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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解放前、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发展模式的变化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解放前,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基本遵循两种模式,即“独立-合
并/独立”模式和“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只有一种模式,即“独立-独立”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模式

有“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决

定因素;国家政策的变化是直接决定因素;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则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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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专门性农林教育起源于清朝末年,1898
年后建立的农务学堂和实业学堂属于中等专科教育

性质,1904年后这些学堂升格为高等学堂,属于高

等专科教育性质。1914年私立金陵大学农科成立

并招生,这是四年制本科农林教育的起点[1]。本文

所称高等农林院校,均为本科层次的农林院校。
农林院校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

社会不稳定时期其发展较其他类型高校更为艰难。
尽管如此,由于农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

位,颇受政府和社会重视,从初创到新中国成立的三

十多年间,我国的农林专业和农林院校还是取得了

长足发展。1949年建国时我国拥有独立设置的高

等农林本科院校9所,专科院校9所,另有35所综

合性大学中设立了农学院[2]。1955年仿照苏联模

式进行的院系调整结束时,我国拥有29所单科性的

农林专门学院[3]。此后,我国还陆续根据需要新建

了一批农林院校,至1989年时我国农林院校总数达

到最高峰71所[4]。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管理

体制改革后,不断有农林院校被合并进入到综合性

大学中,目前我国农林本科院校总数为38所[5]。
纵观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

看,可以分成新中国建立之前、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

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这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

段,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

同的模式。

  一、解放前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

展模式

  从我国中等农务学堂建立到转为高等农业学

堂,高等农林院校都是以独立性院校的形式出现的。
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出现可视为综合性高校中设立农

学院的肇始。由于综合性院校在办学条件上有更大

的优势,农科水平的提升往往比独立的农林院校更

为迅速,因而很快成为我国农林院校的主要办学

形式。

1.“独立-合并/独立”模式与“综合-综合”模式

解放前的高等农林学校与综合性院校的农科之

间经常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农业专门学校独立发

展一段时间后往往合并进入当地的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中作为农学院,实力增强后又再独立出来成为省

立农学院。河北省立农学院是这一“独立-合并/独

立”发展模式的代表。1902年直隶农务学堂(中专)
成立,1904年改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大专),1912
年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大专),1924年并入

河北大学,从河北大学农科发展成为河北大学农学

院,1931年改为河北省立农学院并延续至解放初

期[1,3]。20世纪初最早创建的农务学堂基本都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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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发展模式。
另一种发展模式以八大农学院为典型,即国立

中央大学农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浙江大

学农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农学

院、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私立南通学院农科、私立

岭南大学农学院[1],这几所综合性大学的农学院代

表了当时农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最高水平。农学院

都是综合性大学下设的学院,其学科与校内其他学

科有密切联系,属于“综合-综合”模式。

2.两种模式的比较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农林院校中,以“综合-
综合”模式发展的占绝大多数,以“独立-合并/独立”
模式发展的只是少数院校,而这为数不多的院校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综合性院校中的农学院发展而

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本科院校

中有35所综合性大学设立了农学院,而独立的农林

院校只有9所,另有独立的农林专业院校9所[2,3],
可以说,“综合-综合”模式占主导地位。这种模式的

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可以促进

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农学作为一个大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生物科学的进步,因此,在生物学领域实力较强的综

合性院校中,农科发展特别迅速,而农科的发展也促

使生物学及其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互间形成

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此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高校

中综合性院校的办学实力明显高于专科院校,这在

客观使得其下属农学院的发展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

并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我国的第一个生物学系设

在东南大学农科,第一个林学系设在金陵大学农学

院,蚕桑系发源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教学研

究的起源则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方面的研

究最早是在东南大学农科,植物病虫害教学研究的

发端于中山大学农学院[1]。这些学科后来都成为了

所在农学院的优势学科。这是“综合-综合”模式在

农林院校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最好注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共有本科和专科高等学

校224所,虽然独立的农林本科院校只有9所,独立

的农林专科学校也只有9所,合计比例只有8.04%。
但综合性大学中设立农学院的有35所,合计后的比

例还是相当高的,达到23.66%,也就是说,近四分

之一的高校中设有农学类专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当时社会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农业院校

的发展虽然因时局动荡而倍显艰难,但还是受到大

力鼓励和支持,为解放后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

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体制,高校学制和领导体制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

化。新学制仿照苏联的办法,根据行业分工,把高等

学校分为大学、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规定了学院和

大学的相等地位,以及多科学校和专修科的地位与

制度,强调高等学校应在全面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基

础上给学生以高级专门教育,为国家培养具有专门

知识的高级人才。

1.“独立-独立”模式

1955年院系调整基本结束时,我国的高等农林

院校全部转为单科性专门学院,原设在综合性大学

中的农学院通过独立、调整、合并等方式,基本以专

业或系科为单位,组建为新的农林院校,综合性大学

中不再设立农学类专业和院系。29所农林高校中,
农业院校23所,占79.31%,成为农林院校的主体。
此外还有林业院校2所,农业机械院校1所,水产院

校1所,畜牧兽医院校2所[2]。20世纪60年代陆

续新建了25所高等农林院校,计有农业院校8所,
林业院校5所,农业机械院校5所,水产院校3所,
畜牧兽医院校2所,农垦院校2所[2]。多种类型农

业类院校的建立大大丰富了农林高校的内涵,也改

变了农林院校的内部结构,使之更为多样化,能更好

地满足社会生产的实际需求。
这一时期,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只有一种,

就是“独立-独立”发展,即学科是独立的,学校也是

独立的。尽管院系调整不断进行,但就学科和专业

发展而言,仍主要集中在传统农学领域,以种植和养

殖为主,辅以机械工程、植物保护、农业经济、土壤

等,因此实际上成为独立发展农学学科的独立性农

林院校。

2.特点与评价

这种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优点:对院校而言,能
与行业紧密结合,按国家建设事业对口的原则设置

专业;对学生个人而言,通过四年学习毕业后,参加

工作能较快适应,可以迅速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点:对院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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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过于狭窄,不利于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面对日

新月异的世界科技潮流缺乏竞争力;对学生个人而

言,过窄的专业面影响了个人发展的后劲,不容易适

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此外,农林院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具有一个重要

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虽然是同一学

科甚至同一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院系调整时,大量同学科的

系(组)被合并,表面上看实力有所提高,但“橘逾淮

而北为枳”,忽略了农业地域性特征,影响了学科的

良性发展。例如,1952年由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

系、东北农学院森林系、黑龙江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

在哈尔滨合并组建而成东北林学院,其中的浙江大

学农学院森林系从江南搬迁到东北,面对的研究对

象与过去相比差别很大,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客观上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截至1978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农林院校发

展到54所[2],数量有所上升,但在全国本科院校中

所占比例则逐步下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3.66%
降为9.03%。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农林院校

的发展模式

  从1978年至1989年,国家陆续新办了17所农

林高校,其中农业院校7所,林业院校2所,农业机

械院校1所,水产院校2所,畜牧兽医院校3所,粮
食院校2所[6-7],高等农林院校的结构得到优化,农
业院校的比例相对下降,而其他类型的农林院校得

以适当增加。

1.“独立-综合”模式与“综合-独立”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的高

等农林院校和其他院校一样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从发展模式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

初,可以作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等农林院校稳步

发展,但有少部分与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关系不大

的学校改变了校名,逐步脱离了农林院校的队伍。

20世纪90年代开始算作第二阶段,农林院校开始

分化,一部分开始向多科性和综合性院校发展,一部

分则合并或组建进入综合性院校发展。
在第一阶段,农业机械学院和粮食学院普遍更

改了名称,由于这些院校的学科本来就属于工学中

的农业工程类和轻工食品类或经济学,校名的变更

只是意味着学科层次定位从原来的二级学科回到其

所属的一级学科。其他农林院校仍基本沿用“独立-
独立”的发展模式,但其学科门类和专业布局得到拓

展,为第二阶段的综合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阶段,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可以分

为“独立-综合”与“综合-独立”两种模式。所谓“独
立-综合”模式,是指原来单科性的农林专门学院在

保持独立建制的基础上朝向多科性和综合性道路发

展;院校是独立的,但学科和专业向综合化方向发

展,这是大多数农林院校的做法。所谓“综合-独立”
模式,是指原来独立的单科性农林专门学院不再保

持建制,或者被更高层次的综合性院校合并的,或者

与自己同一层次级别的其他综合性院校和单科性

专门学院共同组建综合性大学;院校是综合性的,
而学科则保持了独立,成为综合性院校下设的农

学院。

2.两种模式的对比

目前采取“独立-综合”模式发展的高等农林院

校共 38 所[5],占 全 国 本 科 院 校 总 数 740 所 的

5.14%,这一比例较1978年又有所降低。如果加上

采取“综合-独立”模式发展的“异质合并”进入综合

性大学的16所农林院校,以及在校名中脱离农林二

字但保留了专业设置的塔里木大学,设有农学类专

业的本科院校共计55所[8],占全国院校总数的

7.43%,仍低于1978年。即便是农林院校总数达到

最高峰时的1989年,独立建制的70所农林院校占

当年全国本科院校总数1075所的比例为6.51%,
也低于1978年。这说明我国农林院校在全国本科

院校中的比例不断降低。

  四、影响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发展模

式的因素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发

展模式明显分成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前的“独立-
合并/独立”和“综合-综合”模式并以“综合-综合”模
式为主导,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独立-独
立”,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至今的“独立-综合”和“综
合-独立”模式发展并以“独立-综合”模式为主导。
导致这些模式选择的因素,不外乎如下三种。

1.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决定因素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息息相

关,高等农业教育直接受到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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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农业产业链中,种植业属于上游产业,向下依

次为饲料、禽畜养殖、肉类和粮食加工等产业。随着

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种植和养殖的产出增加,
人们有了除满足口粮等初级消费需求之外的产品剩

余,农业产业链就会出现纵向拉长和横向延伸。当

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时,农业产业链只能在低水平发

展,横向延伸的余地很小。与此相对应,初期的高等

农林院校设立的学科专业均以种植、养殖为主。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和棉花生产大量增加之

后,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逐渐向农业产业

链的纵向和横向发展,明显变化就是“涉农类”专业

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有关的工科专业有所

增加,并出现了与农产品流通相关的财经专业。改

革开放之后,随着农产品生产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的

提高,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在农业院校得到了迅速

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已经从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些

产中环节不断向产前和产后延伸,形成了新的产业

群,从原来较为简单的产业链发展成为产业网。
与之相适应,农林院校学科领域也不断扩展,并与

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衍生出许多新的学科领域与专

业,这是农林院校选择综合化发展模式的根本原

因。

2.国家政策取向———直接决定因素

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

主导作用非常突出,这在高等院校创建之初及20世

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

今的高校合并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十年我

国高等学校的新一轮“院校调整”,从管理体制而言

是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旧体制,提高教育

效率,同时通过院校合并达到学科互补,增强学科发

展后劲。在这一过程中,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
并”八字方针,16所农林院校或与其他非农林院校

的合并,或被合并入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或与其他

师范、财经院校共同组建综合性大学,从而完成了从

行业院校向综合大学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央政府

和各省级政府从为了给农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科

技支撑,专门保留了部分原由中央部委主管的农业

大学和多数省属农业大学。这就是过去十年“独立-
综合”和“综合-独立”模式得以产生和推广的直接原

因。

3.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关键因素

在前述中国高等院校发展模式选择的三个阶

段,除20世纪50年代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院

系调整之外,在其他两个阶段,由于高校均掌握了一

定的办学自主权,对学科专业的设置和对学校自身

的发展走向有一定的决定权,因而自身因素———主

要是自主发展能力———在发展模式选择中发挥了明

显作用。当然,在旧中国,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高等院校能够获得的资源普遍较少,高等院校本

身的自主发展能力尤其是学科拓展能力受到很大限

制。对于高等农业院校来说,小农经济的特点更决

定了高等农业院校的公益性特征尤其特别突出,导
致高等农业院校的自我发展能力普遍较弱,这是新

中国建立之前综合大学的农学院水平普遍高于独立

的农科专门学院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空间增大,
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得到了发挥的舞台。过去十多

年,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的扩招政策,多
数高等农林院校已经由单科性农业大学变成为以农

为主,农、理、工、文、经、管、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农业

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得到了较

为充分的发挥和检验,那些自主发展能力相对较强

的高等农林院校更多地选择了“独立-综合”的发展

模式,而一些自主发展能力相对较弱的农林院校选

择了“综合-独立”的发展模式。当然,这里所指的自

主发展能力是相对而言的,其相对意义所涉及的层

次和范围较为复杂,绝不仅仅意味着全国范围内不

同农业院校之间的能力对比。

  五、结 语

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

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经济社会

因素具有根本决定作用,国家的政策是其直接决定

因素,而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在过去十多年也发挥了

关键作用。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选择远未结

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政府

管理模式的发展变化以及高校自主发展能力的不断

增强,高等农林院校必将会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实现发展模式的进一步优化,从而推动自身

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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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dthedevelopmentpatternchangesofChina’sagricultural&forestry
universitiesandcollegesinthreedifferentstages:before1949,from1949till1978andafter1978..The
resultsshowthattwopatternscalled“independence-merger/independence”modeland“comprehensive-
ness-comprehensiveness”modelwerefollowedbyChina’sagricultural&forestryuniversitiesbefore
1949,therewasonlyonepatterncalled“independence-independence”modelfrom1949till1978;and
thereweretwopatternscalled“independence-comprehensiveness”modeland“comprehensiveness-inde-
pendence”modelsince1978.Differentpatternsindifferenterasandfordifferentuniversitiesareco-de-
terminedbasicallybythreefactors:social-economicdevelopment;changesofnationalpolicies,anduni-
versities'self-developmentcap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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