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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名

单中，部属高校有 200 余个，

不少高校新增备案的专业是

前沿技术专业，有的高校为

医学影像技术 、食品营养与

健康、小语种专业等。此外，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区块链

工程专业也受到一些高校的

青睐。

在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名

单中，北京市属高校有 30 余

个，其中北京工业大学有 6

个，北京建筑大学有 9 个，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

市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

学院各有3个，北京工商大学

和北京印刷学院各有2个，首

都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农学院、北京物资学院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音

乐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各

有1个。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

大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

新增这些专业的院校中，既

有综合性大学，也有师范类

院校，既有部委高校，也有地

方院校。

在2021年新增备案本科

专业名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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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

业是此次新增专业中的热

门。据不完全统计，有 90 多

所高校新增备案人工智能专

业；70 余所高校新增备案大

数据相关专业；50 多所高校

新增备案智能制造工程专

业。此外，20 多所高校新增

备案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金融科技等专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

人介绍，在专业设置和调整

工作中，一是服务需求，高校

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

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

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

色的专业。二是重视质量，

高校增设专业应满足《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基本要求，要具

有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具

备师资条件、教学资源、实验

实习条件等。三是优化结

构，支持和鼓励高校打破学

科专业壁垒，不断深化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建设，增设交叉融合的新专

业；推动高校积极开展专业

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

建工作，在不同类型高校中

培育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升

级改造传统专业，淘汰不适

应社会需求、不符合学校办

学定位的专业，加快培养紧

缺人才。

新增备案专业1773个
本报记者 邱乾谋

国际关系学院招生

办公室老师王新强介绍，

考生填报志愿前要从三

方面了解新增专业。

首 先 ，新 增 专 业 中

的“ 新 增 备 案 专 业 ”和

“新增审批专业”设置程

序有所不同。新增备案

专业是根据教育部发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2020 年版）》

设置的专业（含国家控制

布点专业）以及《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

理规定》，其申请过程为

经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

家组织审议通过后，经

专门网站提交专业设置

申请材料（内容包括：学

校基本情况、人才培养

方案、教师基本情况、办

学 条 件 等）进 行 公 示 。

公示期满后，将公示期

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

情况及专业设置申请材

料报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以文件形式上报教

育部，最终由教育部公

布新增备案专业结果。

新增审批专业（新专业）

除上述程序外，还需要

经过教育部委托相关教

学指导委员会对其科学

性、可行性以及专业名

称规范性提出意见。同

时，须经高校主管部门

召开专业设置评议专家

组织会议进行审议，根

据审议情况确定“拟同

意设置”的专业并进行

汇总，以文件形式上报

教育部，并须经教育部

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

家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公

布审批结果。

其 次 ，考 生 可 从 专

业代码方面了解新增专

业设置特点。上面提到

了“ 国 家 控 制 布 点 专

业”，那么哪些新增专业

是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

置管理规定》，专业代码

后加字母“K”的表示为

新增专业，也表示该专

业涉及国家安全、特殊

行业等，是由国家控制

布点，所以此专业又称

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专业代码后加字母“T”

的新增专业，表示该专

业是为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特殊需求所设置的特

设专业；专业代码后加

字母“H”的新增专业指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最后，考生应深度了

解各高校对新增专业的设

置情况。如高校的基本情

况、新增专业设置是否符

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

划；新增专业设置是否有

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是

否具备规范科学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是否拥有完

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

需的专职教师队伍；该专

业与所属专业类别中其他

专业的区分情况和专业基

本要求等。

新 增 专 业 中 ，不 同

专业对考生选考科目要

求可能有所不同，即使

有些专业相同，不同学

校提出的选考科目也可

能有所差异。因此考生

在填报志愿前要先了解

招生院校相关专业对选

考科目的要求。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负责人介绍，2021年专业

增、撤工作共涉及2765个

专业布点，占目前本科专

业布点总数的 4.6%。支

持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

民生急需，设置了储能科

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密码科学与

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养

老服务管理、预防医学、

护理学、健康服务与管

理、应急技术与管理等一

批专业布点。

山东大学获批智能

建造与智慧交通、生物医

药数据科学两个多学科

交叉融合专业。其中智

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为新

增审批本科专业，山东大

学为全国首个设置该专

业的高校。学校相关老

师介绍，智能建造与智慧

交通专业面向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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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口径、厚

基础、重智能、强实践，建

设国家基础设施智能建

造研究型人才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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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专业面向“健康中国”国

家发展战略，是国家健康

大数据产业战略发展所

急需的医理、医工融合新

专业，将为以数据密集型

医学、数字医学和智能医

学为特征的“新医学”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该专

业深度融合数学、软件工

程、医学数据学等多领

域，培养既具有医、理、工

多学科基础，又具有稳固

医学数据学专业素养的

高级专门人才。

北京工业大学招办

主任王丹介绍，学校新增

焊接技术与工程、大数据

管理与应用 2 个本科专

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

业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统

计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等多学科，具有鲜明的复

合交叉特点。该专业依

托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国

家一级学科博士点，建立

以“大数据管理与商业分

析”为主的多学科交叉应

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

识、实践能力及高素质的

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

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面

向国家和京津冀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依托

材料学国家重点学科和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进行建设。近

年来，学校主动应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入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

优化专业布局，完善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

教育部近日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新增备案专业1773个，审批专业188个（含145个国家控制布点专
业和 43 个目录外新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48
个，撤销专业点804个。碳储科学与工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生物
育种科学、资源环境大数据工程、湿地保护与恢复、智慧林业、劳动教
育、科学史等31个新专业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本次备案、审批和
调整的专业点，将列入相关高校2022年本科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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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
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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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团队与来自

中科院的团队合作研发的“薪薪志愿”项目在北京市复赛中斩获银奖。 崔云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