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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我国加入 wro后 ，给建筑类地方高校~⋯-⋯⋯tll向和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旧的框架同化新的问题，而应 

顺应时势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构建新的育人平台。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世贸组织；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S．4 [文献标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02}03-0001-03 

Study Oilthedecision—nIaIdI培 ofthe architecture colleges beingfacedwiththe chfllenge oftheWTO 

DU Jin—hng 

(Tianjin Institute of Urban Construction，Tianjin 300384) 

Abstract：As China be amember oftheWTO。the architecture colleges ale edwith new challenges．In ordertomeetthe need ofthe devel— 

opment ofthe higher edIJc 0n-we should adoptthe new educationalmode andmethodsinstead ofthe old O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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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 ，加入 WTO促进 

了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 ，我国高等教育也将别无选择 

地融人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之中，资源重组、战略调整是当 

前高校教育模式转变的主流，对于象我院这样的建筑类地方 

高校而言，将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更严峻的挑战。因此，在 

人世新形势下如何找准建筑类地方高校的位置，与时俱进地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教育的 

发展，是我们回避不了并且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紧迫课 

题。 

一

、 加入 WTO对建筑类地方高校的影响及挑战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三条中有关“教育服务”的条 

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 

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 ，涉及各级各类的 

教育与培训活动。参与的方式有远程教育 ，国外机构独资、 

合资办学，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及专业人才的自由流动。这就 

预示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表现在教育思想观念、人才培养 

意识的国际化，同时还体现在高校生源、高校教师 、学术交 

流、人才流动及学生就业的国际化。辩证地分析面临的形 

势，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将对建筑类地方高校产生更加深刻的 

影响，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 

1．加入 WTO对建筑类地方高校的新要求 

加入WTO后，西方国家将凭借其教育和科技的优势，越 

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这必然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建筑类地方高校提出了更高更新 

的要求。首先，要认真审视建筑类地方高校的教育思想、管 

理体制、培养模式、教学方式等是否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国际 

化。要突出建筑类地方高校的独特个性和办学特色 ，真正用 

可持续教育发展观和多元化教育质量观指导教育实践，为基 

于创新的全球化经济提供城市建设方面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其次，加入 WTO使我国城市建设产业直接进入知识经 

济时代，所以培养的人才要具有适应 国际竞争的应变能力， 

还要着重具备和提高几种适应国际交往和竞争需要的能力 

素质：一是外语应用能力；二是跨文化沟通能力；三是信息 自 

理能力；四是创新能力；五是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就要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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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类地方高校必须培养熟悉国内外情况 、外文水平高、专业 

知识扎实、有创新和实践精神的人才。同时，要提升德育的 

位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抵御加 

入 w 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负面影响。 

另外 ，加入 w 后将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建筑 

类地方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应达到的培育城市建设人才的目 

标相适应。加入 w 将使国外更多先进的课程 、教材、新技 

术通过合作途径被引进国内，此外一些合作办学的院校通过 

高薪吸收人才，也会引起学校教师的流失。随着办学主体的 

愈加多元化，外国人单独办学或合作办学将增多。但随之而 

来的是办学竞争加剧，质量低、没特色的学校将被淘汰出局。 

因此 ，建筑类地方高校要优化课程结构，完善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方法，消除因加入 哪 对培育城市建设人才的潜在负 

面影响。 

2．加入 wm 给建筑类地方高校带来的机遇 

加入 w 后，要求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更 

加国际化。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改进，特别是通过学习和 

借鉴发达国家的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经验，为建筑类地方高 

校教学升级改造提供了机遇。 

据国际组织测算，加入 w 后我国每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将提高 2．94％，居民收入也将相应得到提高，家庭的高 

等教育支出有了更大的余地。根据 w “教育服务”条款的 

规定 ，制定我国高等教育相关配套法规成为紧迫需要 ，从而 

将为解放我国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入 w 后还将促进人才流动国际化。外资的大量进 

入和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将使人才竞争更激烈，高层次人才和 

热门专业人才更加走俏。为了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获胜 ，用 

人单位将进一步提高工资待遇，从而使我国人才的工资待遇 

逐步与国际接轨。加 入 将加快就业机会扩大的同时， 

就业的压力也相应增加 ，很多人将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需 

要进行重新学习以便再就业。因此，建筑类地方高校可把握 

契机，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和开展终身教育。 

3．加入 wTD使建筑类地方高校面l临着严峻挑战 

挑战一：人才的争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我国 

人世以后，受到冲击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才问题。因为外国企 

业进入我国不可能带很多人来，他们需要的人才都要在我国 

招聘 。目前，人才争夺战的硝烟已经开始升起。在清华大学 

上百种的奖学金中，外企设立的占一半。北京大学 400多万 

元的奖学金中，外企 占300万元左右。巨额投资的后面是对 

高校优秀人才的争夺。为了争夺人才，英特尔投资 5000万 

元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微软投资 8000万元成立中国研究院。 

据统计，美 国到 2006年将缺少 67万专业人才，其中仅计算 

机人才，每年需补充 9__1O万人 ，而这缺少的大部分人才需 

要从中国、印度等国招聘。有人预测，在高薪和高待遇的诱 

惑下 ，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很可能出现一场人才“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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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人才流向国外 、外企或其他行业。因此，引进、培育和 

留住高层次人才，将是建筑类地方高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一

0 

挑战二 ：生源的竞争。近些年来，随着各校的扩招 ，生源 

竞争早已开始，从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到民办的社区 

学院，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招生宣传策略，目的非常明确，就 

是竞争优秀生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源和质量不仅代表 

着一所高校的社会美誉度，而且还是高校生存发展 的基础。 

为了争夺我国的生源市场，自2002年2月以来，由 18个国家 

的200多所海外学校组成的教育展，在北京 、上海 、武汉、大 

连等地巡回展出，各地均出现了人山人海展馆爆满 的局面。 

同时各地媒体上 ，国外招生的广告也不绝于 目，生源竞争 日 

趋白热化。与地方高校竞争生源的对手不仅有国内的各类 

院校，还将有更多的国外学校参与其中。生源竞争，是人世 

后建筑类地方高校必须认真应对的挑战之一。 

挑战三：部分毕业生就业难。大多数建筑类地方高校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应运而生的，其办学基础尤其是学科 

基础相对较弱，有的学科专业比较老化，专业人才供大于求， 

欲调整学科专业方向又没有足够的师资及教学条件。与部 

属院校相比，地方院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一般都安排在“二本” 

之后，学生的入学成绩相对要低 1—3个分数段，由于学生的 

入学基础较弱 ，虽然经过大学 4年培养，有相当一批毕业生 

学得很出色，但多数毕业生的综合竞争能力还不够强。由于 

建筑类地方高校学生本身竞争能力不强，再加上专业的单一 

和社会就业机会的减少，势必产生一些毕业生就业难的问 

题。 

挑战四：办学主体多元化。我 国的教 育人 口占世界的 

30％左右 ，全世界每 10个人中就有 3个 中国学生。无疑，这 

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市场。加入 wm后我国的教育市 

场将更加开放，海外教育机构将会纷纷要求来我国投资办 

学。一旦允诺，他们会要求我国政府下放权力，在招生规模、 

聘请教师、收费标准和颁发文凭等方面效仿西方国家，并将 

采取自我管理、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由市场来决定 

生源 、质量和声誉。海外机构来我 国办学，不仅冲击我 国的 

办学自主权和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而且使象我们这样本来 

就不太强大的建筑类地方高校不得不进入一个更大的竞争 

圈。 

挑战五：必须强化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的教 

育。加入w 后，西方的商品和资本集团都将陆续登陆，西 

方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等也将漂洋过海而来，渗透到 

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会渗透到学生的思想里。加 

入 w 后，我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家，我们需要吸纳外 

民族合理的优秀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同时，也必须 

杜绝道德滑坡、精神沦丧、文化自绝的悲剧上演。 

二、建筑类地方高校应对加入 w 挑战的对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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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加入 WTO后的形势，建筑类地方高校不能静观等 

待、消极适应，而应主动出击 ，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对策一 ：更新观念，转变视角，拓展眼界。建筑类地方高 

校要在 WTO的国际大背景下 ，重新审视教育的理念 、功能、 

质量标准和运行规则。不能恪守沿袭多年的办学理念，要将 

国际化的思想和要求融入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不要仅仅 

把教育看成是一种“传道、授业 、解惑”的活动，而更应看作是 

一 个参与国际竞争的实体 ；不要仅仅用地域的标准来衡量教 

育质量，要向国际标准看齐。特别是教师要树立现代化的教 

育理念，尽快实现 自身角色的转换，以自身的高素质去迎接 

新挑战。一要由管理型转为服务型，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的 

服务意识 ；二要由权威型转为伙伴型，建立民主、平等、互动、 

合作的师生关系；三要由传授型转为引导型，让学生在自我 

探究、主动发展中享受学习的乐趣；四要由经验型转为创新 

型，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强化科研意识；五要由继承型 

转为学习型，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充电，必须具有终身学 

习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素质，成为一个学习的实践者 、示 

范者。 

对策二：调整教育 中心 ，把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放在核心位置。加入 WTO，意味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也意味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必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 

导力量。建筑类地方高校必须尽快调整传统的培养目标，改 

变重传承轻创新、重知识轻能力、重守业轻创业、重单干轻合 

作、重单一型轻复合型的培养模式，切实加快素质教育的步 

伐，革新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革新课程体系，尤其要拓宽专业 

口径，增强专业设置的灵活性，积极发展人世后所需的学科 

专业 ，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精通 WTO 

规则和国际经济、法律的高、中层管理人才。 

对策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入 WTO后，各行各业都 

要与国际接轨，建筑类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能够适应全 

球化和知识经济对人才的更高要求 ，因此，必须把培养高智 

能、高素质、国际化的创新人才作为办学宗 旨。培养的人才 

必须具备良好的思维判断能力、自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必备的文化科技素质。 

培养这种人才涉及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 、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教学内容上 ， 

应鼓励学科渗透，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适应 的复合 型人 

才 ；在学科专业设置上 ，避免过细倾 向，应根据市场需求设置 

跨学科综合型专业 ；在教学方法上应强调学生的参与性和实 

践性 

对策四：以特色学科与优秀学科为重点，大力加强学科 

建设。建筑类地方高校必须对现有的学科进行梳理。要请 

校内外的专家对全校学科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与 

方向进行综合分析，用生命周期理论把学科分成成长型学 

科、成熟型学科、衰老型学科。对于成长型学科要大力扶持 ， 

对成熟型学科要进行再次分析，分出优秀学科 、特色学科和 

一 般学科。对衰老型学科要分出一般衰老学科和重度衰老 

学科。对一般衰老型学科要进行改造，对重度衰老型学科要 

调整或放弃。在学科建设上，一要加大投入，二要进行学科 

建设规划 ，三要设立学科建设管理专职机构。 

对策五：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大力加强优秀人才高地建 

设。为了迎接人世给高校带来的挑战，建筑类地方高校必须 

采取引进 、稳定和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加强人才高地建 

设。引进 ，主要是引进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的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在引进人才时应该以业绩 、贡献和学术水平作为主 

要考察指标。除引进和稳定优秀人才外 ，还要大力培养校 内 

的中青年教师，为他们创造进修、提高、更新知识的条件，使 

他们在学术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胜任教学和科研工作。 

对策六：迅速提升建筑类地方高校科技竞争实力。加入 

WTO后，跨国公司大量涌入，科技竞争加剧。高等教育作为 

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其科技实力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所 以，建筑类地方高校要改革科技体制 ， 

改善科技工作的条件和环境 ，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还要加强科技成果的开发、推广和应用。 

对策七：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积极稳重地推广现代 

远程教育。互联网的高效率及高渗透性为地方院校提供了 

缩小与重点院校在信息资源上的差距的契机。建筑类地方 

高校应及时抓住机遇 ，一方面抓紧校园网硬件建设 ，另一方 

面要及时将建设重点调整到互联网的开发和应用上来。在 

教学上 ，开展网上远程教学和校内多媒体交互式教学，建立 

教学资源库。在学校管理上利用网络，实现管理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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