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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林学专业建设培养国家紧缺人才
——黄山学院林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方乐金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根据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维护生态平衡作用的特点。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对林业的

制约和影响，提出了黄山学院加强林学专业建设的优势和途径，对促进学校林学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

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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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林学专业建设的背景

1．1林业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显现

林业是一个基础性强，周期较长，涉及国家生

态安全及重要资源建设的行业。森林不仅为人类提

供各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同时森林生态系统是维

护生态平衡的最大生态屏障．林业的特殊性决定了

它既是社会效益大的公益事业。也是经济效益较低

的产业，同时还是受市场机制、自然因素约束的风

险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认定其为五大艰苦

行业(农、林、地、矿、水)之一，从业人员工资待遇高

于其他行业。行业人才由国家统一招生培养后，统

一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培养与需求的吻合性

强，林业人才队伍比较稳定，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

要。

在我国初期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很

难做到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原

因：首先林业的比较利益难以同其它产业持平，林业

经营者的实际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益。其次价值规

律的法则作用。生产要素向利润高的部门转移。受

比较利益驱动，林业吸引资金难，投入不足，成为制

约林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再之巨大的森林生态的效

益难以在市场中实现货币交换。最后地缘条件差，

林业用地多为偏远山区及贫瘠土地，客观上加大了

林业发展的成本和难度。

林业本身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巨大，而且生

态效益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周期长，效益显现缓慢，

因而世界各国都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同时综合运用

人工林技术，引入市场机制，完全企业化经营等管

理体制，保证了森林经营的可持续性。我国政府虽

也有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但力度过低，以至成效

不大甚至无效。另外政策不配套，对林业发展产生

障碍作用。如社会部门、企业或私人自筹资金营造

商品林，成林后何时主伐，何时出售，受国家采伐限

额的影响，使企业投入产出周期延长、成本加大，无

法获得最大利润。因而影响了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的

积极性。导致相当部分国有森工企业、国有林场、苗

圃，经营困难，已发生生存危机。行业的不景气和效

益、待遇低下，导致林业技术人才改行、流失，出现

森林经营管理粗放，技术手段落后，林地生产力和

资源利用率低等恶性循环。

但是林业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痛苦之后，逐渐

走出了低谷。尤其是林业对整个社会的生态屏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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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能源再生性等基础性作j}]越来越ilkj显。，生态环

境的不断恶化严币制约了其它产j∽的发展，同时给

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矿质资源的紧缺和能源

产品的无止境涨价，为能源再生性强的林jlk行_k带

来了新的生机。

另外，林业在经历了30年市场经济的考验后．

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环境，在林业社会化、经营规

模化、生产专业化、产品商、⋯{二的林j|p市场化道路

上，林j【妒逐步走向成熟，经营状况出现较大转机。

1．2国内林学人才需求断层突出

由于较长时期林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丁作环境

的艰辛，国内报考林业院校的生源急剧下降。另外，

几次大规模的国家各级管理部门机构精简，致使林

业院校毕业生无法进入省市县级林业机构。生产部

门待遇低而不愿去，管理部门编制少进不去．招生

就业的不平衡，导致国内各省林业院校和林学专业

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招生规模和数量锐减，且

相当部分本科毕业生因就业不理想而选择继续考

研深造或改换专业或出国留学，国内大部分省区的

林业行业从生产经营企业到行政管理部门。不仅缺

少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年龄老化．出现青黄不接、后

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市、县级林业局多年已经难以

招收到应届林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难觅年龄35岁

以下的年轻技术人员。林场、苗圃等生产企业技术

人员紧缺、青黄不接的情况日趋加重。整个林业行

业希望高校能培养下得去、稳得住、实践能力强的

林学专业毕业生。尽快充实到林业企业，发挥骨干

作用。以适应林业行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1．3加强林学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科

技部、国资委六部委最近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要求积

极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统筹招生、培养、就业、使

用等各个环节，加速培养国家莺点领域紧缺人才，

为我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精神，国家当前要优先支

持农业、林、Ik、水利、气象、地质、矿业、石油天然气、

核工业、软件、微电子、动漫、现代服务业等重点公

益、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以及新兴产业的紧缺

人才培养。《意见》强调，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

养工作要坚持统筹规划，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2008生

积极扩大培养规模，大力开展继续敦育，切实解决

国家帚点领域的人才紧缺问题，着眼长远需要。研

究建立和健全国家雨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的长效

机制。

2黄山学院加强林学专业建设的优势

2．1 林学专!Ip人才培养的地域优势

安徽省是华东地区重要的林业省份．黄山市是

安徽的林业大市，省内、市内除国有的林业生产外，

私营和社会经营的林业企业也占有很大比重，当地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最较大。另外安徽高校中设立林

学本科专业的院校，仅有安徽农业大学和黄山学

院。目前总招生人数较少。

2．2林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办学优势

黄山学院由原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和安徽省黄

山林业学校合并而成。黄山林业学校虽为中专学

校，但设立林学专业的历史长达40余年。合并后一

直延续开设林学专业，具备了学科齐全的师资队伍

和教学设备、实习基地。

2．3林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就业优势

近几年通过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改革．完善了

人才培养模式和定位，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

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就业能力强，受到社会和用

人单位的好评．就业率较高。

3加强林学专业建设的途径

3．1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1．提升专业教师的技术职务层次。目前黄山学

院有林学专业基础课教授1人．副教授14人，讲师

8人，2008-2012年内争取副教授中2-3人晋升为

教授，讲9币中5-6人晋升为副教授。

2．提升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目前本学科专业

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师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有6

人，硕士学历则较多，2008—2012年内培养在职博士

1-2人，以提高专业教师的学历层次，满足学科发展

的需要。

3．进一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的专业教师队伍。

目前教师年龄结构中。中年教师人数较多，年轻教

师人数偏少，30岁以下仅为1人。2008-2012年内争

取有计划地引进博士学历的年轻教师1-2人。

3．2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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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规格的定1：i)=。根据黄山学院属于地方性

院校的特点，人才±立养规格继续定位在“培养政冶

思想坚定、基础理论扎实、操作技能娴熟，具备系统

林学专业知识，能在林业生产部门与管理部门、林

业技术推广部门及城市林业生产与管理等部门从

事经营管理、技术推广、技术指导等工作的知识面

广、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2．培养方向的拓展。以前本学科的人才培养方

案为传统的森林资源培育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口径

相对狭窄。自2007年开始，人才培养方案向宽口径

方向发展，在林学专业内设立城市林业方向，森林

资源培育方向，树木与观赏植物保护方向等多个学

科方向。

3．培养模式的改革。目前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模

式为学年学分制模式，自2007年开始发展为学分制

模式，同时要根据林学专业的特点，在实验、实习、

实训教学中坚持教学方式、内容的多元化，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坚持与实际生产相结合，提高学

与用的吻合度，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4，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与改革。根据林学专

业的特点，进一步研究探讨基础理论教学与技能教

学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基础理论教学要

依靠现代教学手段和网络途径，3-5 f-j必修专业课

程，在2008-2012年内建设成为校级精品课程，依

托校园网，便于学生自学，以满足学分制模式的需

要。技能教学要强化动手操作能力。除教学大纲规

定的实践教学环节外，还要根据学科发展和生产需

要。增设新的实践教学内容。进一步探讨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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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考核方法的研究，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效

果。

5．实习实训基地与实验室建设。在原有实验室

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添置和完善实验设备。进一

步规范教学大纲规定的实验教学内容的教学过程。

在巩固原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同时，抓紧校内新

建教学实习苗圃(50亩)的建设T作。

3．3加强林学专业特色建设

充分发挥和利用黄山学院的地理优势，黄山市

是安徽重点林区，所以林学专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实

践教学资源和优势。在确保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

宽的同时，具备较强的专业操作技能，就业后适应

期短，能很快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以较强的操作

能力获得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认可。

3．4加强林学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1．提升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积极申报国家、

省、市各级林学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科

研项目，使本学科的师资队伍水平不断提高，能把

握学科前沿及发展动向，融人教学过程．提高教学

水平。同时积极推广科研成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

2．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组织学生积极申

报校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教师’

的科研项目工作．熏陶和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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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Forestr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National Much—needed Personnel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pecialty in Huangshan University

Fang Lejin

(School of Lif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forestry specialty in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 of mainte-

nance of ecological balance，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rket economy on forestry and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and the means for Huangshan University to strengthen its forestry specialty，which can lend

reference to promoting this speciah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forestry specialty；Specialty Construction；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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