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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质量：

◆ “中国本科教育的三部曲”： “质量意识”、 “质量革命”、 “质量

中国”。

◆三项核心任务：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

第二，关于结构：

◆区域结构    ◆院校结构    ◆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说多重要都不为过。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

养的“腰”，一头连着提高质量，一头连着推进公平。这个“腰”如果不

硬，人就站不直，就挺不起胸，抬不起头。宝生部长、蕙青部长反复跟我

说，总书记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

春兰总理也关心这个问题。

1.1   “金专”概念的提出



 吴岩司长讲话中提出，专业结构，应把握“四个关系”、“四个着力”。

◆“四个关系”。第一，关系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第二，关系服务，直接关

系到高等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第三，关系引领，高等教育要变成克强总理说的“人才培养的

摇篮、科技创新的重镇、人文精神的高地”。要成为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领力量！专业不行

就引领不了。第四，关系根本，关系总书记天天讲的“根本任务、根本标准”。

◆“四个着力”。第一，要着力解决脱节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的专业很多是自娱自乐，跟

社会脱节、跟经济脱节、跟创新脱节。第二，要着力解决融合的问题。着力解决科教融合、产

教融合、医教融合、校企结合、校地结合等方面的融合问题。专业本来就是面向社会需要的职

业而设立的，自娱自乐、不融合就是脱离。第三，要着力解决支撑的问题。高等教育培养的专

业人才支撑着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不了，解决不了“底座的问题”，就没法办好。第四，要着

力解决引领的问题。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引领。专业就是引领落地的地

方。高等教育要发挥火车头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的专业必须真正能够引领。



第一，需求导向。专业设置要解决“小逻辑”服从“大逻辑”的问题。一定要打破思维定势，没有

哪个学校可以包打天下，也不必包打天下，也包打不了天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校专业设

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这是王道！

坚持 三个导向

第二，标准导向。我们去年1月份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是专业

标准。我们要有这种“质量意识、标准意识、国家意识”。92个本科专业类、五百八九十个专业在

标准里都有要求，包括目标、规格、课程体系、队伍、条件、保障。这个标准是既有“规矩”又有

“空间”，既有“底线”又有“目标”，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大家得熟悉这个。你不熟悉，

专业设置的时候怎么干？有人说1.0版，2.0版。我说，这不是1.0，也不是2.0，这是中国的“质量标

准”。

第三，特色导向。哪个学校的专业也不能包打天下。学校最好不要刻意追求大而全。学校是“真改

革”，还是“假改革”？专业设置动不动真格的，还是摆花架子？就是一个试金石。比方说中山大

学、浙江大学，都调整了三四十个专业。我前两天到浙江大学，从130个专业到现在90多个专业。

中山大学从120-130专业到现在70多个专业，那是真干、干真的。我觉得一定要这么干，这才是真

正地为国家负责、为老百姓负责、为学生负责，才是真正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经济专业是否已开始调整？





一、总体要求

二、主要内容

（一）健全制度体系

1.完善职称层级。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初级职称只设助理级，高级职称分设

副高级和正高级。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名称依次为助理经济师、经济师、高级经济师、

正高级经济师。

为进一步体现专业属性，部分专业的职称名称直接以专业命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职称名称为

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正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知识产权专

业的职称名称为助理知识产权师、知识产权师、高级知识产权师、正高级知识产权师。其他专业在职

称名称后标注，如经济师（金融）、经济师（财政与税收）等。

2.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分类要求，适时调整经济系列专业设置。对从业

人员数量较大、评价需求稳定、发展良好的工商管理、金融、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做好专业建设，

持续稳定开展评价工作；对行业发展变化较大、评价需求不断缩减、从业人员数量较小的专业，及时

调整或取消；在发展势头良好、评价需求旺盛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增设新的专业；对知识结构、岗位

要求相近的专业，及时进行整合。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设置由国家统一公布。 
3.实现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略)
4.经济专业人员各级别职称分别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相对应。 (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 





《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3+1+2模式）》

◆“3”：语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 

◆“1”：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物理、

历史科目中选择1科。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按选考物理、选考历

史两个类别分别公布招生计划、分别划线、分别进行投档录取。

◆“2”：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

个科目中选择2科。

1.2  《部分“双一流”高校选考科目要求》中的档案学专业招生

《部分“双一流”高校选考科目要求》中“档案学”及“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设置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



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四川大学



河北大学

河北高校选考科目要求河北高校选考科目要求



（1）“社会科学试验班”

   ◆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

   ◆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一起（比如，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2）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比如，中山大学）

（3）“工商管理类”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一

起（比如，南开大学）

（4）历史学类下（比如，山东大学等）

（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的专业分别招生（比如，四川大学、河北大学等）

   ……

1.3  档案学专业的定位？



档案专业高等教育

能适应“金专”建设下的新要求？

思考





2.1 《档案学概论》课程建设成就



《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 /胡鸿杰

 … … 

       第二编  中国档案学的结构功能

第五章  档案学的“基干体”——档案管理学

第六章  档案学的“衍生群”（上）——档案文献编纂学

第七章  档案学的“衍生群”（中）——档案保护技术学与中国档案史

第八章  档案学的“衍生群”（下）——电子文件管理与“濒危学科”

第九章  档案学的“终极者”——档案学概论

◆ 赵越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7年）

◆ 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8年）

◆任遵圣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9年）

◆ 陈兆祦、王德俊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95年）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2001年）

档案学概论的结构与功能

     一是，档案

     二是，档案工作

     三是，档案事业

     四是，档案学



5.生态文明建设

4.文化活动

3.社会活动

2.经济活动

1.政治活动

 人类社会“五位一体”
     的业务活动

伴生物：文件档案

中国 “档案”的界定：

中英文对照：
永久保存的公共档案：archives
健康档案：health  records
信用档案： credit  files

… …



2.2 “真实（自然）界-数据（自然）界”环境







2.3  新环境下《档案（数据）学概论》内容的建设思路



◆国家图书馆

美国：隶属于国会（立法、代表选民发言、监督、公众教育、调

解冲突等）

中国：隶属于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

等）

两国定位
相同吗？

中美两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比较分析

◆我国《情报学概论》课程的演变：

能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可信信息管理的需要吗？



 新中国：（机构）业务活动——档案室(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工作)

 归档

法规规定保存

 美国：（Organization）operational activity——Records Center——Archives
 （档案馆，公共性）

◆中美两国的档案实践及教育的差异：

新中国：本科、硕士、博士

美国（Archives）：硕士

档案实践

档案教育
中英文对照：

永久保存的公共档案：archives
健康档案：health records
信用档案： credit files

… …

非公共性的呢？



数字环境下美国企业：另一套话语体系

金字塔原理

数据

真理

智慧

知识

信息

“已有的事实或事务”（供给侧）

“被告知的某事或行为“（需求侧）

“可付诸行动的信息”

“在特定环境中采取批判性或实践性

行动的能力”



新中国档案学的话语体系

档案

内容（即数据）

载体+记录

原生的、客观的、
真实的（直接证

据）



传统档案=“数据”+“技术工具(记录+载体）”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档
案
学
院
诞
生
记
”

档案学学科应回归本来 “真实界-数据界”技术(数字孪生)



发端于经济领域的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不断拓展？



西方发达国家：“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 ）

中国： “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大数据领域）：

供给侧—需求侧问题   ? ? ?

需求侧



中外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目标

InterPARES

提出“四性”

真实性

完整性

可用性

安全性

中国提出“四不”

数据信号不丢

证据价值不失

技术环境不掉

信息内容不泄



任正非与美国学者的100分钟访谈实录 

◆  未来五年，投1000亿美元，对网络架构进行重构，从而使它变得更简单、更快捷、更安全、更可

信、隐私保护至少达到欧洲GDPR标准 

◆要把“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作为两个问题分开来说。网络安全是担负人类社会联接的网络，

不能随意瘫痪，不能随意出现故障，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 …对于信息安全，我们提供的是“管

道”、“水龙头”。把终端比喻成“水龙头”，把联接网比喻成“管道”，流“水”还是流“油”，

不是管道的责任，而是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的责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大数据管理人才培养）：

 大数据质量工程类

（或称“大数据管理工程类”；

“大数据管理科学与技术类”）

数据资源管理（或称：档案数据管理。研究

数据的形成过程、管理与提供利用等）

大数据软件工程（即：数据的形成、管

理与提供利用等技术的研发）

 



《档案数据学概论》

档案数据

档案数据事业 

档案数据学



感谢聆听 欢迎指正

T H A N K  Y O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