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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 新工科专业凸显“智慧”

盘点31个新专业，“智慧”与“智能”是其中的关
键词——智慧能源工程、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智慧水
利、智能地球探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智能运输工
程、智慧海洋技术、智慧林业……共有8个新增专业与
智慧和智能相关，其中7个为工学门类。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智慧水利系主任俞晓东介
绍，智慧水利专业是水利与信息化相融合的专业，学生
既要掌握水利行业的知识，也要懂得新兴的技术。该专
业学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事“数字水利”建设，为

“江河战略”贡献力量。
北京交通大学是智能运输工程专业首批开设高校，

该校依托交通运输工程和安全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科、
交通运输学院原智能运输工程专业方向团队历时十余年
的教学工作积累、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雄厚科研基础，进一步加强交通运
输工程与安全、信息、人工智能等学科交叉融合，探索

“智能+交通运输”人才培养新路径，旨在培养智能交通
领域领军人才。

山东大学开设的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以李术才
院士和张庆松教授为专业带头人，面向国家“交通强
国”“制造强国”重大战略需求，深度融合数学、软件
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交通土木工程等专
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自主创新、具备跨界发展能力
的应用研究型领军人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教育部于 2017
年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多样化、创新型卓越工程科技人
才，即“新工科人才”。所谓新工科，是指针对新兴产
业的专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
等，也包括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

近年来，高校本科工学类新增专业较多，其中不少
都是新工科专业。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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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新 交叉融合适应发展需求

多学科交叉融合，也是新专业的一大特点。在本科
专业设置调整工作中，教育部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
略、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引导高校用好学科
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
新专业。

实现“双碳”目标，专门人才必不可少。目前，我
国在碳捕集、碳利用、碳封存、碳管理及碳交易等多环
节的专业复合型人才存在空白。2021年，重庆大学牵头
并联合3所高校申报了“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

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李正良说，现在能源、材
料、交通等领域对碳储科学与工程人才的需求非常大。
为此，学校将着力培养学科交叉性强、国际化的复合型
人才。希望该专业未来有60%至70%的毕业生可以继续
深造，为“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随着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的实施，中国行星探测
工程吸引世界关注。由成都理工大学申报的“行星科
学”专业，研究的正是深空探测。成都理工大学教师李
春辉说，行星科学以深空探测为主要研究手段，是在地
球科学、空间科学、天文学等学科交叉基础上产生的，
主要研究对象为太阳系的行星、彗星、小行星和系外行
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智慧林业”也是今年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南京
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姜姜介绍，林业的发展要加强与
信息技术融合，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高质量、高效
率的监控和管理。智慧林业专业在传统的林学专业基础
上融入了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
将对学生进行智慧化的培养模式。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近年来新增较多的专业，主
要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等。这些新专业适应国家战
略、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体现了高校设置专
业的与时俱进，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 新 专业设置突出就业导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2012年
以来，教育部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支持全国高校增设

1.7万个本科专业点，占专业布点总数的28%，撤销和停
招了近1万个专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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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就业导向，
申报增设专业过程中明确要求高校充分调研社会需求，
以扎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
础，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明确社会对新设专业的具体
要求。

与此同时，新设专业还需对一些不能适应社会变化
需求和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进行有益补充。例如，教育部
连续两年在艺术学类专业上进行了调整，新设了更符合
现代企业需要的科技艺术、纤维艺术等新专业。

近年来，中国科技艺术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创造出了诸
多惊艳的经典场景。与此同时，艺术院校也在积极推动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与艺术创意的融合，通过
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学方式培养新型人才。

今年新设置的“科技艺术”专业由中央美术学院
申报。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说，该专业
主要探讨“艺术与数学”“人工智能创造力”等课题。
未来，毕业生的职业方向包括科技艺术创作和教学，
科技类公共艺术，创意产业以及科幻、科普、教育工
作等。

高校新专业有“三新”
本报记者 刘 峣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相继公布，今年的高考学子进入忙碌
地填报志愿、幸福地收获录取通知书的时刻。与此同时，一
批“上新”的专业，为准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多选择。根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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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1个本科专业首次正式招生，涵盖了工学、经济
学、法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
“晴雨表”。新专业“新”在哪儿？未来将如何培养专业人才？

上图：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共育未来——奥林匹克科技艺术展”。 贺路启摄（人民视觉）
下图：研究人员在电子科技大学宜宾园区智能制造研究室内进行智能抓取实验。 王 宇摄（人民视觉）

近日，《漫无边界》
中国航天文创官方艺
术特展在重庆举行。该
展览由中国航天建设
集团、航天建筑设计研
究院主办，展览分为跃
迁之门、航天步伐等14
个主题场景，从科技、
教育、文化、艺术等角
度，以虚拟和现实相结
合的形式，再现各个时
期人类航天技术的突
破，让观众身临其境

“遨游宇宙”，激发民众
探索创新热情。

图为小朋友正在
观察航天服。

李洪波摄
（人民视觉）

航天文创航天文创
穿越时空穿越时空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思北）“从2017年
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万亿元
增长到超4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数字
经济在整个 GDP 中的比重提升至 39.8%。”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曹淑敏5日在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加速释放。

曹淑敏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近
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数字中国建设
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相关部门扎实有
力推动各项规划实施落地，数字中国建设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下一步，将加强数字
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更加系统、全面、协
调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各项重点工作。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第五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将于2022年7月23日至24日在
福建省福州市举办。峰会由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主题为“创新驱动新变革，数字引领
新格局”。

峰会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主论坛、
政策发布、分论坛、成果展、数字产品博
览会、创新大赛、云生态大会等八个部
分，其中，成果展将设置“数字中国建设
成就巡礼”专题展，展示党的十九大以来
数字中国的辉煌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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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立风） 从国
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获悉，截至今年 6 月
29 日，天问一号任务环绕
器正常飞行706天，获取了
覆盖火星全球的中分辨率
影像数据，各科学载荷均
实现火星全球探测。天问
一号任务环绕器和火星车
均完成既定科学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任务于 2016
年1月批准立项，2020年7
月 23 日成功发射。探测器
经过202天4.75亿千米的深
空飞行，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与火星交会，成功实施
捕获制动进入环绕火星轨
道。对预选着陆区进行了3
个月的详查后，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成功实施火星着
陆。5 月 22 日，“祝融号”
火 星 车 成 功 驶 上 火 星 表
面，开始巡视探测。

2021年8月15日，“祝
融号”火星车顺利完成 90
个火星日既定科学探测任
务，继续实施拓展探测任
务，已累计在火星表面行
驶 1921.5 米。受着陆区冬
季严寒和沙尘天气影响，
火星车按设计状态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进入冬季休眠
模式，2022 年 12 月前后，

“祝融号”着陆区将进入初
春 季 节 ， 环 境 条 件 好 转
后，将恢复正常工作。

环绕器环绕火星 1344
圈，实现了全球覆盖，目前
状态正常。后续将继续开展
全球遥感探测，并择机开展
拓展技术试验，为相关任务
开展先期技术验证。

天问一号任务经过近
两年的飞行和探测，火星
车和环绕器配置的 13 台科
学载荷共获得约1040GB原
始科学数据，经过地面接收处理，形成的标准科
学数据产品，按月滚动提交给科学家团队进行分
析、解译，有关科学成果已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
物陆续发表。这些科学数据将择机向全球科学家
开放，欢迎全球科学家积极申请研究，共同推进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事业。

本着开放共享的合作精神，国家航天局积极
推进与各国航天机构和科学界的合作，与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 （NASA）、欧洲空间局 （ESA） 共
享所属火星轨道器轨道数据，开展碰撞预警合
作；“祝融号”火星车与欧洲空间局“火星快车”
轨道器开展数据中继通信试验，实现中欧火星科
学数据中继合作；在火星日凌前后，与俄罗斯、
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天文台
站，利用天问一号环绕器和“火星快车”轨道器
联合开展对太阳的掩星观测，进行太阳风等科学
研究。这些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丰富了人类
的知识，为科学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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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分相机拍摄的火星阿斯克拉山影像，
图像显示了山顶的火山口特征，存在多个火山口
坍塌事件。 图片来源：国家天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