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专业刚刚站上时代风口，

有的则正在走向历史。数据统计，

过去五年，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虽仍

有新增需求，但新增数量总体呈下

降趋势，撤销数量却连年攀升，学

科“瘦身”趋势明显。

近几年哪些专业被“双一
流”高校撤销？

调整的背后，既有学校师资力

量、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考虑，也伴

随着专业方向滞后、人才培养含金

量不足、就业表现不佳等现实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

校长吴德认为，学科专业大调整不

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有着深刻

的底层逻辑，“高校是人才培养的

高地，是科技创新的高地。高校学

科专业大调整的核心是为了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

站在学校立场，吴德认为，撤

销专业的决策基于三大考量因素：

首先，高质量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参考指标；其次，师资力量的供

给情况也是核心要素；最后是招生

状况，如果一个专业招生时，第一

志愿的录取率持续偏低，也可能面

临被撤销的命运。

此外，产业更迭的加速也使部

分曾经“对口”的专业逐渐脱离实

际所需，逐渐被淘汰。

理性看待专业调整，新增亦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表示，很多新的专业是伴随

着新的产业需求和社会人才需求

所产生的。对于考生来说，是否要

优先考虑这些新专业？在储朝晖

看来，对于考生来说，如果优势、潜

能或兴趣恰恰在这些方向，当然可

以优先选择，盲目选择没有必要。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人工智能（41个）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38个）

数字经济（34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28个）

储能科学与工程（26个）

运动训练（25个）

智能制造工程（22个）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20个）

智能建造（19个）

机器人工程（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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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工科类新增专业主要集中在

技术革新、工程应用等领域，这一趋势也与

近年来国家“新工科”建设的战略方向一致。

具体来看，五年内共有41所“双一流”高校

新增“人工智能”专业，反映出顶尖高校对该

领域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从国产

大模型的快速演进到人型机器人的惊艳亮

相，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核心竞争力

跃升的“硬科技”代表，学科建设正当其时。

近五年“双一流”高校
新增专业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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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运动”也正成为高校专业建

设的新关键词：既有面向专项竞技项目

的“冰雪运动”（东北师范大学）、“足球运

动”（河海大学等）；也有健康支持类的

“运动康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健康

科学与技术”（上海交通大学）。

当然，专业新增数量的多少，除了受

战略导向和社会需求驱动，也受“存量基

础”影响。新增多少并不完全等同于热

门程度，“上新”与否还取决于高校原有

布点的饱和程度。

近五年，我国全新开设 142 个专

业。不少看似小众的新设专业正瞄准未

来问题，从“大类拓展”迈向“精准定制”。

今年新亮相的29种新专业也有鲜
明特点：

“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
技术”等面向国之所需。

“智能分子工程”“时空信息工程”等
聚焦尖端科技。

“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老年医
学与健康”与民生息息相关。

在布局全新专业的过程中，顶尖院

校率先发力，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

比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今年

全国两会再度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

今年，“低空技术与工程”就被加入

本科专业目录，该专业为国家设置的战

略急需专业之一，紧贴当前“低空经济”

加速起飞的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等六所“双一流”高校率先

响应，从今年起首次对该专业招生。

专业是产业发展的前置准备，也是

高校参与新质生产力建设的体现。

“未来风口”
专业是哪些2025 年高考进入

倒计时，有关专业选择的
讨论再度升温。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
了《2024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
批结果》，全国范围内新
增、撤销、调整专业点
3424 个，29 种新专业
亮相，调整力度不小。同
时，首次设立“战略急需
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
重点领域开通专业设置
“绿色通道”。

本科专业的动态调
整，是高校响应国家战
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
的常规动作。其中，“双
一流”大学作为中国高等
教育的“排头兵”，新增、
撤销了哪些专业？如何
看待这些变化？

根据教育部每年发
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统计了近五年
（2020至 2024年）“双
一流”高校新增专业布点
的相关数据。

统计显示，近五年“双一流”高

校新增专业达1068个。其中，工学

类501个，占比近半，遥遥领先于其

他门类，这与工学作为我国第一大

学科门类的情况相呼应。梳理近五

年“双一流”高校新增专业数量可以

发现，TOP10中有6个属于工学门

类，再次印证了工学的主导地位。

工学类（501个）

理学（131个）

管理学（86个）

艺术学（68个）

法学（56个）

文学（49个）

农学（40个）

经济学（55个）

教育学（46个）

医学（25个）

近五年“双一流”高校
新增专业所属门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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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068个新增专业的名称进

行词频统计发现，“智能”“智慧”

“工程”等是关键词。其中，“智能”

与“智慧”突出，“智能+”转型明显。

据统计，五年内，“双一流”高

校新增布点“智能”“智慧”专业

203个，几乎全部集中于工科，有

较强的技术导向。除人工智能外，

这些专业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智能+工程”：如“智能制造

工程”“智能感知工程”“智能车辆

工程”等，将人工智能嵌入土木、信

息等传统工科体系。以哈尔滨工

业大学为例，近五年仅该类专业就

增设了7个。

“智慧+行业”：如“智慧农业”

“智慧林业”“智慧交通”，强调数字

化赋能传统产业。

“智能+”转型明显
学科交叉成趋势

“健康”“运动”专业迎来新增潮
新设专业瞄准未来命题

近五年
“双一流”高校
开设哪些全新专业？

人居设计
（上海交通大学）

交叉工程
（清华大学）

未来机器人
（东南大学）

社会政策
（中国农业大学）

时空信息工程
（武汉大学）

密码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
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古典学
（中国人民大学）

低空技术与工程
（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碳储科学与工程
（重庆大学）

智慧林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说高校专业调整

？
数数

电子商务1
（撤销高校：吉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

金属材料工程2
（撤销高校：重庆大学、

四川大学等）

动画3
（撤销高校：重庆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

旅游管理4
（撤销高校：重庆大学、

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5
（撤销高校：中南大学、四

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工学类新增数量领跑
人工智能稳居榜首

哪些在“退场”？

如何看待新增与撤销

哪些专业在“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