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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高校受学校历史沿革、教育资源配置、市场需求等因素出现优势学科更优、弱势学

科更弱的现象。学部制改革作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助力学科建设作用显著。为了推动

地方高校弱势学科建设，提升学校综合实力，本文通过分析五所不同类型高校学部制的建立经历，以组

织理论视角切入分析，提出其他高校在强化弱势学科进行学部制改革时的策略选择，需以学科集群化重

构工作结构，推动资源集约化与协同创新；构建虚实结合型治理体系，强化学术权力赋能；培育学科文

化认同，重塑弱势学科价值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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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in many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market demand, there has been a phe-
nomenon where the advantageous disciplines have become more advantageous and the weak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9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90


肖洁 
 

 

DOI: 10.12677/ae.2025.1571190 122 教育进展 
 

ones have become weaker. The reform of the faculty system, a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the in-
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
mot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eak disciplin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tab-
lishment experiences of the faculty system in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it proposes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other universities when strength-
ening weak disciplines to carry out the faculty system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working structure through discipline clustering to promote resource intensification and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Build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combines virtual and real ele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empowerment of academic power; Cultivate disciplina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shape the value 
core of weak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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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部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 

1.1. 历史沿革 

学部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在中世纪欧洲，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缓慢发展，

学术活动开始逐渐兴起。巴黎大学作为当时欧洲学术的中心之一，率先进行了组织形式的创新。学者们

模仿手工业者行会的方式，建立了教师“法团”(Corporation)。随着“法团”的发展与扩张，“法团”按

照不同的科目分化为不同的学术组织，该组织起初只负责教学与学位授予，不涉及科学研究。这些细分

后的学术组织成为学部(Faculty)的雏形，即神学、文学、法学、医学四大学部。这四大学部，拥有其各自

的章程，均享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自治权利。巴黎大学的学部制为欧洲其他大学所模仿，并逐渐成为中

世纪乃至近代大学的基本学术组织形式[1]。 
20 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学部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英国形成了以传统的老牌牛津和剑

桥大学为代表的大部制，即大学–大部(或学院)–学系，英国大学的学部拥有完整的自治权力。德国形成

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学部制，即大学–学部–讲座制，德国的学部与我国现在的学院职能和模式相当。

日本的学部是根据教学、研究的需要，按学科、专业门类组成的校以下一级组织，与我国大学中的一级

学院相当[2]。 

1.2. 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学部制改革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北京大学通过两校合并按学科门类整合构成了五大学部，由此

拉开了中国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帷幕[2]。随后，国内高水平大学纷纷效仿进行了学部制改革。我国学部制

改革模式主要是以学科相近的多学院合并和单一学院升格进行。目前我国高校大多数采取多学院合并的

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由原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

教育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农村教育

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等单位整合而成。学部制改革减少了组织管理上的结构冗杂和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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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学科整合一起，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学术水平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学部制改革过程中，

职能和权力也在重新组合，我国高校学部制运行情况分为三种：“实体型”“虚体型”“虚实结合型”。

“实体型”学部是指学部统一管理下属学系的一切事务，具有管理学院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3]。“虚

体型”学部是指直接受学校委托，全面管理和负责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事务，其定位介于学校与学院之

间，仅具有跨学院的学术决策或咨询权力[4]。“虚实结合型”学部不像实体型学部强调与学院间的行政

关系，也不像虚体型学部那样仅具有学术权力而无行政权力。既有跨学院的学术评议咨询权力，又有原

学院的部分学术权力[5]。它更多地聚焦于学科、学科群的发展，以及教师的学术发展。综上所述，学部

制改革旨在通过革新举措，深度整合并优化高等教育与科研领域的优质资源，完善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推动学术权力组织的扁平化以及行政权力组织的网络化，实现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质

量的提升。 

2. 组织理论视角下学部制构建框架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从组织的观点出发，提出高等教育的组织以围

绕学科开展，最基本要素包括“工作结构”“信念和文化”“权力”。“工作结构”即高等教育的系统制

度，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安排如管理、教学、科学研究，及各学科和院系间的协调关系等[6]。“信念和文

化”即位于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同成员的价值观，它紧密联系工作的部门和组织的发展，同时塑造了其独

特的氛围和文化传统，包括学科文化、院校文化、职业文化和全国学术系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成员起着

导向和凝聚的作用。“权力”即学术权力、院校权力、系统权力(政府、政治)的分配和运作方式。下文以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态学部(2019 年撤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山大学医学部、哈尔滨工

业大学计算机学部、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为例，通过查阅官网资料的方式(资料收集结束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从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文化四个维度分析其建构框架。 

2.1. 组织目标 

组织目标是组织对未来的愿景和追求的具体化体现，是管理者与组织成员的行动指南。大连理工大

学化工与环境生态学部于 2010 年 3 月 8 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会议中指出学部建设要科学规划学部战略

目标与发展远景，打造核心竞争力；促学科交叉融合，显特色提优势，形成学科汇聚力；完善运行机制

和学部文化，持开放心态，加强团结协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目标是构建北师大教育学科为中国

教育创新策源地、教师培养基地、教育家摇篮、教育决策思想库、国际教育交流及文化产业基地。以更

广视野、开放姿态、执着努力，加速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为实现北京师范大学“综合性、有特色、研

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目标。中山大学医学部主任宋尔卫院士指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医学

部将矢志不渝地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强大的医学研究平台、整合高品质的医疗资源，共创“百

年中大医学”的辉煌新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部的组织目标是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契机，

凝练重大方向，聚集一流师资，搭建高水平平台，产出一流成果，培养一流人才，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的计算学科群奋斗。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的建设目标是促进学科间的交

叉与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潮流，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体制机制的创新，持续激活地学学科

新的发展活力，加速实现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 
从这五个学部的组织目标中，可以提炼出以下要点。这些学部的组织目标均展现出其对卓越与一流

的不懈追求。它们均致力于科学规划与战略部署，可以通过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等手段，打造核心竞争力与学科汇聚力。同时，这些学部注重一流师资的集聚与高水平

平台的搭建，以期在各自领域内产出卓越成果、培养杰出人才。此外，它们还积极响应并服务于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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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需求，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矢志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或教育创新高地。尽管各学部领

域和具体目标有所不同，但各学部都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注重与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学科

的发展和进步。 

2.2.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的全体成员为达成组织目标，在管理实践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与紧密有效的协

作，进而在职务划分、责任界定以及权力分配等方面构建起系统性框架和体系。根据《大连理工大学学

部制管理若干规定(暂行)》，学部由学校直管，并领导管理学院(系)及科研机构，形成“两级管理，三级

建设”体制。学部直接向学校负责，内设党政机构处理行政事务，领导班子分管工作。学部设分党委负

责党建，并建立工会、共青团等组织。大工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下设多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教研室。

学院(系)负责学科建设、科研、师资建设及教学，设管理岗位及秘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设有专门委

员会、学术机构、党委和行政部门。委员会负责强化学术管理，健全规章制度，支持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机构含实体性学术机构和综合交叉平台，前者设有各类学院、研究院或研

究所，负责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后者是多学科协作解决重大问题的平台，学部现有 13 个实体机构和

20 余个交叉平台。中山大学医学部设有医学部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综合管

理处、医学教育处、医院管理处、8 个学院、10 家直属附属医院、实验室和医学中心等。学部支撑起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口腔医学、药学、护理学、中西医结合、特种医学及法医学 9
个一级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部下设有行政、党群、教学、学生工作、研究所培

养、国内合作办公室，6 个学院和多个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研究所)以及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

学部设立部务委员会、学部主任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负责学术、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学位评定、

教学等工作。学部下设 5 个学院，多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这五所学校的学部组织结构均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专业性，均采用了学部直管学院(系)及科研机构

的模式，形成了“两级管理，三级建设”或类似的多层次结构清晰的管理层级，有效学校战略意图的有

效传达与执行，赋予学部较大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适应学科发展需求。在这些学部中，均设有党政机

构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工作。同时，各学部也都注重学术管理和学科建设，设立了

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来强化这一职能。各学部积极构建多学科交叉平台或研究机构，以促进学

科间的融合与创新。在组织架构上，虽然各学校有所不同，但都注重党务建设、学术建设、行政管理和

学生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平衡，确保学部的全面发展和高效运行。 

2.3. 组织功能 

组织功能是指一个组织为实现其目标，所实施和设定的各项活动与任务。五所学部虽然研究领域不

同，但组织功能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特性。 
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各学部均为科研重地，承担各领域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会、

专题讲座，组织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加强研究所、实验中心与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学部内的专家

学者在多个学科领域承担大量国家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为学界、社会提供理论、决策支持。同时，学

部为育才摇篮，设高质量本硕博课程，提供实践机会，与海内外机构紧密合作，育才出众。如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承担全国最早期的教育学硕博授权点、博士后站人

才培养任务，设置完整的教育链。 
在社会服务与咨询方面，学部承担着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责，为政府、企业和行业提供咨询服务、技

术支持和成果转化等。学部内基本设置了咨询委员会。专家学者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战略规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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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咨询中心，为国

家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极具价值的“智库”支持。 
在学术治理与管理学部方面，各学部均采用多层次结构的管理层级，通过明确各级职责与权限，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率与教学质量，学部内拥有较大的学术自主权。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教学指

导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制度和规范。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地球

科学学部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及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委员会、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

学委员会、学术伦理与法律委员会等 6 个专门委员会来完善学术管理体系。 
在学科整合与交叉方面，各学部都致力于整合和优化学科资源，通过撤销原有院系或整合相似学科，

形成更为紧凑和高效的学科体系，并且注重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设立跨学科

的研究平台、开展跨学科的科研项目等方式。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通过学部制改革，设置

地理科学学院、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海洋科学学院)等 3 个实体学院，实现了学科

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该学部拥有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如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部整合了哈工大本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

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和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等资源，旨在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计算学科群。致力于推

动计算技术、人工智能与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并探索一校三区计算学科“共建、共享、互通、互补”的新

机制。 

2.4. 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独特

特点，是全体成员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观体系。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与生命学部部徽以苯环为形，体

现学科专业特点，中心对称图形，外方内圆，结构稳定。苯环外部，“大工”二字首尾环抱，象征学部下

设的六个学院；“大”字探出的字头似苯环中的一个取代基，表精细化工室。苯环内部 C、E、B 英文字

母为化工、环境、生命缩写，结合犹如车轮，象征发展迅猛。整体显和谐、容纳、力量之美，七个下设单

位无彼此之分，团结坚强。部训(学部精神)是“化育天工，启境乐生”。寓意是教化培育人才，探索自然

奥秘(化工)；开启新境界，造福生命(环境、生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承百年历史使命，弘扬“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精神。部徽主体为汉字书法篆体“教”字，“教”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体现了“教”字悠久的历史，传达学部的文

化内涵。篆书图形端庄质朴，契合教师气质及学部特征。“教”字三部分中，“子”字部象征学部人拥抱

未来，“爻”字图形象征辛勤耕耘。部徽主色调为暗红色，寓意历史感与稳定性。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

学部部徽轮廓由英文字母 F、C 组成，意为“Faculty of Computing”。部徽内部形状，从中间部分看来字

母“H”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整体部分看来字母“A”代表人工智能。“A”也代表 A 类一流学科，

“F-A-C”寓意 First A Class，即 A+顶级一流。学部精神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样，包括光熙精神、学部

使命、计算机之歌等。“光熙精神”是以陈光熙教授为代表的一代代哈工大计算机人精神的浓缩，是计

算机学部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部徽以圆形为设计，蓝色背景象征地球自然

环境，中央及周围环绕的“S”字母代表科学，强调学部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徽章下方“地质科学系”字

样明确了专业方向。该部徽体现了地球科学学部的探索精神、团结合作、科学严谨和专业特色。它激励

着学部师生不断探索地球奥秘，注重团队合作和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为地球科学领域培养优秀人才。部

徽的设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成为学部师生的精神象征(以上学部信息均来自学部官网，

中山大学医学部建立时间较短，尚未找到相关信息)。 
根据分析以上几所学部文化特点发现，这些学部都注重通过设计具有独特寓意的部徽来彰显学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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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特色，这些部徽不仅美观，而且富含深意，往往与学部的学科特点、历史使命或文化内涵紧密相

连，学部标识具有其独特的鲜明性。其次，学部都拥有明确的学部精神或训导，这些精神理念成为学部

师生共同遵循的价值导向，激励着他们不断追求卓越。同时，学部注重学部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通过举

办各种文化活动、建立文化阵地等方式，不断加强学部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这些文化活动和阵地不仅丰

富了学部师生的精神生活，也增强了学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 工科院校弱势学科重塑策略 

3.1. 以学科集群化重构工作结构，推动资源集约化与协同创新 

3.1.1. 组建跨学科集群 
高校在推进弱势学科体系优化时，应遵循学科知识互补原则，运用学科质量评估系统实现重点学科

与培育学科的科学衔接。通过建立优势牵引发展机制，由高水平学科带动基础薄弱学科建设，促进跨学

科资源流动与协作融合，开辟学术创新点[5]。如实施交叉学科重点资助计划，搭建多学科联合研究基地，

推动教学科研资源来实现弹性配置，从而系统地提升学术体系的整体实力与协作水平。重点推进学科间

的深度协作，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资源集成形成综合性创新框架。 

3.1.2. 搭建协同创新平台 
高校建设跨学科研究中心应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研究范式革新，促进学科体系重组。以华东师范

大学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为例，该机构通过融合地理学与生态工程学科，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决

策支持”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科研机构组建跨学科实体部门可强化不同领域的协

同联动，依托联合研究项目来搭建师生协作平台[3]。由学术委员会统筹管理学科资源，能够优化资源配

置效率并激发创新活力。 

3.1.3. 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高校学术管理部门应建立分类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专项学科基金实施精准支持，可使用动态监测评

估去锁定重点发展领域，围绕“需求分析–资源调配–效果评估”来形成管理闭环。高校需创建跨院系

人才协作机制，培育路径需完善基础设施、孵化特色成果、建设研究团队，推动待发展学科形成自主创

新能力。通过定期调整资金投入的方向、建立学科交叉工作站等措施，实现学科资源利用效率与建设质

量的同步提升，促进学术体系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 构建虚实结合型治理体系，强化学术权力赋能 

3.2.1. 推行“学部主导、学院协同”模式 
高校学术管理机构应建立分工协作机制，通过建立学部并明确学部与学院的职能边界从而实现治理

效能优化。学术委员会主导制定学科发展规划，行使资源配置方案审定、评估标准修订等决策职能，二

级学院重点落实教学科研任务，负责课程建设、成果应用等具体实施工作。建立定期协商制度，由学术

委员会召集院系负责人共同审定年度工作计划，确保决策执行有效衔接。通过设置项目督导组跟踪实施

进度、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措施，形成规划制定、过程管理、质量评估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最终实现学

术质量与运行效率的提升。 

3.2.2. 下放学术决策权力 
高校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时，需通过优化权责配置落实教育治理政策。教育行政部门应调整管理机

制，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重点强化教师在课程设置、学术评价等领域的决策参与度[3]。学校可授权学

部学术委员会主导人才引进的成果评审、职称晋升的分类考核、科研立项的专家评议等核心事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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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治理与行政保障的协作机制。对于基础薄弱学科，可探索建立五年周期的基础研究评估与应用成果

转化评价相结合的分类考核体系，通过设立专项支持通道减少短期考核压力。同时建立学术监督委员会

对评价流程进行备案审查，逐步构建以学术价值为导向，多元维度相补充的发展环境，促进学科建设回

归教育本质规律。 

3.2.3.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学部应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并将其纳入教育治理体系，形成完备的管理流程。学部可构建包含

科研成果数量、社会服务成效、学科国际排名等核心指标。针对连续评估不达标的学科，组织专家进行

综合评估后实施分类处理，对相近学科实施整合重组以优化资源配置，对具有转型潜力的学科引导其对

接新兴产业需求，对长期建设滞后的学科按程序撤销建制。可以建立学科数据监测平台、设置三年观察

期等具体措施，确保调整过程科学规范，以便于持续提升学科建设质量。 

3.3. 培育学科文化认同，重塑弱势学科价值内核 

3.3.1. 凝练特色文化符号 
高校应组织相关委员会系统设计学部或学科的形象体系，注重文化传承与视觉识别的建设。设计团

队须提炼学科的核心特征，构建基础标识、延展图形与场景应用规范相结合的文化符号。如理工类学科

可采用蓝绿色系突显科学理性，工程类学科可采用银灰色调展现技术特征，同时融入校徽元素来强化文

化的传承。首先校级标识与学科专属标识要在学校官网、实验设备等场景实现规范统一。其次开发支持

虚拟教学的动态标识系统，来实现三维空间的可视化应用。最后制定学术会议应用模板、师生形象规范

等标准文件，在招生宣传与国际合作中提升学科辨识度。通过这些来优化视觉系统在教研场景的渗透度，

能够增强师生认同感，推动特色学科并且塑造品牌影响力。 

3.3.2. 构建学术共同体精神 
高校在推进弱势学科文化建设时，需统筹历史传承、发展规划与价值认同三方面工作。档案管理部

门应系统整理学科发展史料，例如建立哈工大“光熙精神”专题数字档案库，通过校友访谈、文物数字

化等方式保存学科的文化记忆。发展规划处可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制定战略规划框架，将学科使命细化为

具体建设指标，转化为教学科研人员的行动指南。学生工作部门可设计包含“名师讲坛”“实践基地轮

岗”“年度人物评选”等系列文化育人活动，通过实体展览与新媒体传播结合的方式，在师生群体中培

育学科的身份认同感。通过设立校史研究专项、组建院系文化工作小组等具体措施，实现文化资源向育

人效能的不断转化，推动这些学科精神在新时代创新发展。 

4. 结语 

本研究以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态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山大学医学部、哈尔滨工

业大学计算机学部、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五所学部为例，对这些学部的发展建设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其他工科类高校在强化弱势学科方面的路径启示。我国存在不少工科类院校工科强而其他学科弱的现象，

其主要症结在于学校历史沿革使得学校对资源配置、课程设置、学科定位和科研投入等倾向于工科发展；

学科交叉与融合不足、社会需求与就业导向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通过以上路径，以期为工科类院

校发展建设弱势学科提供参考。对于笔者而言，本研究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与价值，但仍存在不足

之处。本研究在样本量方面相对较少，且缺乏长期跟踪研究。扭转工科高校优势学科越强弱势学科越弱

的现状不仅需要政策调整与措施落实，还需要高校的深度建设与持续改进，更需要研究者深入剖析与积

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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