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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简称《方

案》）。本期将《方案》要点、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对《方案》的解读等相

关内容汇辑如下，供学习参考。

 方案要点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要点梳理

工作目标：到 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

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和基础医科本科专业

点占比进一步提高；建好 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专业点、300个左

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

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建成一批专业特色学院。

改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建设工作：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和基

础学科专业建设，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定期开展学科专

业自评，健全年度报告制度等。

建设一批紧缺专业：布局建设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等领

域紧缺专业；开设生物育种、智慧耕地、种子科学与工程、农林智能

装备、乡村规划设计等重点领域紧缺专业；建强数理化生等基础理科

学科专业，适度扩大天文学等紧缺理科学科专业布局。

强化省级学科专业建设统筹和管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应用规

划、资源配置等措施，落实新设学科专业检查机制，及时公布本地优

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学科专业名单，促进所属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明确省级有关行业部门要适时发布区域

重点产业和行业人才需求。

优化学科专业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切实发挥学科专业目录指导作用、

完善学科专业管理制度、加强学科专业标准建设和应用、深入实施一

流学科培优行动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国家急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加强专业学院建设、健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

需求联动机制、“一校一案”狠抓落实等。

（摘自人大《高校决策参考》2023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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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解读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方案》答记者问

1.《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深入推进，目

前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 6.6万个，较 2012年新增 1.7万个、

撤销和停招了近 1万个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 5%。

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9.6%，进入了普及化深入

发展的阶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必须推动从

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是开展

有组织培养、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的四梁八柱。面向普及化背景

下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服务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这一背景下，把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与培养一流人才方阵、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结合落实国务院深化新时

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从学科专业体系改革进一

步落到完善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上，研制了《改革方案》。

2.当前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着力点是什么？

答：一要强化分类发展办学理念，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上办出水

平。二要优化上下联动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落实国家调控、省级统

筹、高校自律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

对地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统筹管理和对新设学科专业的评估检查。

三要推动人才供需动态平衡。将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起来，

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系统，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

求的契合度。

3.《改革方案》在总体思路原则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改革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

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服务国家发展，强调

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

应国家之所需，建好建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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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优势特色，强调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

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做强优势学科专业，做优特色学科专业，形成一

大批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和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三是强化协

同联动，强调教育系统与行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相互匹配、相互促进。

4.《改革方案》提出了哪些工作目标？

答：《改革方案》明确了到 2025年的相对量化的近期目标和到

2035年的远景目标。

近期目标上，重点围绕形成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实现人才自

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到 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

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和基础医

科本科专业点占比进一步提高。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

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建成一批专业特色学院。

远景目标上，通过深入推进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结构更加协调、特色更加彰显、优化调整机制更加完善，形成

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有力支撑建设一流人才方阵、构建一流大

学体系，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5.《改革方案》提出哪些具体举措？

答：《改革方案》聚焦人才培养，针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的三大主体，围绕学校层面怎么规划设置、省级层面怎么统筹管理、

国家层面怎么宏观调控，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改革措施。

一是改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建设工作。《改革方案》提

出了 8条任务措施，明确要求高校要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和基础学科

专业建设，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定期开展学科专业自评，

健全年度报告制度等。

二是强化省级学科专业建设统筹和管理。《改革方案》提出了加

强学科专业设置统筹、严格学科专业检查评价、开展人才需求和使用

情况评价等 3条任务措施。明确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应用规

划、资源配置等措施，落实新设学科专业检查机制，及时公布本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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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学科专业名单，促进所属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明确省级有关行业部门要适时发布区域

重点产业和行业人才需求。

三是优化学科专业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方案》提出了切实

发挥学科专业目录指导作用、完善学科专业管理制度、加强学科专业

标准建设和应用、强化示范引领、实施“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

项”、加强专业学院建设、健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机制、“一
校一案”狠抓落实等 8条政策措施。明确实施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目录，定期编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修订本科专业设置管

理规定，探索建立专业预调整制度等。明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及有关

行业部门要建立人才需求数据库，将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起

来。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2023-04-04）

 专家视角

陈志文：高校专业设置改革的四个关键

学科专业设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成效。此次的学科专业

设置调整，显然是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形势下，对高等教育的人才

培养全面改革的第一步。要真正做好学科专业设置的优化改革，需要

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做好学科专业设置改革，高校的人才培养必须全面回到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个轨道上来。

这次学科专业设置改革，出发点就是高校如何为国家的高质量发

展服务，强调“四个面向”。最本质的要求有两点：一是面向国家发展

的战略需求，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二是面向

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面向迅速变革的新技术新产业，为其提供合格

的劳动者。

中国高等教育在近 20年的发展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不能

否认，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1999年的大扩招，标志着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规模扩张时期，高校总量从 1000所增长至目前的

2760所。一方面招生人数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高校纷纷走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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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什么学科专业都敢办、都能办；高校之间学科设置区别不大，

甚至出现“千校一面”的情形。

高校似乎忘记了真实的社会需求。在目前 13个大类的招生中，

管理与艺术类招生人数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为什么？开办成本低、

收费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开办成本低，管理等人文社科专业遍

地开花；因为收费高，招生上高校还有较大自主权，艺术专业也遍地

开花。一些行业院校也开办播音主持等艺术专业，比如某农业 211 高

校就有 4个艺术专业。显然，高校设置专业时并没有真正面对社会需

求，而是陷入了学校自循环的小圈子，本质上有点接近于“卖文凭”。
十余年来，高校理工科专业占比明显下滑，这也是不合理的现象。

大学生就业难，虽然根本还是社会需求问题，但高校也难辞其咎，学

科专业设置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要做好学科专业设置改革，高校需要准确定位。

此次《改革方案》提出“一校一案”，不搞一刀切，就是要求学校

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这也是本次学科

专业设置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2760所普通高校，各自定位不同。在此次学科专业设置改革上，

每一个学校都需要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优势是什么？责任是什么？

“双一流”启动后，很多高校都制定了争全国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

奋斗目标。但遗憾的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不

可能有。大多数高校都需要踏踏实实地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面向

新产业、新业态，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同时，大量高校从属于地方，也需要立足当地的产业结构，在服

务好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好高骛远。远离当

地产业发展的高等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这一切最后都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厘清在快速变革的社会

发展中，自己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擅长干什么。

第三，学科专业设置只是一个开始，最后还要落实到具体的人才

培养，而不是只停留在专业名字的变动上。这是实实在在的教育改革。

日前一些人士质疑“工科理科化”，本质就是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

在工科学习中，孩子们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学科专业设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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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而是人才培养脱离了行业实际与需要。因此，我们要坚决反

对学科专业设置改革只改学科专业的名字，用“新瓶”装“旧酒”，实际

上还是在老路上狂奔。

第四，我们也要警惕一些盲目赶时髦的学科专业设置，不能社会

上什么热就设置什么，罔顾科学性与自身定位。

比如，人工智能很重要，但坦率地讲，这不是所有普通高校都有

能力设置的专业。另外，一些社会上流行的概念，有时候只是一个市

场噱头，缺乏基本的科学体系，无法支撑起一个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设置的改革必须脚踏实地，立足科学，立足自身。（作者系教育在线

总编辑）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2023-04-06）

 相关数据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普通本科中人文社科类的毕业生占比

达到 52%，人数超过当年毕业生人数的一半。

注：表中人文学科包含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

与此同时，教育部每年都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新增和撤销一批专业点。据统计，近 5 年以来，共计

2346个专业点“消失”。在近 5年被撤销的专业点中，公共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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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和信息与计算科学

等 5个专业是撤销数量最多的。

近日，麦可思也发布了近 5年本科红牌专业。红牌专业指的是失

业量较大，毕业去向落实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业。法

学、绘画、音乐表演是被红牌预警次数最多的专业。这些红牌预警专

业，大部分属于人文社科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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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17-2021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

同时《方案》表示，将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

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自 2021年以来，教育部

公布相关专业学院建设名单，已经有一部分院校进行了试点建设。其

中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和卓越工程师

学院的试点高校数量分别为 18所、12所、49所和 10所。

各专业学院建设高校名单

高校名称
高水平公共

卫生学院

未来技术

学院

现代产业

学院

卓越工程

师学院
总计

清华大学 1 1 1 3
华中科技大学 1 1 1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1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1 2
上海交通大学 1 1 2
东南大学 1 1 2
北京大学 1 1 2

西安交通大学 1 1 2
浙江大学 1 1 2
中南大学 1 1 2

东莞理工学院 2 2
天津大学 1 1
东北大学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1
华南理工大学 1 1
北京理工大学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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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1 1
西北工业大学 1 1
天津医科大学 1 1
山西医科大学 1 1
吉林大学 1 1

哈尔滨医科大学 1 1
复旦大学 1 1

南京医科大学 1 1
安徽医科大学 1 1
厦门大学 1 1
山东大学 1 1
中山大学 1 1
四川大学 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
1 1

天津中医药大学 1 1
河北工业大学 1 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1 1
中北大学 1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1 1
沈阳化工大学 1 1
大连交通大学 1 1
渤海大学 1 1

吉林建筑大学 1 1
吉林农业大学 1 1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1 1

华东理工大学 1 1
东华大学 1 1
上海大学 1 1

南京工业大学 1 1
常州大学 1 1
江苏大学 1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1
南通大学 1 1
盐城工学院 1 1
南京师范大学 1 1
常熟理工学院 1 1
常州工学院 1 1
扬州大学 1 1

浙江工业大学 1 1
宁波工程学院 1 1
合肥工业大学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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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程大学 1 1
福建工程学院 1 1
江西理工大学 1 1
河南科技大学 1 1
湖北工业大学 1 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 1
广州医科大学 1 1
深圳大学 1 1
广州大学 1 1

广东工业大学 1 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 1
广西科技大学 1 1
重庆邮电大学 1 1
重庆理工大学 1 1
西南交通大学 1 1
西南石油大学 1 1
贵州医科大学 1 1
昆明理工大学 1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1
新疆大学 1 1

（摘编自青塔公众号 2023-04-12）

初审：张 娟

复审：张静秋

终审：荀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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