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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论坛》2011 年 19 期曾发表拙作《论技术

本科》，该文对技术本科的产生原因、性质作用和发

展现状作了初步的全面概述。本文将对当前我国技

术本科紧缺问题作专题讨论。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和地区快

速发展技术本科的情况和主要原因

1.为了适应理论技术的发展需要，美国在 1965
年首先建立技术本科学制，培养技术师(高级技术

型人才)。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了以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工农业和生活

服务等领域，实现技术创新，改变了整个社会面貌。
而用技术本科等学制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既能

掌握高新技术的基本原理，又在实践中学习掌握了

实际应用能力， 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由于这种高级技术型人才的需要量极大, 从 20 世

纪 90 年代起， 发达国家和地区掀起了快速发展技

术本科的高潮。
需要大量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原因，首先在于需

要这种人才的数量很大，据国外统计，在各种创新

活动中，技术创新数量约占总数的 60%，创新的项

目比较多;再一个原因是各国都对技术创新成果严

格保密，每个国家都要靠自己的独立研究完成创新

成果。
2.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 1997

年开始举办技术本科。据杨金土、高林主编的《台湾

技职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书中介绍，台湾地区

的 技 术 本 科 在 1997 年 初 办 时 在 校 学 生 有 14193
人， 经过 7 年， 到 2004 年， 在 校 学 生 已 经 达 到

281538 人，7 年 中 增 长 19.84 倍 ，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64%，这种发展速度在教育系统十分罕见。 如与台

湾的技术专科相比较，1997 年技术专科在校学生

30138 人，为技术本科学生的 2.12 倍。 到 2004 年，
技 术 专 科 在 校 学 生 为 151738 人 ，7 年 中 增 长 了

5.03 倍，虽然发展也很快，但远远比不上技术本科;
到 2004 年， 技术专科的在校生人数反而少于技术

本科，只有技术本科的 53.9%。
为了适应技术创新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技

术本科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技术专科，而且，不少

国家和地区还在技术本科之上发展了研究生学制，
以培养能力更强的技术创新人才，这就是发达国家

和地区近年来技术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
二、我国技术本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探讨

要了解我国技术本科现状十分困难，这是由于

我国虽然已经有了技术本科，但还没有单独纳入教

育发展计划。人事劳动部门也没有对技术本科所培

养的人才确定职称，例如很多国家把这类人才命名

为“技术师”。 因此，目前很难找到有关技术本科的

统计材料。 现在社会人士熟悉的是应用性本科，但

应用性本科的范围比较广泛， 既包括工程本科，也

包括技术本科，这是不同类型的两类学制。 工程本

科的建立已经有两三百年历史， 早已形成一定规

模，但技术本科出现的时间很短，因此我国还没有

技术本科单独的统计材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

以从实际事实中发现技术本科的紧缺问题。
1.首先可以从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比较中看到

我国大陆地区技术本科的紧缺状况。 如前所述，台

湾地区 2004 年技术本科在 校学生已经有 281538
人，据了解，到 2010 年又增加到 467939 人。按照这

个发展速度，2011 年肯定超过 50 万人。 我国大陆

地区的人口为台湾地区的 56.5 倍， 如果完全按照

人口比例推算，那么我国大陆地区技术本科在校学

生应有 2800 多万人；即使比照台湾地区只增加 10
倍推算，我国大陆地区技术本科在校学生数也应超

过 500 万人。 但实际有多少呢?目前我国大陆地区

设立应用性本科的有 320 所理工大学，其中上海同

济大学设有技术学院，2010 年技术本科在校学生

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技术本科紧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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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新技术的广泛采用，社会需要大量技术创新人才，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发达国

家和地区快速发展技术本科等学制，培养技术创新人才。 我国十七大号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很多技术

创新人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0 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增长很快，要改变这个趋势，也迫切需要快速发展技

术本科，有必要对加速发展技术本科问题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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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6 人，其他学校技术本科的在校学生少得多。 如

果按照每所理工大学有技术本科在校学生 1000 人

计算，总共有 32 万人，还达不到台湾地区技术本科

的在校学生数；即使所有理工大学都按照同济大学

的数字计算，每校 3000 人，一共 96 万人，也只是台

湾地区技术本科在校学生数的 1.9 倍。 我国大陆地

区虽然有几百所专科阶段的高职学校 (技术专科)，
但独立设置的技术本科院校极少； 上海的学校较

多，有 3 所技术本科，在校学生 2.7 万人。 这些数字

反映了我国大陆地区技术本科的紧缺状况。
2.再从实际工作中看我国技术本科紧缺状况。

据《红旗文稿》中的《姚景源：入世十年，成就、问题

及展望》文章中说：“2001 年至今，加工贸易出口从

2001 年的 1474.3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7640.2
亿美元。虽然我国近年来一般贸易出口增长快于加

工贸易，但目前加工贸易出口规模仍然大于一般贸

易出口。 而在加工贸易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据主导

地位，我国能够得到的利益非常有限，大部分利益

都被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获取。 ”这个事实说

明,我国入世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占大多数。 虽然我

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但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

发达国家， 没有具备制造很多零部件的技术条件。
近年来，由于中共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中重

视了技术创新， 加快了一般贸易的的发展速度，但

入世十年来，加工贸易增长了 5.18 倍，问题依然十

分严重。 这个情况说明，发达国家在加快发展技术

本科后，拥有一大批技术创新人才，每年都为生产

的发展设计制造了大量产品零部件。 而在我国，由

于技术创新人才力量薄弱， 国内不能生产的零部件

数量愈来愈多，问题愈来愈严重。 我国必须效法发达

国家经验，快速发展技术本科，大量培养高级技术型

人才，才有可能解决加工贸易出口逐年增长问题。
3.技术本科紧缺的严重后果。 2007 年，中共十

七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号召，接着，又将某些部

委更名，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要求开展技术创新，用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工

业系统、经委系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条件。如

果不快速发展技术本科，我国技术创新人才将长期

紧缺，严重影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我国的技术水

平将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严重影响我国综合国力

的提高，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统一认识,快速发展技术本科

我国对发展技术本科的必要性、迫切性还没有

取得共识。 其主要原因是：技术本科产生的历史很

短，至今社会上很多人不了解这种学制的性质和重

要作用。至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技术本科的

经验只有十几年，知道的人更少。因此，当前没有对

快速发展技术本科问题取得统一认识。建议将发展

技术本科的必要性、迫切性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

技术本科的情况广为宣传，希望对这个问题早日形

成共识。
正因为没有形成共识， 难免有不少不同看法。

在我所写《论技术本科》文章中讲了“有两种观点妨

碍技术本科的发展”： 一是不区分职业教育和技术

教育，认为有了职业教育，不再需要发展技术教育；
实质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区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

育。二是认为高职院校（专科）已经培养高级技术型

人才，不再需要发展技术本科。 实质上高职专科学

制所培养的是中级技术型人才，必须技术本科才能

培养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
还有些学者对技术本科所培养的高级技术人

才是否具有创新能力表示怀疑。其实我国的技术本

科院校已经培养出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例

如在 2004 年创办技术本科的上海电机学院， 前几

年曾经举办培养学生技术创新能力的试点班，结果

有半数学生都提出创新项目，并获得专利，有 14 名

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用人单位相中。这些事迹上海

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已经多次报道。 可以推

想， 其他举办技术本科的院校也会有不少类似事

例。
如何快速发展技术本科，本人认为：在统一认

识后，首先要对我国技术本科现状全面调查，不同

行业不同专业的缺少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第二，要

调查各方面对技术创新人才的需要状况并估计需

要量，然后在以上基础上制定发展技术本科的全面

规划，避免盲目发展。 在《论技术本科》那篇文章的

第四部分“加速发展并办好技术本科几个主要问题

的建议”中，已经对发展技术本科的要求和快速发

展方法作了初步讨论，本文不再展开。
责任编辑 韩云鹏

“技术教育”栏目征稿

温家宝总理在 2005 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

会议上指出：“我们说的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

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

育也包括职业培训， 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

高等职业教育。”为了促进知识创新和繁荣学术研

究，本刊开办了“技术教育”栏目，主要刊登技术教

育领域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技术教育”栏目坚

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注重刊

发具有新颖性、探索性、争鸣性的学术论文，热

忱 欢 迎 读 者 投 稿 。 稿 件 请 发 至 电 子 邮 箱 ：

1968hyp@163.com，审稿期为两个月，咨询电话：

0791-838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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