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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近日，各地高考成绩陆续
公布，专业填报开始，社会上
对工科专业报考的讨论逐渐
热烈。

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2023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
告》，2022届本科毕业生月收
入最高的10个本科专业均属
于工学类。但是，工科专业的
本科毕业生王海找工作时感觉
到了落差，专业内容与社会需
求脱节，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
样“吃香”。

问题出在哪里？记者在梳
理工科发展脉络时，一个关键
词映入眼帘——新工科。新工
科是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
心，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相关
的工科专业。有声音认为，新
工科正在重塑工程教育。

新型工业化浪潮席卷而
来，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工科人
才？制造业想要什么样的“后
备军”？以新工科重塑工科学
科体系意味着什么，能否解决
当前就业的结构性困境？当
新工科发展逐步深化时，将会
为制造业大省带来怎样的利
好？对此，记者进行了梳理与
采访。

变革浪潮来临
新工科重塑工程教育

革新与传统在加速碰撞，
工科专业正进行一场大变革。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据了解，此次
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
2800余个专业布点，占目前专
业布点总数的4.5%。从学科
门类看，工学所涉专业数量最
多，有1074个。

有媒体统计表明，在过去
三年里，工科是13个学科中新
增专业最多的。分地域看，江
苏、广东、山东、辽宁、安徽、湖

北、河南7省备案的工科专业
数量均超过了100个，上述基
本是工业大省。

同时，被各个省（包括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属高校学科撤
销的工科专业也有不少。例
如，过去三年撤销的2083个专
业中，有661个专业属于工科，
占比达到31.7%。

为什么撤销与新建的工科
专业数量皆处于高位？中国城
市报记者查阅2022年度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时发现，智能交互设计、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电
网信息工程等专业处在新增之
列；勘查技术与工程、机械工
程、环境生态工程等专业在撤
销名单中。新与旧的差别，大
多与数字化相关。

不难发现，工程教育正在
从传统化走向数字化、信息化，
高校的新工科教育革新进程势
不可挡。

中国教科院体制所副所
长、研究员张家勇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工
科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是‘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
核心内容和主要抓手，是新时
代工程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纵览自新工科提出后的相
关政策与进展，从顶层设计到
落地实施，发展伏脉千里，紧追
新型工业化的脚步。

2017年2月以来，教育部
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
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

“北京指南”。
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

布《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来自全
国高校的612个项目入选首批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2019年4月，教育部依托
天津大学成立的“全国新工科
教育创新中心”正式揭牌，统筹
开展全国新工科建设。

2023年3月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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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深化新工科建设”，
并提出，主动适应产业发展趋
势，主动服务制造强国战略，围
绕“新的工科专业、工科专业的
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深
化新工科建设，加快学科专业
结构调整。

张家勇表示，新工科目前
已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广泛共
识与积极行动，612个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组成的30个
项目群正加速推进，大数据、机
器人工程、智能制造、智能医学
等新工科专业蓬勃兴起，“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等加
快推进新工科建设政策相继出
台，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现代产
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示范性
微电子学院、一流网络安全学
院等新工科模式正在成型，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工程教育体
系日益成熟。

建设新工科
如何解决就业结构性难题

中国是拥有全部工业门类
的第一制造业大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
首次超过40万亿元；其中制造
业增加值达33.5万亿元。

发展新工科，是发展新型
工业化、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一招。但是，高校培
养的工科人才与当前的新型
工业化发展存在一定脱节之
处，高精尖的新工科人才始终
稀缺。

新工科发展目前面临哪些
瓶颈？“一方面，目前部分学校
和专业还适应不了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快速变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深度学习、物联网、
大数据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缺
少系统、全面的覆盖。”财经评
论员张雪峰对中国城市报记
者表示。

张家勇认为，教育是“慢变
量”，具有滞后性。“我国高等工

程教育存在着工科人才培养的
目标定位不清晰、工科教学理
科化、工程教育与行业企业实
际脱节、工科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不高、行业企业对人才培
养过程参与不够、优秀青年对
工科专业的兴趣降低等一系列
问题。”他进一步分析。

此外，从市场需求和人才
供给层面，发展新工科有助于
破解就业结构性难题。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需要新工科。要站在未来新产
业需求做课程组合设计，以系
统思维推进新工科建设，为未
来新型工业化夯实人才基础。”
接受采访时，资深人力资源服
务专家汪张明认为。

“新工科建设是解决结构
性就业矛盾的治本之策，既加
快发展新兴工科专业，也改造
升级传统工科专业，全面推动
高层次工科创新人才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必将塑造中国高
等工科教育的新格局。”张家勇
表示。

“我们通过新工科实现制
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
化转型，在智能时代实现提质
降本增效，促进转型升级，助
力相关行业发展。”北京社科
院副研究员王鹏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说。

“撤销落后的专业、开设新
工科专业，可以有效减少工程
人才的结构性困境，但仍需综
合考虑人才市场实际需求和更
加长远的人才培养目标，避免
片面追求新工科而忽视传统工
科的发展。”Co-Found智库
企业大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李益
向中国城市报记者分析。

身处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之
中，院校应当如何持续发展新
工科？汪张明分析，其一，在专
业特征和专业内涵上要突出

“新”，立足国家规划、产业所
需、未来取向等大思维；其二，
在产教融合上要“新”，立足未
来产业需求，打造一支符合产
教融合特征的师资队伍，适合

产业之“需”；其三，在人才培养
模式上要突出“新”，做好基础
教育，强化持续学习能力打造，
迎合未来多变的需求场景。

制造业大省育人才
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型

随着新工科建设日益深
化，制造业大省急需产业前沿，
对接重点产业链的新工科。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河南响
应恰逢其时。6月12日，河南
省教育厅启动本科高校新工
科专业重塑升级专项行动。
河南省教育厅日前印发的《本
科高校“新工科”专业重塑升
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
河南省将通过新工科专业课
程群数字化驱动建设、新工科
专业新形态教材建设等八大
专业项目，统筹组织实施高水
平本科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
新提质工程，通过3—5年的努
力，力争实现全省工科传统专
业的重塑升级。

据河南省教育厅数据，
2020年以来，河南省高校撤销
本科专业点113个，停招本科
专业点（方向）629个，同时新
增本科专业点290个，其中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相关专业增
量超过了60%。

“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
省、人口大省、制造强省，但发
展长期受困于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贫乏，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
教育对河南省产业升级、经济
转型支撑力不足。”张家勇认
为，开展新工科教育，培养一大
批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卓越工程科技人
才，对于提升河南省科技硬实
力和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先手棋。

对制造业大省来说，发展
新工科将会为本省新型工业化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新工科人才具备更加全
面的知识结构和前沿的工作经
验，可以更好地适应制造业的
数字化、智能化要求，推动制造
业向高端、智能化方向发展。”
李益表示，因此，加强新工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对于制造业大
省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具
有积极的作用。

制造业大省想推进新工科
发展，还需要进行整体性的规
划统筹。“一是全省要从顶层设
计角度出发，详细地梳理不同
区域、不同企业的人才需求，做
到全省“一盘棋”，进行整体地
规划统筹；二是多元并举，要让
人才结构更加合理，技术、研
发、实践的人才比例更加合理；
三是新工科的未来是面向实践
的，要与企业的需求相结合，做
好顶岗实习，配备企业导师，实
现校园到企业之间的无缝对
接。”王鹏说。

新工科专业如何为新型工业化育人才新工科专业如何为新型工业化育人才

江苏苏州：
长三角青少年
冰球挑战赛开赛

6月 22日，在江苏省苏州工

业园区，为期三天“2023长三角青

少年冰球挑战赛”在苏州奥体中

心鲸添·冰上运动中心开赛。此

次冰球挑战赛设U6、U8两个组别，

来自苏州、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

区的17支队伍报名参赛。

图为运动员正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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