，能够

发挥引领作用的品牌学科。2014 年 6 月以来，浙江大学筹集资金启动实施了学科与人才队伍

建设专项计划，最终，社科、工学、信息、农学、医学领域等 20个学科被确定为候选学科。

启动会上，吴朝晖与入选高峰学科的20个学科负责人一一签订了学科建设任务书。（转自2015

年 12 月 28 日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2015201520152015 全国十大教育新闻全国十大教育新闻全国十大教育新闻全国十大教育新闻””””评选揭晓评选揭晓评选揭晓评选揭晓    一、习近平教师节前勉励广大教师努力做教

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二、李克强会见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及优秀乡村教师代表强调强国必先重教、重教必须尊师；三、国家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八

大举措“力挺”乡村教师；四、国家鼓励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为校

园新时尚；五、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立；六、国家部

署“两个一流”建设 推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七、教育部通报违规违纪典型案例 

向教育系统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亮剑”；八、国务院决定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九、国家发布“全面改薄”专项督导办法强调偏远农村地区必须保留必要

的教学点；十、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 5 周年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转

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