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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03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以来，辽宁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是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
务，也是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的一项具有
重大意义的战略举措。
省委、省政府制订了《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领导全省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加快全面振兴辽宁
老工业基地的步伐，使辽宁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辽宁振兴，教育先行。
为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省教育厅及时制订了《教育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行动计划》，对各级各类教育做
出了部署，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高技能人才
的重任，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共培养了近30万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
才，这些人才在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快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目前，全省共有举办高职教育的院校8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44所，包括省属院校20
所、市属院校12所、民办院校12所，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教育的30所，其他的8所。
我省高职教育的招生数从2003年的64 259人增加到2008年的102444人，年平均增长率为9.78％，高职教
育招生人数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比例大体保持在37％左右。
高职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3年的16.9万，增加到2008年的25.93万，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87％，高职教育
在校生占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大体保持在33％左右。
　　我省根据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和学校教育的规律设置培养人才的专业门类。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专业是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而设置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专业是为满足
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所必须接受的训练需要而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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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
划2007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的研
究主要是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大背景下，认真总结辽宁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特点、经验
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基本原则、方法与程序，以及满足辽
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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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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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专业的发展过程　　一个专业的发展和产品一样，有自己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这就是专业的生命周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了解专业的生命周期，有利于我们鉴别什么是新兴专业、什么是主干专业、什么是衰退专业。
　　1.专业形成期　　在专业形成阶段，某类专业原来的潜在需求逐渐被市场认可，转化为现实需求
。
但此种转化过程一般来说往往并不会很顺利，也就是说此阶段的专业，有时发展快，有时发展却十分
缓慢。
　　2.专业成长期　　当专业的产出在整个专业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并且该专业在专业结构中的
比例也日益扩大时，就可以认为该专业已过渡到了成长期。
成长期专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专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个专业系统的平均发展速度，该专业的
教学体系发展迅速，且日趋成熟，其市场的需求明显扩大。
新兴专业一般就处于此阶段，其发展速度很快。
　　3.专业成熟期　　当某专业经过成长期的迅速增长阶段后，其发展速度将会放慢。
这是由于，一方面，其产出的市场容量相对稳定了；另一方面，该专业的潜在作用也基本得到了发挥
。
此时，就标志该专业由成长期进入到成熟期。
主干专业一般处于成熟期，是专业结构系统中的主干。
　　4.专业衰退期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产生了在教育上可替代老专业的新专业，这时老专
业就逐渐萎缩，一步步地退出教育市场，这就表示该专业已步入衰退期。
部分专业在整个专业系统中的比重和作用甚至下降到零，也就是说该专业已经消亡。
处于衰退期的专业称为衰退专业，指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并在整个专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
　　第二节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调整概述　　一、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内涵　　设置
是指专业的新建与开设；调整则是指专业的变更或取消。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调整是社会需求和教学工作之间的纽带，是学校教育与社会的结合点，它
的设置与调整必须与社会产业、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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