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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现在“学区房”的日益炒作，
教育部日前提出多校划片的概念，一
个小区对口多个学校，上海在这方面
是不是会呼应教育部这个政策？

市教委主任苏明说，确实前不久
教育部表示进一步考虑推进义务教
育阶段多校划片的操作方式，总体来
说，教育部还是将之作为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举措之一。“上海总体
来说，跟教育部所倡导的义务教育均
衡都是保持一致的。从上海的特点
来讲，一个还是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就
近入学，因地制宜，各个区县根据教
育资源情况更加有效地把就近入学
问题解决得更好。另一个是积极推
进集团化、学区化办学，我们也已经
通过了关于在教育综合改革当中进
一步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方
案，也是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
使市民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义务教育
资源。从学校的供给来说，能够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能够办出更
多、更好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们会
继续朝这个方向把义务教育阶段的
优质、均衡发展做得更好，满足社会
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副市长翁铁慧也补充说，教育部
的要求是面向全国的，上海按照这个
总体精神主要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准备“十三五”期间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有一定覆盖面，办好一批
家门口的好学校。同时，在教育部总
体规划下，上海的特色就是将集团化
和学区化办学相结合。

上海正超前规划到2030年的本埠教育：《高教规划》、《职教规划》公布

高校不贪大求全 职教辟上升通道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高教规划主要面向本科
及以上高校布局和人才培养层次，职
教规划主要面向应用型人才全口径
培养，上海正超前规划到2030年的
本埠教育。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
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介
绍了《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
规划（2015-2030年）》、《上海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
年）》（简称《职教规划》）主要内容等

情况。
据了解，自2013年以来，上海花

了两年多时间进行这两大规划的编
制，目的就是在全面梳理本市高等教
育和职业教育家底的基础上，充分考
虑人口变化趋势、经济社会发展和行
业产业人才需求等因素，特别是对照
国家战略和本市建设“四个中心”和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
求，综合运用大数据方法科学预测发
展趋势，对2030年上海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规模、层次、类型以及分类

发展目标进行规划，力求面对未来上
海乃至周边区域各类人才需求，高等
教育与职业教育在类型上都能输送、
在结构上大致匹配。

“立足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是此
次编制两大规划的战略出发点，上海
希望通过系统实施这两大规划有效
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关切，”翁铁慧说，这两大规
划是“相互关系”。同时，对于两大规
划，上海都超前规划了2030年的规
模、层次、类型以及分类发展目标。

根据《高教规划》，上海将立足人
才培养需求调整优化本市高校布局
结构。主要做法包括：围绕经济转
型、产业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需要，
《高教规划》针对医学、艺术、经管、法
学、理工农、文史哲教6大门类人才
培养为主的高校布局，分别提出结构
调整思路和方向。

到2030年，上海普通高等教育
的医学类在校生规模预计8万人左
右，占比约为9%；艺术类在校生规模
预计8万人左右，占比约为9%；经管
类在校生规模预计23万人左右，占
比约为25%；法学类在校生规模预计
6万人左右，占比约为6%；理工农类
在校生规模预计35万人左右，占比
约39%；文史哲教类在校生规模预计
11万人左右，占比约为12%。

根据最新发布的《高教规划》，到
2020年，上海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

将达到105万人左右，到2030年，这
一规模预计将达到 140 万人左右。
届时，上海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将达90
万人左右，继续教育本专科规模将达
50万人左右。

据此，今年初，上海已经依据规
划组建上海健康医学院，未来还将以
合并组建、新设增设、调整撤并、合作
办学、二级学院独立运行等方式优化
上海高校布局结构，使其更加契合国
家和区域发展需求。

与此同时，将构建普通高校分类
发展和分类管理体系。在《高教规划》
中，本市构建形成上海高校二维分类管
理体系，横向维度上，按照学科门类及
一级学科发展情况，把高校划分为综合
性、多科性、特色性三类；纵向维度上，
按照承担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功能，划
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应
用技能四类，形成了“十二宫格”。

之后，教育主管部门将在与高校
充分沟通并由其自主定位后，把全市
所有高校都放进相应格子里，并配套
建立相应资源配置和评价机制，引导
高校在各自领域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办出特色，从原有“一列纵队”变为

“多列纵队”。
要使二维分类管理体系真正取

得预期成效，高校自身的发展定位十
分关键，不能盲目贪大求全。为此，
上海也正在二维分类体系下，根据不
同专业及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实际特
点，测定13大学科门类生均培养成
本，为调整财政投入和高校收费提供
科学依据，从而使得投入更科学、导
向更明确。

《高教规划》还要求，所有教授必
须为本科生授课，而且要上基础课和
专业基础课，并且以此作为教授任职
的基本条件，不上讲台不能当教授。

《高教规划》：优化上海高校布局结构，分别对应“十二宫格”

《职教规划》中，非常强调加快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上海在《职教
规划》中构建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
职业专科教育-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纵向衔接的职业教
育学制体系。未来，将适度提高专科高
职院校招收中职校毕业生的比例、应用
技术类为主的本科院校招收职业学校
毕业生的比例，打通从中职到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形成系统的、梯
度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将贯通从中职到专科、从专
科到本科多渠道、多形式衔接融通的

“立交桥”（具体包括：从中考进入中
等职业教育、中考进入5年制专科教
育、中高职贯通、中职或高中毕业进
入专科高职教育、中职或高中毕业生
通过秋季高考进入高等教育、中职-

应用本科贯通、专科-应用本科衔接、
专科-专业学位一体化培养等），这将
对培养各类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对接服务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起到重要的人才保障作用。

在对接行业需求完善人才培养
专业布局结构上，上海对标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将涉及本市职业教育
招生专业的14个专业大类和79个
专业类分别对应到20个国民经济行
业门类。

此外，上海将着力建设应用技术
型本科专业。为引导培养应用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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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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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越
来越需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但与之
同时，目前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确
实还有待提升，有不少家长虽然觉得
孩子动手能力很强，但仍担心到了职
业教育学校会“低人一等”。为此，上
海制定实施《职教规划》，目的就是要
从根本上改变一边是企业大喊“技工
荒”，尤其高级技工人才更是凤毛麟
角，一边是职业学校教育社会认可度
普遍很低这样矛盾的现象。

除了合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更离不开加强政策支撑。目前，上海
已在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办法中，把技
能等级列为基础指标，紧缺急需专业
的技能型人才还可以获得额外加分。

《职教规划》：打通从中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升通道

[看亮点]

[热点回应1]

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近期经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务院也印发
了相应文件。上海如何对接？

副市长翁铁慧说，在制定两个规
划的同时，其实还制定了《上海高等
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因
为这是一个非常专项的规划，并没有
采取对外发布的方式，但事实上这个
规划已经在2014年11月出台了。

上海通过遴选一批“高峰高原”
学科，对标国际一流标杆，提升高校
学科建设水平，进而支持形成若干高
水平大学，为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提供支撑，做强底蕴。“第一轮
财政经费投入36个亿，2015年的建
设经费已经到位。接下来，明年还要
根据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
一些微调和动态调整。”

[热点回应2]

加强儿科产科专业建设
最近，儿科门急诊爆棚、儿科医

生青黄不接的消息在朋友圈内被年
轻爸爸妈妈刷屏。实际上，此次的

“规划”也已经有所回应。
副市长翁铁慧坦言，这确实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这与多年前曾取消儿
科专业有关。“这次高等教育规划里
明确将增加医学中儿科还有产科专
业的建设。当然，儿科急诊的问题不
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还有很多问
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要综
合施策来加以改变。”

[热点回应3]

36亿支持双一流建设

学生提高学历的方式将越来越多。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