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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早观察 |

　　日前，四川大学教务处将 2024 年
度本科专业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因同时
撤销 31 个专业，这一举措引发关注。
　　根据披露，该校拟撤销的专业涵盖
了理工科、文科、艺术类学科等多个门
类，如音乐学、表演、动画、广播电视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
理、电子商务、应用物理学、核物理、
生物技术、材料物理等等。
　　多位教育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
示，四川大学裁撤专业的动作之大罕见，
但并非偶然，而是近年来全国高校专业
布局调整趋势的一部分。
　　据公开资料，同一时间段内，还
有三所“双一流”高校也相继公示了
2024 年的专业设置调整计划。如东北
林业大学拟撤销汉语国际教育、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两个本科专业。天津工业
大学拟撤销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多个本科专
业。宁波大学拟撤销城乡规划、人文教
育、海洋资源与环境三个专业。
　　“有教育专家认为，今天高校‘砍’
专业，其实是过去大量‘增’的必然结
果。”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
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
员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里涉
及一个本质问题：高校设置专业需遵循
的依据和规则有哪些？眼下，高校专业
设置既要考虑社会发展趋势或大众就业
期望，又要坚守专业建设所必需的基础
和条件，高校应如何在两者之间达到平
衡？

过半曾是“热门”专业

　　四川大学是本科生招生规模最大的
高校之一，根据其官网披露，学校现有
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3.7 万余人。
　　近日，四川大学教务处公示了
2024 年的年度本科专业调整情况。
　　公示中称，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
2023〕5 号）要求，经学院申报、学校
组织专家论证、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
审、校务会通过，2024 年该校拟申报
新专业 1个，预备案专业 5个，撤销专
业 31 个。
　　撤销的专业具体如下：音乐学、表
演、动画、保险学、广播电视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电子
商务、应用物理学、核物理、生物技术、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金属材料工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保密管理、工业
设计、网络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工程造价、
风景园林、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纺织工程、冶金工程、安全工
程、信息安全。
　　与此同时，该校仅拟申报一个新专
业，即生物质技术与工程。拟预备案专
业则有五个，包括中国古典学、智能信
息工程、智能建造、智能工程与创意设
计、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向中国新闻周
刊介绍，撤销名单中的 31 个专业，过
半是曾经的“热门”专业，包括广播电
视学、电子商务、网络工程、工业设计
等，还有如今的土木工程专业。
　　在他看来，四川大学此次大规模撤
销专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
开设本专业的院校过多，供过于求而导
致就业压力过大而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主
动撤销，如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等
专业。
　　另一方面，四川大学今年拟撤销的
一些专业，事实上并不是直接撤销而不
再招生了，而是为了适应大学“宽口径、
厚基础”的培养模式创新，或因为 AI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新一波学科交叉的
兴起下，进行专业合并重组为新的专业
（类）进行大类招生了。
　　“如当下拟预备案专业——‘智能
建筑’类专业往往包含了‘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环境科学、城乡规划、
工程造价、风景园林’等专业。这样的
改变的确会使得部分家长和学生简单认
为某某专业被撤销了，不再招生了，会
存在这样的误区。”梁挺福说。
　　据校方资料，此次拟撤销专业中，
保密管理、应用物理学等多个专业此前
已停招。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根据该校官
网介绍，四川大学已形成以 "本科生教
育为中心，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为重
点，其他办学形式为补充"的办学格局。
“我校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现覆
盖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
农、教、艺等 12 个门类，有 131 个本
科招生专业和 35 个学院。”
　　也就是说，即使撤销了31个专业，
四川大学的本科专业数量依旧保持在百
个以上。

高校进入“学科专业密集调整
期”

　　据《四川日报》报道，和原来按照
专业招生的情况不同，今年四川大学实
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中国新闻周刊
注意到，就在上个月，四川大学教务处
还发布了对于《四川大学关于大类招生、
大类培养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解读。
　　大类招生，是指高校不是按照具体
的专业进行招生，而是将相近的学科门
类，或是同一院系的专业合并，按一个
大类来招生。按照通常的做法，大一入
学时不分专业，大二以后再决定专业方
向。
　　据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廖爱
民介绍，今年四川大学的招生政策有多
个亮点。“与 2023 年的 77 个招生单元
相比，今年缩减至 41 个招生单元，基
本上每个学院设置一个招生单元，将同
一学科或相近学科的数个专业合并为一
个专业大类进行招生录取。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同一时间段，
还有三所“双一流”高校公示了 2024
年专业设置调整的消息。
　　东北林业大学本科生院 2024 年拟
撤销汉语国际教育、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两个本科专业。
　　根据天津工业大学教务处官网的信
息，该校 2024 年拟撤销本科专业包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光源与照明、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管理、经济学。
　　宁波大学2024年拟撤销城乡规划、
人文教育、海洋资源与环境三个专业。
　　这一系列专业撤销事件并非偶然。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
新闻周刊介绍，从去年开始，我国高校
进入了“学科专业密集调整期”。
　　据熊丙奇介绍，今年 3月，教育部
公布了 2023 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并发布 2024 年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年本科专业增
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
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近年来，本科专业布点被撤销的数
量也逐年增加，2019 年仅有 367 个，
而到了 2022 年，共有 925 个本科专业
布点被撤销，2023 年撤销的专业布点
数进一步增加到 1670 个，新增补点则
达到 1673 个。另外，共有 24 种新专业
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

这所“双一流”高校，撤销了 31个专业

　　“这是具体落实此前的本科专
业设置优化调整改革，加大优化调
整力度。”他表示。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3
年 4月，教育部、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人社部五部门印发《普通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方案》，提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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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专业成为撤销榜单的“常
客”。据媒体统计，在 2015 到
2021 年的 7年时间里，共有 90 所
大学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84
所大学撤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76 所大学撤销了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

专业的内涵建设是关键

　　“专业被撤销主要是市场需求
变化、教学质量、就业质量等因素
导致的，不意味着这些专业所对应
的人才不重要。能被批准开设的专
业都有其存在的社会性和合理性，
被撤销也不等于所有的高校此专业
都要撤销。”梁挺福认为，需要理
性、客观、辩证看待“冷热”大学
专业和被撤销的大学专业。
　　熊丙奇则指出，在优化调整专
业时，应转变追逐热门的专业观。
　　据熊丙奇观察，高校新增专业，
仍大多为舆论关注的“热门专业”。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 498
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209 所高校成功备案或申报智能科
学与技术本科专业。
　　“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是
顺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需要，但
是，如果高校不顾办学定位、办学
条件，一哄而上举办这些热门专业，
就会出现在有的学校这些专业办学
质量缺乏保障，以及由于同一类专
业招生规模大，社会需求跟不上而
出现‘热门变冷门’的问题。”熊
丙奇说。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
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樊秀娣则提到，有教育专家
认为，今天高校“砍”专业，其实
是过去大量“增”的必然结果。
　　“这里就涉及一个本质问题，
高校设置专业需遵循的依据和规
则有哪些？眼下，高校专业设置既
要考虑社会发展趋势或大众就业期
望，又要坚守专业建设所必需的基
础和条件，高校如何在两者之间达
到平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
问题。”樊秀娣说。她认为，应避
免在撤过去的“热门专业”和上新
的“热门专业”之间循环。
　　受师资等教学配置的影响，大
学专业的调整通常采取渐变，而不
是突变。
　　樊秀娣表示，业内流行一句话：
教育改革的深处是课程，课程改革
的深处是教师，教师改革的深处是
教材。
　　“高校不大动几下专业名称，
似乎不足以体现紧跟社会发展对人
才新要求的步伐。然而，高校究竟
应该怎样改造老专业，上马新专业，
仅从专业名称的调整上很难反映，
或者说，专业名称的调整还远不是
教育改革的重点，实实在在把专业
的内涵建设搞上去才是关键。”樊
秀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