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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专业是否就等同于“安心专业”，可以
完全放心地直接选择？答案是否定的。

部分新增专业，尤其是新设专业，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对于相关人才的较大需求，
但大部分院校的新增专业实际都是一些社会需
求较稳定，较为常见的、常规的传统专业，如历史
悠久的法学专业，仅在2021年，就有不少于100
个院校新增了此专业。这种传统专业的课程教
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虽已走向“成熟”，仍需要考生
全面考虑到院校自身的实力、了解到该行业人才
众多、竞争激烈的情况后，再做出决定。

新增专业也要看实力

此外，哪怕是对于今年的新设专业而言，在
确定专业之前也要谨慎考虑。新专业刚刚进入
高校，难免有一段“水土不服”、“尝试探索”的
时期，尤其是对于此前没有相应办学经验可参
考的“新设专业”而言。对此，考生在选择相关
专业时，可优先考虑有相近专业办学经验的、综
合实力较强的高校。

避开就业激烈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设专业不仅是社会
人才需求的“风向标”，更是下一年众多院校新
增专业的“参照物”。如2020年新设的“跨境电
子商务”专业，当年仅有 6所院校开办此专业。
而到了今年，新增此专业的院校数量已达到42
个。值得一提的是，高校“跟风”开办所带来的
将是，同一时间段内，相关人才就业市场的竞争
激烈。即便相对其他老牌专业而言，这种“竞
争”会小上许多，但也同样不可忽视。

切勿“望文生义”

值得提醒的是，在填报志愿时，尤其是决定
选择当年新增专业时，光知道专业名称是远远
不够的，还要特别注意查看相关专业的学位授
予门类。有些专业名称常具有“迷惑性”，以

“水生动物医学”这一专业为例，专业名称虽带
有“医学”二字，但它所授予的却是“农学”学
位，而非医学专业是不可以考取医学类相关证
件的，也就不可能从事医学相关工作。类似的
例子还很多，考生在填报时一定要“擦亮眼
睛”，避免误选，造成遗憾。

2021年高考分数线已经发布，对于即将
开始人生新征途的“准大学生们”而言，将通过
一道重要关卡——挑选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每年，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需求的发展
变化，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也在不断调整
优化。其中，专业增减是高校办学发展的常
态举措。专业的增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了该专业未来的发展态势与就业前景，
是高考生在选择专业、学校时的重要参考。
今年高校又新增了哪些专业？选择新专业时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量子信息科学、智能交互设计、古文
字学等37个新专业成功“入列”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避免混淆，后称“新
设专业”，属于“新增专业”的一部分），法
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等九大门
类迎来“新分支”，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吉林大学等 47 所院校专业设置走向
更丰富样态……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列
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
名单（2021 年）》显示，今年高考生的专业
选择“菜单”更加多样了。

本次新设专业中，工学专业数量最
多，共14个，占比37.8%。其中，北京理工
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等 7所高校均
新设了“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与
2020年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正
式实施后，我国密码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不无关系，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对于
密码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新设专业中还包含有多个“智能领
域”专业，如智能交互设计、智能测控工
程、智慧交通等。“智能+传统专业”的设
置背后是针对该领域的新形势、新需求进

行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是巨大的
社会需求潜力的直接反映。

此外，古文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等专业搭上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顺风车”，也将在高校落地招生，其中
吉林大学新设的古文字学专业已被纳入
到本科“强基计划”招生试点，将于今年首
次招生。

与去年新设专业相比，今年新设的专
业数量有所下降，较去年减少14个。今年
专业设置方面对于“智能领域”的关注，实
际是传统领域人才培养“智能化转变”的延
续与深入发展，在去年，“智能领域”就已
是新设专业的“焦点”，包括智能装备与系
统、智能感知工程、智能无人机系统技术等
在内的8个“智能”相关专业“入列”本科专
业目录。而每一年新设专业的“变”与“不
变”，都与人才的“新需求”紧密相关。概
括而言，去年新设专业的关键词是：智能、
养老、跨境电子商务，今年则为：密码、智
能、传统文化。这些“关键词”实际都代表
着社会发展的一个个“新增长点”，值得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重点关注。

包括上述 37 个新设专业在内，2020
年，全国高校新增专业 2223 个。从新增
专业上看，近年热度不减的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等专业，依旧是本年度新增专业
的热门。其中，“人工智能”成为最为热
门的新增专业，共有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130 所高校增设此专
业。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大数据的管理与应用等专业紧随
其后，均有不少于 50 所高校争相设立，
实为“香饽饽”专业。

从地域上来看，广东省有44所高校共
新增 125 个专业。与全国大趋势一致，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等也是广东高校新增专业中的“大热门”。
其中，人工智能专业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东软学院共5所高校新增。智能制造工程
专业也有广东白云学院、广州大学等 5所
高校新增。总体看来，新增专业也以工学
为主，为 50 个，占比 40%。管理学、艺术
学、理学等以较大差距紧随其后，为15个、
15个、10个。

在广东高校中，新增专业数量最多的
前三位是深圳技术大学、广东科技学院及
暨南大学，分别新增 8个、6个、6个专业。
新增专业背后，是不同高校在专业结构设
置与人才培养体系建构等方面的不同“着
力点”的体现。例如广州大学作为综合性
大学，文科实力强劲，但学校的布局不止于
此。今年学校新增了智能制造工程、遥感
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试图在新工科专业
群上有所作为。又如华南农业大学、仲恺
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等专业性质
明确的院校，致力于使优势专业领域更加
开阔，新建专业也与优势专业密切相关，如
华南农业大学所新设的“农业资源与环境”
专业等。其余高校则有意于丰富专业类
别，朝“综合院校”方向发展，如以培养师范
人才见长的岭南师范学院新增了工学类的

“化学工程与工艺”、管理学类的“行政管
理”等。高校自身的专业结构建设与人才
培养体系对新增专业的建设发展往往起着

“关键性”作用，因而，关注新增专业数量的
同时，考生也可对此给予一定关注，以便更
好地择专业、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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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眼睛选新增
避免误选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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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新增专业逾两千
人工智能最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