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地方高校转型发展”（ＡＩＡ１５０００８）
作者简介：吴红斌，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医学教育；郭

建如（通讯作者），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教育经 济 研 究 所、教 育 学 院 教 育 管 理 与 政 策 系 教 授，研 究 方 向 为 高

等教育管理与政策．
①程艺，李和平．构建地方应用性高等教育新模式［Ｍ］．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４．
②教育部副部长鲁昕．６００多 所 本 科 院 校 转 做 职 业 教 育［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３２２／ｎ３９７０３９０５９．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０３－２２／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③新华网．教育 部 长 袁 贵 仁 答 记 者 问［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ｈｏｔｏ／２０１６－０３／１０／ｃ＿１２８７８９７００．ｈｔｍ，
２０１６－０３－１０／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效果的实证分析：学生发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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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教育体系重构的关键，学术界对转型

的研究多聚焦于转型的必要性、转型的内涵和转型路径的讨论，对转型效果的探讨较少。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教

育经济研究所２０１６年全国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与就业调查数据，从学生发展视角，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

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院校转型对学生发展具有明显影响；相比对学生就业的影

响，院校转型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特别是核心非认知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院校转型对

理工科类专业学生发展影响更明显；相 比 私 立 院 校，院 校 转 型 对 公 立 院 校 的 学 生 总 体 能 力 与 素 质 发 展 影 响 更

大。另外，学生发展，尤其是学生的就业状况明显受院校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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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地方本科院校的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得到快速发展，地方本科院校已成为我

国本科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地方本科高校人才的培养方式雷同研究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的问题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比较突出。为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方向，部分省份（如安徽）在２０１０年

前后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①，教育部主管领导２０１４年３月明确提出引导６００多所地方新建本

科院校逐步转型②。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正式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 下 简 称“指 导 意 见”），许 多 省 份 和 院 校 纷 纷 跟 进。截 至２０１６年３
月，全国已有２０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２００余所高校在积极推进院校转型，各校在转型基础和转型

进展上存在一定差异③。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研究多聚焦于转型背景与必要性、转型的内涵和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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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上①。也有部分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转型院校或某一地区院校的转型情况进行描述，对院

校转型的经验、问题和建议进行相关讨论和说明。② 还有些研究针对的是院校转型的某一方面，如专业

与课程建设、教师教学、实践教学、校企合作等。也有个别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开展全国范围内 的 调

研，如邢晖等在２０１５年对全国２７个省份８６名地方高校校级领导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校领导认同

地方本科院校应该转和必须转，认同转型重点是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课程改革；③阙明坤对１４１所民本本

科院校进行调查，认为民办本科院校转向应用技术大学有其必要性，并认为转型是学科专业的转型，应注

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④

从已有研究看，有关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效果的实证分析还相当缺乏。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关键在于

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其效果应在学生发展上有所体现，并具体体现在毕业生能力与素质的变化和毕业

生的就业状况上，可以说，从学生发展视角来衡量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效果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维度。

基于此，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组在前期大量实地调研基础上，２０１６年６月

组织了全国层面的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与就业调查，对２０１２年入学、２０１６年毕业的学生进行大规模

问卷调查，尝试从学生发展视角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与变量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 研 究 所 在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点 项 目“地 方 高 校 转 型 发 展 研 究”的 支 持 下，组 织 了

“２０１６年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与就业调查”，问卷的设计参考了国内外已有相关调查，并充分结合地方

本科院校转型的特征与要求。结合全国开展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试点的实际情况，共抽取２５所院校进行

问卷调查，其中东部地区１０所、中部地区８所、西部地区７所。院校的抽取考虑到同省份间转型院校⑤和

非转型院校的可比性，每所院校抽取应用型较强的学科专业，兼顾理工和人文社科专业。为使不同院校

间的专业具有可比性，相关专业毕业生调研采取整群抽样。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６－７月到抽样院校对拟调

查专业的毕业生进行现场集中指导填答，以保证问卷填写质量。最终实际回收的有效样本数为７２４１份，

有效样本百分比为７２．４１％，东部、中部、西部样本占比分别为３７．３０％、３９．３３％和２３．３７％，样本中转型

院校共１０所，且均为１９９９年以后的新建本科院校⑥。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学生发展，对学生发展的考察从能力与素质和就业状况两个方面进行。为对学生能

力与素质发展进行测量，课题组设计了“能力与素质”量表，经过探索性因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⑦，将学

生能力与素质分为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素养与态度、批判创新能力、职业认知与规划、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

表达能力；结合《指导意见》和已有研究中对就业状况的考察，本研究中就业状况包括就业比例、就业对口

性、就业起薪和工作总体满意度等四个方面。模型设定时，控制变量是学生的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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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天．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与高等教育认识论及方法论诉求［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１－１７；张 应 强．从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６）：６１－６２；别敦荣．战略规划与高校的转型发展
［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５，（１）：１－９；钟秉林，王新凤．我国 地 方 普 通 本 科 院 校 转 型 发 展 若 干 热 点 问 题 辨 析［Ｊ］．教 育
研究，２０１６，（４）．
李宝银．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背景与路径———以武夷学院为例［Ｊ］．武夷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４，（０１）：１－４；郭 树
东等．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探索———以黑龙江工程学院转型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为 例［Ｊ］．
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０１）：６６－６９．
邢晖，郭静．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地方高校转 型 发 展 的 调 查 与 建 议———基 于 全 国２７个 省 份８６名 地 方 高 校 校 级 领 导
的调研［Ｊ］．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５）：１１－１４．
阙明坤．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困境与策略———基于全国１４１所民办本科院校的实证 调 查［Ｊ］．复 旦
教育论坛，２０１６，（２）：７９－８５．
转型院校的认定参考各省教育厅官方文件公布的转型试点院校名单。
转型院校主要集中于新建本科院校。
由于篇幅限制，相关过程从略。



家庭背景、高中及入学前特征。

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与说

明见 表１。院 校 转 型 直 接 影 响

到学生在校的学习与生活，本研

究假设学生院校过程间的差异

来自于院校的转型发展。

表２报告了进入转型院校

和进入非转型院校的学生在因

变量和控制变量上的均值比较

情况。两类院校学生几乎在所

有控制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两类院校学生在因变量上的不

同难以归因于“院校转型”，因此

有必要采用恰当方法克服这些

特征差异，以准确评估院校转型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①能力与素质量表中各题项为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陈述，其选项为“很不同意”“较不同意”“较同意”“很同意”，取值分

别为１、２、３、４。

②父母受教育程度没有直接用受教育年限的原因是对于分类变量，在模型中使用多个虚拟变量，具有更好的实际解释

意义。

③家庭ＩＳＥＩ指数，即国际社会经济指数，根据父母亲职业编制，本研究选取的是父母职业中更高的一个。

三、实证策略

为避免学生个体特征的内

生 性 影 响，准 确 估 计 院 校 转 型

对 学 生 发 展 的 影 响，本 研 究 采

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倾向值

得 分 匹 配 法 首 先 选 择 协 变 量，

协变量要求尽可能将影响学生

发展和是否进入转型院校的相

关变量包括进来。协变量选择

模型如下：

Ｚｘｓｄｉ＝Ｄ１＊Ｄｅｍｏｇｉ＋Ｄ２＊Ｆａｍｉｌｙｉ＋Ｄ３＊Ｐｒｅｓｃｈ＋εｉ　　（１）

（１）式中Ｚｘｓｄ为是否是转型院校的虚拟变量，取值为１时学生进入转型院校，取值为０时学生进入

非转型院校。Ｄｅｍｏｇ为人口学特征变量，Ｆａｍｉｌｙ为家庭背景变量，Ｐｒｅｓｃｈ为高中及入学前特征变量。根

据协变量模型回归分析结果，选择Ｄｅｍｏｇ、Ｆａｍｉｌｙ和Ｐｒｅｓｃｈ等变量为匹配变量。研究进一步根据模型

（２）计算学生进入转型院校的倾向得分。

Ｐｓｃｏｒｅｉ＝Ｄ１＊Ｄｅｍｏｇｉ＋Ｄ２＊Ｆａｍｉｌｙｉ＋Ｄ３＊Ｐｒｅｓｃｈ　　（２）

需要说明的是，Ｄ１、Ｄ２、Ｄ３ 分别为（１）中得到的回归系数。根据不同的匹配方法得到不同的权重系

数Ｗｉｊ ，ｉ、ｊ分别是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个体。根据权重Ｗｉｊ ，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即

各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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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上标Ｔ和Ｃ分别代表处理组

和控制组，ｙ为因变量，即衡量学生能力

与素质和 就 业 状 况 的 各 个 指 标，ＮＴ 为

处理组的样本量。

倾向 得 分 匹 配 法 需 满 足 重 叠 假 定

和平衡性假定。在 本 研 究 中，重 叠 假 定

要 求 具 有 某 些 控 制 变 量 特 征 的 学 生 个

体可能进入转型院校，也 可 能 进 入 非 转

型院校，本 研 究 的 数 据 满 足 重 叠 假 定。

平 衡 假 定 指 的 是 通 过 倾 向 得 分 后 的 样

本中，处理组和控制组在 控 制 变 量 上 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以便估 计 院 校 转 型 对

学生发展的净 影 响。平 衡 性 检 验 后，研

究发现所有匹配变量在 匹 配 后，处 理 组

和控制组之间均不存在 显 著 性 差 异，且

各 匹 配 变 量 标 准 化 偏 差 在 匹 配 后 均 小

于５％，表 明 匹 配 后 平 衡 性 良 好。各 因

变量的ＬＲ检 验 结 果，匹 配 后 的 平 均 偏

差均较 小，均 不 存 在 显 著 性，可 判 断 各

个因变量平衡性假定均得到满足①。

四、估计结果

１．全样本下的估计

表３为采用３阶近邻匹配得到的院

校转型对因变量的平均 处 理 效 应 结 果。

从能力与素质发展看，在 总 体 能 力 与 素

质上，处理组和控制组得分分别为３．１０３和３．０４５分，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０５８，即院校转型对学生总体能

力与素质产生的影响为０．０５８，根据Ｔ值可知，在１％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能力与素质发展的各维度

上，院校转型对学生的批判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都在５％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影响，而

对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素养与态度和职业认知与规划等方面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就业状况看，就业比例和就业起薪均通过５％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全样本下进入转型院校的

学生就业比例比进入非转型院校的学生就业比例高３．１％，而就业起薪低２６８元。学生是否进入转型院

校，在就业对口性上无显著差异，其就业对口性均在７０％左右。从就业起薪看，由于教育信号作用，高考

分数要求更高的院校（如老本科院校）在劳动力市场享有更高声誉，会导致在全样本分析下转型院校毕业

生的平均起薪更低。不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得到的两类型院校差异结果明显小于直接比较的结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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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检验具体结果在此省略。
双侧检验下，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对应的ｔ值分别为１．６５、１．９６和２．５８，没有特别指明的情况下显著性影响是
指在５％水平。



接比 较 时，两 者 差 值 为３９５．７
元）。可以认为，院校转型可能

在其中 起 到 一 定 作 用，缩 小 了

两者差距。

考虑到学生的能力素质 和

就业状 况 受 学 科 特 征 影 响，本

研究根据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两

个学科大类进一步分析。在本

研究中，理 工 科 有 效 样 本４１５４
份，人 文 社 科 有 效 样 本 ３０８７
份，两 类 样 本 估 计 结 果 见 表４
和表５。对比全样本估计，在理

工科样 本 中，院 校 转 型 对 总 体

能力 与 素 质 仍 有 显 著 性 影 响，

且影响程度更大；同时，院校转

型不仅 在 团 队 协 作 能 力、沟 通

表达能力上仍保持显著性正向

影响，对 理 工 科 学 生 的 专 业 素

养与 态 度 也 具 有 显 著 性 影 响。

在就业 状 况 上，院 校 转 型 对 理

工科学生的就业比例和就业起

薪具显 著 性 影 响，在 就 业 起 薪

上ＡＴＴ绝 对 值 明 显 下 降。对

于人文 社 科 样 本，除 就 业 起 薪

外，院 校 转 型 对 学 生 发 展 的 其

他各 方 面 均 不 存 在 显 著 性 影

响。对 比 以 上 估 计 结 果，并 考

虑到两类院校本身在就业起薪

上的差 异，可 以 认 为 院 校 转 型

对于人文社科学生就业起薪的

正向影响小于对理工科学生的

影响。

２．新建本科样本下的估计

样本中的转型院校均来 自

新建本 科 院 校，考 虑 到 新 建 本

科院校和老本科院校社会声誉、院校办学整体上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必要针对新建本科院校样本进行进

一步分析，以 期 得 到 对 转 型 效 果 更 准 确 的 估 计。本 研 究 中，新 建 本 科 院 校 样 本 共１８所，占 总 样 本

７１．９％，其中转型院校１０所，占新建本科院校样本的５９．９％。对新建本科院校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估计，样本通过相关假定。

表６为新建本科院校样本下学生发展各因变量的ＡＴＴ估计结果。在能力与素质发展上，院校转型

对总体能力素质与发展具有显著性影响，且相比全样本影响程度更大，效果为０．０６７。与全样本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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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 同 的 是，在 能 力 与 素 质

发展的 各 维 度 上，院 校 转 型 对

团队协作能力上不存在显著性

影响。对 此，一 个 可 能 的 解 释

是，相比老本科院校，新建本科

院校整 体 上 实 践、实 训 实 习 相

对较多，学 生 在 团 队 协 作 能 力

上的差异并不能有效区分新建

本科院校中的转型院校和非转

型院校。

从就 业 状 况 上，院 校 转 型

对就业比例、就业对口性、就业

起薪和工作满意度均没有显著

性影响。但ＡＴＴ估计值和全样

本的 对 比 发 现，在 上 述 四 个 指

标上均有明显变化。就业比例

估计值由０．０３１下降为０．００３，

就业对口性的估计值由－０．０１８
增加为０．０１９，就业起薪的估计

值由－２６８增加为－５７．６，工作

总体 满 意 度 估 计 值 由－０．０２８
增加到－０．００２。这进一步说明

在就 业 状 况 上，院 校 层 面 的 影

响作用相对较大。

将样本进一步细分为理工

科样本 和 人 文 社 科 样 本，得 到

估计结果（见表７和表８）。由

表７可知，对于理工科专业，院

校转型对总体能力与素质具有

显著性 影 响，且 影 响 程 度 明 显

大于新建本科样本的平均估计

值。同时，对于理工科专业，院

校转 型 对 学 生 专 业 素 养 与 态

度、团队 协 作 能 力 和 沟 通 表 达

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

就业状况上，院校转型对就业对口性和就业起薪都有正向作用，但均不显著。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在能

力与素质发展方面，院校转型对学生的职业认知与规划能力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对学生发展的其他方面

的能力与素质发展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对比可知，院校转型对于理工科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好于人

文社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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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１．偏差校正匹配估计检验

针对估计倾向得分时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不精确的匹配，最终导致偏差的问题。本研究

在全样本下，通过偏差校正匹配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理工科样本和人文社科样本分别进行估计检

验，得到表９。偏差校正匹配估计检验显示，无论是对于全样本还是对于理工科样本或人文社科样本，院

校转型对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人文社科学生，院校转型对于理工科学生

的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影响更大。此外，和前面估计的结果一致，院校转型对于理工科学生的专业素养

与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影响显著，这也是在全样本下院校转型对总体能力与素质具有显

著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在人文社科样本中，和全样本中人文社科样本估计不同的是，偏差校正匹配估计

后，院校转型对学生的批判创新能力、职业认知与规划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对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具有

显著影响，这也使得在全样本估计下，院校转型对专业技术能力具有显著性影响。在就业状况上，在全样

本和理工科、人文社科样本中，院校转型对就业比例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对就业起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这与之前结果保持一致。整体对比可知，全样本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定。

２．匹配性样本检验

为进一步降低院校本身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结合院校具体情况，在转型院

校和非转型院校中各选择３所院校进行分析。选择的３所转型院校分别为山东的Ｌ大学、陕西的Ａ学院

和河南的Ｈ学院，而非转型院校相应的为山东的Ｄ学院、陕西的 Ｗ 学院和河南的Ｇ学院。３所转型院

校和３所非院校转型在地理位置、院校资源情况、学生入学特征（包括高考分数）等方面各自相差较小，但

各自在学生对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感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３所转型院校毕业生认为学校人才培养模

式发生改革的认同比例平均为５０．２％，而非转型院校其比例则只有２６．０％。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后，进行配对倾向值得分匹配估计①。

在５％水平上，院校转型对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具有显著性影响，且估计值较全样本和新建本科总

体样本更大。从就业状况看，虽然院校转型对就业比例、就业对口性、就业起薪和工作总体满意度均不存

在显著性影响，但对比发现，院校转型对就业起薪和工作总体的满意度不再为负值，取值均明显大于全样

·９１１·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效果的实证分析：学生发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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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新建本科样本下的估计值。

进一步考虑理工科专业和人文社科专业之间的差异①。对于理工科，和新建本科院校理工科样本类

似，院校转型对总体能力与素质、专业素养与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均有显著性影响，且相

比较而言，估计值更大。在就业状况上，院校转型对学生就业比例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人文社科样本，

院校转型对专业素养与态度的影响最明显，且在１％水平上显著。

考虑到匹配性样本中样本较小，研究进一步采用自助法对匹配性样本检验结果进行了再检验，与上

述结果保持一致。

３．异质性检验

院校公私立办学性质的不同使得院校在资源获取上存在明显差异，私立院校在院校经费上更依赖学

费收入，这使得私立院校在办学特征与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相对而言会更加注重学生就业的能力与素

质，如专业技术能力或职业认知与规划等。样本中私立院校共有７所，均为新建本科院校，其中有３所转

型院校。选择１１所公立新建本科院校，其中转型院校６所。

在总体能力与素质上，转型院校对公立院校学生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于私立院

校学生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公立院校中，院校转型对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态度和就业比例

均有显著影响，且在专业素养与态度上表现更为明显。对于私立院校，院校转型对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职业认知与规划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学生入学前特征和学生进入的院校类型（转型院校和非转型院校）对学

生发展的影响相分离，较好地解决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可以较准确地估计院校转型对学生发展的

影响。从学生发展的视角来看，院校转型效果整体上较为明显，并主要表现在学生能力与素质发 展 上。

在此，根据实证结果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讨论。

首先，从学生发展的能力与素质来看，无论是全样本、新建本科样本还是匹配性样本，院校转型对学

生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均有显著影响，且样本选择越是细分，院校转型对学生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影响

程度更大。在能力与素质发展的各维度上，综合比较各样本和各估计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在５％水平上，

院校转型对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专业素养与态度均具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学生的专业技术能

力、职业认知规划和批判创新能力则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院校转型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影响目前

主要体现在核心非认知能力上。这可能与培养模式改革程度及培养模式改革的侧重点有很大关系。

其次，从学生发展的就业状况来看，整体上院校转型对学生就业状况影响较弱。院校转型对就业起

薪、工作总体满意度和就业的专业对口性均没有正向影响，而对学生就业比例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对

于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进一 步 分 析 发 现，工 作 满 意 度 与 工 资 福 利 满 意 度 显 著 相 关，相 关 程 度 达 到０．５２。

就业起薪和就业对口性，容易受到专业本身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特别是院校声誉的信号作用可能会对

就业起薪起到重要影响。起薪高低也受到学生个体质量的影响，在生源质量上转型院校明显弱于老本科

院校，也弱于非院校转型的新建本科院校。不过，对比不同样本估计下的系数大小，在就业起薪上变化最

明显。全样本的偏差校正匹配估计中，院校转型对就业起薪的影响系数为－２４６．１，且影响显著；而在６
所匹配性院校中，院校转型对就业起薪虽然并不显著，但其估计系数变为１２３．８，且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的

系数大小分别为１２１．４和８８．３。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表面上看院校转型对就业状况影响甚微，但实际

上也产生着正向影响，且在理工科专业中表现相对更为明显。对于目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正在进行的转

型发展，在评估院校转型对学生就业状况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地看其平均就业起薪，要综合考虑到学科专

·０２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具体估计结果限制篇幅，在此省略，如有需要可和作者联系。



业之间的差异和院校本身的信号作用。另外，从就业比例看，无论院校转型与否，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就

业比例均已达到８６％以上，但就业对口性均不到７０％。就业对口程度反映出学生在学校期间专业方面

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和对专业的认同程度，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对企业需求满足的水平。相对来讲，地方

本科院校的就业对口性相对较低，显示这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再者，从专业大类看，理工科专业和人文社科类专业在转型院校间学生发展差异呈现不同形态。整

体上，院校转型过程中，理工科专业中学生发展变化更为明显。在理工科类专业中，院校转型对专业素养

与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影响显著，人文社科类专业则表现在职业认知与规划，在专业技术

能力上也有所表现。上述差异的不同与理工科和人文社科类专业的特性可能相关。一般而言，理工科类

专业学生在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等非认知能力上相对较弱，转型院校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注重教学

的互动参与性、实践教学的团队协作性，有利于培养学生上述能力与素质的发展。而对人文社科类专业，

相比理工类专业学生，在表达、协作等方面均相对表现更好，因此院校转型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而院校转

型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更注重职业应用和技能导向（理工科专业这方面特征较明显），这使得院校转型

对人文社科类学生这些能力与素质促进作用明显。在就业起薪上，虽然院校转型对其不存在显著性影

响，但比较可知院校转型对理工类专业学生影响更明显。

最后，从院校办学性质看，院校转型对学生总体能力与素质发展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公立院校中。

院校转型对公立院校学生的总体能力与素质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在私立院校中则影响并不显著。不过考察

能力与素质各维度发现，私立院校中转型发展对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职业认知规划具有显著影响，这可

能与私立院校中人文社科类专业较多有关（在样本中私立院校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比为６５．６％，而同样为

新建本科院校，但办学性质为公立院校的样本中，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比为３４．３２％）。私立院校本身办学

的市场化导向更明显，对学生的就业能力更重视，新建本科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核心体现在学生的专业技

术能力与职业认知规划，院校转型所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可能会使得这一特征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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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效果的实证分析：学生发展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