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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是否说增就
增、说停就停？

教育部要求，高校增设
专业，需要对照《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严格论证拟新
设专业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校内审议和公示后方可
进行网络申报。在专业申
报材料集中公示期间，教育
部会组织4300余名专家开
展线上评议，对申报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
教学条件等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实时反馈指导。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
表示，专业设置和调整的总
体思路一是服务国家战略、
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
需要，二是重视质量，三是
优化结构。

教育部明确，高校在申
报增设专业时，要充分调研
社会需求，以详实的人才需

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专业
的理由和基础，要加强与用
人单位沟通，明确社会对新
设专业的具体要求。

采访中，不少学生担
心：正在就读的专业被撤销
会否影响未来就业或升学？

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应
进一步完善相关退出办法，
加强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挖
掘职业发展可能性，进行合
理规划。 （据新华社）

高考招生增加31个本科专业

高校专业调整透露哪些新趋势？

2022年7月各市（县）区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现将2022年7月份入驻市人民来访接
待中心开展联合接访的部门和时间安排公示如下：

一、接访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00—5:00。国家法定节假日按规定办公接待。
二、接访地点
无锡市经开区和谐道1号。
三、日程安排
1．工作日全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律师开展法律援助、义务提供咨询。
2．工作日上午：市纪委监委机关。
3．每周一、二、四全天：市委政法委。
4．每周一、三、五全天：市教育局。
5．每周一、三全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6．每周二全天：市城管局。
7．每周二上午：市生态环境局。
8．每周二下午：市邮政管理局。
9．每周三、五全天：市检察院。
10．每周三上午：市人大办公室、市司法局。
11．每周四全天：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
12．每周五全天：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妇联。
13．7月1日上午：市水利局。
14．7月1日下午：市发展改革委。
15．7月8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
16．7月8日下午：市粮食和储备局。
17．7月15日上午：市国资委。
18．7月15日下午：市医保局。
19．7月22日上午：市农业农村局。
20．7月22日下午：市商务局。
注：视疫情防控等情况调整接待安排的，以最新公告为准。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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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各入驻部门接访安排

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本科专业的设置与录取

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教育部数据显示，有31种新专业被列

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与此同时，部分高校撤销

了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不再招生。

据教育部统计，自2012年以来，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

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

1万个。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一直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

的“晴雨表”，备受学生和家长关注。最新的专业调整反映出

哪些趋势？

教育部公布的2021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显示，新增31种
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经济
学、法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
门类。

碳储科学与工程、空天
智能电推进技术、智慧林业
等新专业，首次出现在一些
高校的招生计划中。

记者梳理发现，近 3 年
来，工学类新增专业较多。
2019年度，31种新增本科专
业中，20 种为工学专业。
2020年度和2021年度，新增
专业数量分别为37种和 31
种，工学专业均占14种。

带有“智慧”“智能”等字

样的“新工科”专业频频出
现。例如，北京交通大学新增
智能运输工程专业，哈尔滨工
程大学新增智慧海洋技术专
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增智
慧林业和智慧水利专业等。

“如果过去是互联网＋，
那么未来就是人工智能＋。”
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陈志文说，这是一个大
趋势，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

“新工科”专业或将继续成为
未来几年高校学科发展的重
要方向。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院长熊丙奇认为，新增专业
体现了适应国家战略、科技
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高校撤销部分
专业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
注。

2021 年度，内蒙古大
学撤销12个艺术类专业。
2020年，重庆大学发布公
示，以部分与学校办学定位
不相符合、专业基础薄弱的
专业逐渐停止招生为由，拟
撤销财政学等10个长期处
于停招状态的本科专业。
2019年起，华南理工大学
暂停部分社会需求不足、就
业状况差的本科专业招生
资格。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

表示，2021年度撤销的专
业涉及804个专业布点，主
要是一些不能适应社会变
化需求和就业率过低的专
业。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度专业调整，撤销部分管
理类和艺术类专业的高校
较多。其中，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
两个专业，分别被33所和
31所高校撤销。其次是服
装与服饰设计、信息与计
算科学专业，被19所高校
撤销。15所高校撤销产品
设计专业。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
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
院副院长陈先哲表示，为防
止部分专业设置“过热”，教
育部对艺术类等专业加大
调控力度。“撤销不代表此
类专业不重要，可能是因为
此前开设太多，导致总体学
生规模较大，超出正常市场
需求。”

多位专家认为，学科
定位不清晰、与学校办学
定位不符、生源不足、教学
与就业质量不佳等因素，
也是高校撤销专业的原
因。

新增专业工科占比近一半，“智能”“智慧”成高频词

专业调整有原则，不是说增就增、说停就停

部分管理类、艺术类专业布点撤销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