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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办高等教育在贴近市场、治理高效、机制灵活等

方面的天生属性使其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更具优势

首 先 ， 市 场 机 制 在 民 办 高 校 资 源 配 置 中 发 挥 着 显 著

作用。民办高校主要依赖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财政投入比

例极低，学生学费是其主要经费来源，招生数量直接决定

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额度。因此，民办高校较为注重投入

产出比，在办学定位、生源结构、教师待遇、内部治理结

构等方面尤其注重效率，讲求成本。同时，市场机制也促

使民办高校具备较强的市场敏锐力和适应力，能在危机感

的驱使下不断提高竞争力。其次，民办高校的快速反应能

力和灵活高效的治理效率，也能使其及时瞄准最新的人力

资本需求，加快调整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布局，为社会经

济源源不断地提供技能型人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2020

年广西的向海经济生产总值3300亿元，经略海洋已经显示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广西海洋类人才的需求高

涨，仅仅依靠外来人才输入是远远不够也不现实的，如何

将人才本土化，这就给了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为主的

民办高校提出了时代课题。最后，早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国家便强调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优化高等教

育结构，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

一指导思想下，广西各类民办高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加快广西高校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步伐，推动广西

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活力化发展的作用。

广西民办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策略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

国将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构建支撑技

能 社 会 建 设 的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体 系 、 构 建 开 放 多 元 的 高 等

教育体系、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提出：“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

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

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因此，民办高等

教育要在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抓质量、办特色，在

地方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抓创新、办精准（即精准服务地方

经济，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学生），方为生存之道。

（一）关键词一：专业设置

1、明确自身定位，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性

以 服 务 地 方 经 济 建 设 为 指 向 ， 重 点 培 养 地 方 经 济 社

会发展以及相关行业需求的人才，这既是地方民办高校时

代使命的担当，也是地方民办高校发展转型过程中形成有

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与民办高校自身发展的双赢选择。就广

西 民 办 高 校 来 讲 ， 其 人 才 培 养 、 专 业 设 置 要 与 区 域 经 济

带、产业链的布局紧密结合，聚焦东盟经济圈、北部湾经

济区、西江经济带等，聚焦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

车、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新材料、数字经济、现代农业、

大健康、文旅体育等产业链，[7]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并及时

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对与办学定位和学校发展理念存在较

大差异的专业进行适度裁撤，侧重培育地方经济带建设急

需的应用型专业。同时，可以根据本校实际和自身优势，

构建优势专业群，逐步提升相关专业的质量、强化相关专

业的特色，进而努力培育和形成特色专业品牌，在区域发

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对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契合度和贡献度。

2、紧贴地方需求，把握专业设置的特色性

开 设 具 有 特 色 的 专 业 ， 不 仅 有 利 于 提 高 院 校 的 竞 争

力，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学生就业，扩大民办

高校的影响力。

一 是 “ 向 外 看 ” 。 民 办 高 校 要 主 动 对 接 国 家 和 自 治

区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对准广西创新发展九张名片，聚焦

广西“14+10”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民族

文化产业等领域，结合市场对用人专业的要求和需要来进

行专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向内看”。了解区内其他高校

专业开设情况及本校自身优势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主动

作为，积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紧缺空白专业，增强学科

专 业 和 产 业 结 构 的 对 接 度 ， 不 求 “ 大 ” 求 “ 快 ” 而 是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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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数

（万）

1570.96

1656.2

1481

1478

1450

1427

1423

1415

1404

1388

867

年份 生产总值

（亿元）

1639.67

2006.43

2126.41

22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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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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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41

809.07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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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3447.57

40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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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8.39

6028.83

6841.35

7695.3

8774.13

9913.85

10801.04

11492.38

产业贡献率

（%）

41.1

38

47.5

53.7

52.2

62.8

65.8

69.3

67.2

53.7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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