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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的转型

马亚辉

（百色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教育部建议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边疆高校在应用型高校转变过程中，应注意结合边疆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特性，利用高校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建设具有边疆特色的应用型优势学

科。此外，边疆高校还应继续重视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教学，应作为应用型

高校中的公共必修课来建设，为强边固防，创建和谐边疆尽到应有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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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得到飞速发展。进入
２１世纪后，边疆地区的高校建设紧追内地与东南沿
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了

深刻变化，即高校为社会培养的人才已经远不能适

应社会的需求，高校教育的同质化使得毕业生就业

困难，诸多高校因此面临着发展转型的问题。２０１５
年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高校转型的指导思想、基本

思路、主要任务以及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等。［１］诸

多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开始向应用型高校

转型。边疆地区的高校地处边疆，毗邻外域，民族众

多，经济、教育相对落后，风俗、物产与内地不同，因

而应用型高校的学科也应结合边疆特性进行建设。

有鉴于此，笔者谨撰此文，敬请方家予以雅正。

一、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应注重边疆特性

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汉语大词典》将

其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领土”，是按照特定的行政或

地理区划确定的一个立体的区域空间，包括陆疆、海

疆和空疆。中国陆地边界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

绿江口，西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总

长度约２２８万ｋｍ，我国共有９个陆地边疆省份，但



９个省的全部地区并非都属于边疆地区，因而将边
疆省份中毗邻国外的州（市）级的行政区域划为边

疆地区是较为合适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桂

林、梧州、河池、柳州等地区不是边疆地区，百色、崇

左等地区则属于边疆地区；再以云南省为例，昆明、

昭通、楚雄等地并非边疆地区，而怒江、保山、德宏、

临沧、西双版纳、普洱、红河、文山则属于边疆地区。

因此，本文中边疆地区的高校应当指在边疆省份中

毗邻国外的州（市）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各个高等

院校。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其

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２］有些

国家因为领土过于狭小，没有边疆之说，而对于有着

广阔疆域的国家而言，边疆是一片不同于内地的独

特区域，加上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边疆现在正面临

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情况。

边疆的政治特性。边疆虽然远离国家政治中

心，但与全国实行的是同一种政治制度，紧邻外域，

却和外域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西方的选举制度、

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传统的世袭制度等，在中国周边

的各国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边疆地区很容易受邻

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因此边疆民众的政治观、国家观

决定着其对国家的认同，影响着边疆稳定，维系着国

家领土完整统一的重任。

边疆的军事特性。边疆为国防前沿，国必有边，

边必有防，边疆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纵观中

国古代两千余年的边疆发展史，烽火硝烟，半数来自

边陲。历代王朝或以民族政权为藩篱，羁縻以治，或

陈重兵戍守，严修城池关隘，并留下了大量的边防史

料与诸多歌颂边疆情形的诗赋。近代以来，西方列

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中国危机遍地，四隅

有失地之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

视边疆建设，派军戍边，移民农垦，边疆日益稳定。

２１世纪前后，世界各国除继续重视传统陆疆主权之
外，海疆、空疆之争也日益激烈，美国又提出了“利

益边疆”的概念，这表明世界各国对边疆的认识又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边疆的经济特性。总体来看，中国边疆的经济

发展始终落后于内地与沿海，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

有现实的局限，但边疆的经济更有着不同于内地和

沿海的特性。中国边疆地区的气候多样，地形复杂，

因而不同边疆地区拥有的动植物资源与经济作物也

不同，而且许多物产是内地所无。边疆由于开发较

晚，还储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边疆与他国毗邻，

又有着便捷的跨境贸易，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大

环境下，国内外的各种物产可以自由贸易往来。

边疆的文化特性。边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融

地带，尤其是世界上唯一历史延续至今的中国的边

疆，文化的多元性更是突出，既有内地与边疆文化的

交融，又有边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还有国内与邻国

文化的交融。仅从边疆民族来看，民族文化可谓多

彩多姿，风俗各异。另外，边疆还有许多未界定的民

族，有些民族还被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可

见，在边疆，内地文化、边疆文化与邻国的文化兼收

并蓄，互相交融而又独具特色。边疆地区与内地、沿

海相比，虽然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文化教育却落

后于内地与沿海，边疆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始终居

于全国之末。

边疆的以上特性决定着边疆地区对人才的需求

既有与内地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边疆地区应

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应该注重边疆特性，设置具有

特色的学科，既要培养适合内地需求的人才，又要培

养适合边疆需求的各种人才，为建设和发展边疆

服务。

二、边疆高校的学科建设与边疆需求的契合

顾名思义，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主要以应用

型专业为主，相关论著已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鉴

于边疆地区的应用型高校特殊的地理位置，边疆高

校学科建设还应考虑到边疆地区的特性，下面试作

浅析。

根据边疆的政治特性，边疆地区的应用型高

校应该开设并重视政治、法律等相关公共课程。

边疆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并不仅限于高校学生精通

应用型专业领域的知识，更要求高校学生有着坚

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正确的政治立场

与丰富的法律知识。因此，要求高校学生爱国爱

党，热爱边疆建设事业，熟悉中共党史、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政治学、民族法、中华人民出入境法规、

国际法、国际关系学、邻国国情等学科。通过这些

学科的建设来加强边疆高校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并了解边疆，了解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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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世界，为培养适应边疆需求的人才尽可能多

地开设相关学科。

根据边疆的军事特性，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

的学科建设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与当地军队

建立合作共建关系，通过军事训练、国防教育培

训、边境处突与保密讲座等方式来提升高校学生

的国防意识。这样，既可丰富高校学生的课余生

活，又可拓展其综合实践能力。二是开设与国防

相关的课程。边疆地区的应用型高校虽然以应用

型专业为主，注重技能与实践培训，但与国防相关

的课程也应该引起重视。边疆可百年无事，但国

防知识不可一日不学，高校可试设边防学、边境管

理学等课程。这些知识是在边疆地区工作的人才

所必备。

根据边疆的经济特性，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的

经济学、农学、矿产工程等学科建设可谓独具特色，

为内地所短。边疆物产丰富，毗邻外域，且国外物产

又与国内多有不同，边疆高校应紧紧抓住边疆独特

的地理优势与经济优势，大力建设和发展具有边疆

特色的专业学科。因此，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对

外贸易或跨境贸易）、国际商法、国际金融、跨境电

商、邻国语言等应是着重建设的边疆特色学科。此

外，边疆独特的地理与气候适合多种特色动植物与

农作物的生长，农学中如边疆作物的种植和培育等，

也应该是边疆应用型高校的重点建设学科，不同边

疆地区的特产是不同的，因而不同边疆高校农学的

重点建设课程也应根据当地边疆的特产来设置。边

疆又是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对边疆地区矿产

资源的勘探、开发与使用也应该是边疆高校学科建

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边疆的文化特性，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

还应加强关于边疆文化的学科建设，此类学科看

似应用性不强，实则不然。随着边疆地区的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成为节假日的首选消费

活动，而边疆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

观，吸引着国内外的大量游客前去览胜，这已成为

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旅游文化。边疆地区

的自然景观从喀斯特地形到亚热带雨林，再到高

原、荒漠、草原、森林等，人文景观从旧石器时代文

化到各种古建筑遗迹，近现代的革命旧址，再到各

个民族的奇特风俗、服饰、街景、生活劳作等，许多

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内地所不具备的。因此，旅游

学、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史等学科建设在边疆应

用型高校中也应该是给予重视的。边疆地区的应

用型高校还应设置语言类课程，利用内地高校不

具备的边疆优势加强对边疆民族语言与邻国语言

的学科建设。目前，边疆省份的部分高校已捷足

先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边疆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还应展现出国际

性。边疆与他国接壤，各个领域与周边邻国都存在

着众多交流，其中边疆地区的高校也在学术科研、文

化教育等方面与周边邻国有着深入往来，因此应用

型高校应利用这个优势，设置一些国际性学科，加强

与邻国大学之间的育人合作，加大对邻国留学生的

培养力度。

三、边疆应用型高校中的人文学科建设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高校教育的两个重

要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又可细分为人文科学与社会

科学，一所优秀的高校对以上学科应当是同等重视

的。由于当今高校教育的同质化严重，毕业生就业

困难，教育部建议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相对而言，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给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

益，人文科学则经济投入虽然很高，但产出却微乎其

微。于是自然科学与部分社会科学成为应用型高校

的重点建设学科，而人文科学在普通高校教育中逐

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取缔，仅有中国近现代史等个别

课程得以保留，这种现象在一些民办独立学院中尤

为明显。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正确的，毋庸置

疑，应用型学科的毕业生更容易就业，但将这种转型

理解为普通高校不再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将人文

学科边缘化，可谓谬极。

自然科学与部分社会科学虽然可以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

适、便捷，使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加强

大，但在人类物质生产日益丰富、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的今天，人们也许会发现，应用型学科与应用型

职业的迅速发展，并不能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也

不能让人的心灵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比如，不丹

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弹丸之国，但该国人民的幸

福指数却位居世界前列。我们虽然不能学习该国

的贫穷落后，但应该去了解该国人民感到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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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那就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的优秀

文化。人文是让社会和谐，让人类幸福的重要因

素，而人文领域的人才不能直接给国家、社会、个

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人文精神却需要他

们来传承。当今社会“重经济而轻人文”的现象较

为严重，人文学科更加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飞速发展，人文建设却始终不前，虽然国家一直强

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坚

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但实际上人文建设多

流于口号和形式，结果是社会不和谐现象增多，人们

虽然有钱，但幸福感降低，“重经济而轻人文”的弊

端已有所显露。人文学科或许不能给国家、社会、个

人带来经济效益，或许短期内不能起到吹糠见米的

效果，但被忽视若干年以后，社会将陷入动荡，曾经

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学

界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里的“树人”其实

就是指对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需要百年之功。因

此，应用型普通高校在重视建设应用性强的学科的

同时，也应该抓好人文学科的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

百年任务来建设。

应用型高校并非要设置专门的人文学科专业

来培养人文领域的人才，而是应把人文学科的课

程作为所有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来进行教学和科

研。即使是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也应该至少学

习两门以上的人文课程。未来无论是从事工商

业、建筑业，还是从事服务业，所有的一切行业都

是为了“人”而存在，只要涉及“人”的行业，就离

不开人文教育。比如，制造一张桌子，有的厂家生

产的桌子，桌角和桌边是非常尖锐的，容易伤人；

而有的厂家生产的桌子，桌角和桌边是圆钝的，对

人体有保护作用。虽然两种桌子都具备桌子的功

能，但后者看似改进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实则

注入了更加人性化的因素，其中体现的就是两家

工厂人文素养的高低，这也说明，虽然是工业制造

行业，但是同样需要深厚的人文积淀来支撑该行

业的良性发展，即“品牌文化”。

边疆是一个特殊的地域，边疆人民与邻国人民

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婚姻家庭

观、生活习俗等有着明显差异，若要在边疆地区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对边

疆人民的不良影响，并给周边各国树立传统古国与

优秀文化的良好形象，边疆地区对人文的要求标准

应比内地更高，边疆地区的普通高校对人文学科的

建设力度也应该比内地高校更大。边疆应用型普通

高校虽然以应用型学科建设为主，但人文学科的建

设不但必不可少，而且应引起同样的重视。自然科

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人文学科

的发展则提升了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四、结语

边疆地区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与内地应用

型高校的学科建设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应

根据边疆地区的特性设置一些符合边疆需求的应

用型学科，这就要求边疆高校在转型过程中贴近

边疆现实进行学科建设。由于边疆地区复杂的地

理与人文环境，民族性和国际性十分突出，边疆应

用型高校还应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尤

其是人文学科要作为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来建

设，虽然人文学科的应用性短期内难见成效。学

科建设的前提基于高校教学改革阶层对边疆特性

认识的深度，本文仅作浅析，许多观点还有待学界

指正和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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