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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本科专业现状及调整优化对策

周智华ａ，吴亮红ｂ，邓淇中ｂ，蒋耀辉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校长办公室；ｂ．教务处，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和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为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
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精神，优化我校本科专业结构，突出办学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服务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从第一志愿报考率、就业率、师资队伍、一流专业建设成效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我校９７个本科专业的
现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并结合湖南省１０所高校近年来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情况，给出了符合我校实际的本科专业
设置调整优化原则、路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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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的背景
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人

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学科专业结构和质量直接影

响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１］。同时，学科专业

也是体现一所高校建设水平与办学特色的核心要

素，是开展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础，直接关系

到高校整体功能发挥和长远发展。学科专业结构

改革是关乎教育、科技、产业、人才的综合体，集中

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种类、规格、

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根本要求，是一项牵涉面极广、

影响力巨大的教育决策。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始终与学科专业结构改革相生相伴。也正因

如此，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始终是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核心、主线与常态［２］。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深入，

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

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

撑［３］。培养适应产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高质量

人才队伍，高校是关键，更具体地说专业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强

调，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调整优化

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

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专业结构优化调

整是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针对性和适应性、推动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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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和停招近１万个
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５％［７］。为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

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２０２３年３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普通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高

［２０２３］１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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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精神，我校结合实际，制

定了《湖南科技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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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科大政发［２０２３］３３号），提出到２０２５年，
本科招生专业调整优化１５～２０个。

２　我校本科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情况
２．１　我校本科专业结构现状

我校现有本科专业 ９７个，其中招生专业 ８３
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

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等１０个学科门类，形成
了总体布局与结构较为合理、工科为主的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现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设点２４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２８个，占招生专
业的６２．６５％；通过认证（评估）专业数１３个，占比
１５．６６％，另有４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受理
和自评，８个专业通过师范专业认证受理。

图１　我校各学科专业占比情况％

表１　专业认证情况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评估）

通过情况

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与

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学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受理情况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

师范专业认证通过情况 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

师范专业认证受理情况 物理学、化学、思想政治教育、地理科学，音乐、美术学、历史学、小学教育

　　从各学院拥有专业数来看，商学院专业数最
多，达到９个；其次为机电工程学院和建筑与艺术
设计学院，专业数均为６个；４个学院拥有５个专
业，分别为土木工程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５个学院
拥有４个专业，分别为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地

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专业数最少的为马

克思主义学院，只有１个专业。
从生师比来看，根据２０２２年我校上报教育部

的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部分专业生师比

过高，如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金融工程、应用

心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环境工程、人力资源管理；生师比偏高的专

业有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广

告学、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勘查技术与工程、

会计学、生物工程等专业。

２．２　我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情况
２０１７年以来，我校撤销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服装与服饰设计、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汉语言、

哲学等 ５个专业，停招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汉语
言、哲学、网络工程、生物技术、园林、工业设计、旅

游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材料化学、金属材料工

程、资源勘查工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１６个
专业，新增机器人工程、金融工程、风景园林、智能

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应急技术与管

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材料科学与工程、

智能材料与结构、运动训练、智能建造、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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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个专业。

３　近３年我校本科专业招生与就业情况
第一志愿报考率反映了一个专业的受欢迎程

度，同时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专业的就业

前景。如果一个专业不是国家特殊支持的专业，

而长期以来第一志愿报考率低，主要通过调剂录

取生源，将难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专

业长期不受市场欢迎，学生找不到与专业对口的

工作，表明该专业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论

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角度，

都应尽早优化调整。

从我校近３年本科招生录取大数据和就业质
量分析报告可知，矿业和地质类等相对艰苦的专

业虽然第一志愿报考率低，但就业情况良好，表明

社会需求旺盛。部分管理类专业的第一志愿报考

率和就业率都不高，且以上专业大多都没有入选

湖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将是优先考虑动态调整

的专业。此外，材料类专业的第一志愿率不是很

理想，这需要引起相关学院的高度重视，必须认真

分析和研究，提出改进方案。

４　近年来湖南省部分本科高校新增专业
情况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我们从招生专业

数、招生计划数、近５年新增备案和撤销本科专业
等方面调研了湖南省内１０所兄弟高校的本科专
业设置情况，为我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方案制定

提供参考。

表２给出了２０２２年湖南省１０所高校招生专
业数与专业平均招生人数的对比情况。由表２可
知，中南大学每个专业平均招生８０人左右，湖南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湖南工业大学等５所高校每个专业平均招生
９０人左右，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南华大学等４所高校每个专业平均招生
１２０人左右。考虑到艺术设计类专业国家严格控
制招生人数，只减不增，从以上对比分析来看，在保

持现有招生计划下，我校招生专业稳定在８５个左
右是比较合适的。否则，同一专业每年招生人数过

多，将会导致严重的内部就业竞争压力，实验实践

等教学条件不能满足培养要求，师资力量跟不上学

生人数增长，大班上课不利于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表２　２０２２年湖南省部分高校招生人数与招生专业对比

序号 学校 招生专业数 招生计划数 专业平均招生人数

１ 中南大学 ９５ ７３５０ ７８

２ 湖南大学 ６２（４９＋８个专业类） ５２９６ ８６

３ 湖南师范大学 ８９（６５＋７个专业类） ７２９１ ８２

４ 湘潭大学 ７６（７５＋１个专业类） ７７１０ １０１

５ 长沙理工大学 ７６（５０＋９个专业类） ９０８０ １２０

６ 湖南科技大学 ８３ ９７９０ １２０

７ 湖南农业大学 ６７（５０＋７个专业类） ７６３８ １１４

８ 南华大学 ６７（２６＋１４个专业类） ８５９０ １２８

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７７（３６＋１５个专业类） ７７９４ １０２

１０ 湖南工业大学 ７６（５２＋１１个专业类） ７５３６ ９９

　　数据来源：各高校本科生招生网。

　　表３给出了２０１７年以来湖南省部分高校新
增备案和撤销专业情况。从表３可知，近５年新
增备案专业最多的是长沙理工大学，达２１个；其
次为湖南工业大学，共有１６个；排在第三的是湖
南大学，共有１５个；而新增备案专业最少的是中
南大学，仅有４个专业。撤销专业最多的高校是
湖南大学和南华大学，均为９个；湘潭大学、湖南

农业大学和湖南工业大学５年内均只撤销了２个
专业。总体来看，除中南大学和南华大学外，其他

高校新增备案专业多而撤销专业较少。从专业类

型来看，新增备案专业大多为近年来教育部新增

特设的“四新”专业，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数字经济、

智能建造等；除南华大学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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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软件工程专业外，撤销的大多都是社会评价

不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专业，如公共事

业管理、旅游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

销、汉语言等。

表３　湖南省部分高校２０１７年以来新增备案和撤销专业情况

序号 学校 新增专业 撤销专业

１ 中南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哲学、临床药学、人工智能
工业设计、信息工程、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临床医学（七年制）、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２ 湖南大学

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工程、智能车辆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

城市管理、工业设计、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理

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精算学、保密技术、化学生物

学、哲学、智能建造

国际经济与贸易、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材

料化学、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软件工程、表演、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３ 湖南师范大学

德语、西班牙语、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字媒

体艺术、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小学教育、文物与博物馆学、

康复治疗学

电子商务、公共事业管理、广播电视学、服装

设计与工艺教育、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４ 湘潭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安全、马克思主义理论、智能制造工程、应急

管理

国际政治、编辑出版学

５ 长沙理工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风景园林、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艺美术、人工智能、影视摄影与制作、

地理信息科学、数字经济、网络与新媒体、智能制造工程、储

能科学与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机器人工程、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智能建造、遥感科学与技术、艺术管理、西班牙

语、材料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与健康

工业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公共事业管理

６ 湖南科技大学

机器人工程、风景园林、金融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应急技术与管理、运动训练、数字经济、

智能建造

服装与服饰设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哲

学、汉语言、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７ 湖南农业大学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科学与

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舞蹈表演、酿酒工程、机器人工程、智

慧农业、动物医学（四年）、水生动物医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表演

８ 南华大学
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

工程、英语、软件工程

生物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轨道交通

信号与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服装与服饰设计

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生物科学、车辆工程、经济林、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家

具设计与工程、供应链管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木结

构建筑与材料、智慧林业

汉语言、广告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１０ 湖南工业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电子商务、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陶瓷艺术

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知识产权、生物医

学工程、工程造价、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人工智能、机器人工

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材料科学与工程、智能建造、水务

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公共事业管理

５　我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建议
５．１　基本原则

（１）需求导向。新增专业必须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创新，适应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工科、新文科、

新农科、新医科等“四新”专业，满足国家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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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和湖南“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需要。

（２）特色发展。传承和弘扬学校办学传统，
加快对传统优势特色专业进行升级改造，确保

“矿业”和“师范”类优势特色专业办学持续发展。

（３）总量控制。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近期
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专业调

整以置换为主，学校招生专业总量控制在 ８５个
左右。

（４）量力而行。新增专业必须综合考虑师资
队伍、办学经费、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等因素，具

备开办专业必需的基本条件和人才培养能力。

（５）优胜劣汰。对没有入选省级及以上一流
专业建设点且第一志愿报考率低、就业需求不足、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师资和教学资源条件

不达标的专业，学校将采取减少招生计划、暂停招

生等措施建立淘汰机制。

５．２　优化调整路径
我校在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过程中，应加强顶

层设计和系统的整合规划，面向世界科技发展趋

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急需，有效增进

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大力提升专

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基于以上原

则，结合我校近年来各专业招生就业情况和学校

实际，专业动态调整和优化的参考路径如下：

（１）增设国家和区域急需专业。增设国家急

需的“双碳”战略相关专业，服务湖南“三高四新”

美好蓝图的“新三样”相关专业。

（２）升级改造传统优势特色专业。采矿工
程、安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车辆工程等传统

优势特色专业的升级和改造。

（３）建强基础学科专业。加强数理化生等基
础理科学科专业，系统推进经济学、历史等基础文

科专业建设，拓宽基础学科应用面向，构建“基

础＋应用”复合培养体系。
（４）布局多学科交叉未来技术专业。面向深

海、深空、深地未来技术需求，布局深海自主作业

和卫星遥感探测等领域的前瞻性多学科交叉

专业。

（５）筹划医学与生命健康服务专业。加强与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对接，加快推进附属医院共建

工作，为申报医学类专业积极创造必备条件。

（６）淘汰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旧专业。要用好
本科专业信息大数据，健全专业动态评测、认证和

信息反馈机制，强化专业绩效和问责机制，淘汰一

批社会认可度低、报考率低、就业率低、师资力量

和教学资源条件不足的传统老旧专业。

表４给出了我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３年规
划情况，３年内将撤销专业１０个，停止招生７个，
预备案专业１５个，新增专业７～１０个。

表４　本科专业调整优化３年规划

调整方式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５年

撤销专业 ７个 ３个 ０个

停止招生专业 １个 ３个 ３个

预备案专业 ６个 ５个 ４个

新增专业 ３～４个 ２～３个 ２～３个

６　结语
专业结构调整关系到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关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推进落实。为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我校必须着眼招生、培养、就业等环节一体化

设计，既要学校统筹规划，也要加强各学院与各部

门在人才需求预测、预警、培养、评价等方面的联

动，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以新工

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为引领，及时识别

市场和社会需求信号，面向更广泛的产业形态，立

足行业领域优势，发挥自身基础特色，激活传统优

势学科专业潜能，孵化新兴前沿学科专业，淘汰不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专业，培养一批适应未

来职业需求、引领产业前进方向的创新型应用人

才，蹄疾步稳走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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