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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新增92个本科专业
新工科给考生更多选择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吴东飞 张佳慧

此次备案的工科专业新
增计划涉及了 19 所高等学
府。中山大学增设了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以及飞行技术三个专业。而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深圳技术大学、珠海科技学
院、广州新华学院等高校也

展现出了积极的姿态，
各 自 新 增 了 两 个 专
业。此外，暨南大学、
深圳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广州大学、广东海

洋大学、韶关学院等学府，各
自新增了一个专业。

新专业的建设，其实是
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
程。在实践层面，它展现出
了渐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如同从旧有的专业和格局中
孵化出崭新的生命，这一过
程需要细致入微的规划和持
之以恒的努力。随着这些新
专业开始招生，我们不禁要
思考：考生对于新增专业该
怎么选择？

储朝晖从两个角度分析
了考生对于新增专业应该如

何选择。从考生的角度来
说，对于新的专业，建议不要
盲目追求，而应理性对待。
如果考生在这方面有优势或
潜能，可以报考相关的新增
专业；如果缺乏相关的业务
实践经验或期待，就需要谨
慎考虑。另一方面，考生需
要对设置新专业的学校有所
了解。在这个专业方向上，
学校是否开设了新的课程，
还是仅仅将原来的旧课程重
新组合。此外，这个专业在
同类高校中的位置和排名如
何，是靠前还是靠后？“综合
以上因素，我还是建议考生
要谨慎报考。对于学生来
说，新增专业是一个外部环
境，如果与自己的优势方向
一致，就可以选择；反之，就
要谨慎选择。”储朝晖说。

储朝晖表示，从就业角
度来说，考生不应只追逐某
一热门专业。因为潮起潮
落，任何一个热门专业都有
可能在若干年后成为就业困
难的专业。新增专业只能说
明市场需求较大，但并不代
表它本身具有显著的优势。

高 三 毕 业 生 雨 生（化
名）刚刚结束紧张的高考，
他对今年新增的国家安全
学专业比较感兴趣。“因为
它是比较新的一个专业，而
且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就业
前景应该会比较好。进入
政府部门也可能会比较方
便。这与我未来的职业规
划是正好相符的。”

同时，雨生认为选择新增
专业会有一定的冒险性：“首
先是专业开设的地理位置离
家较远。其次是我不知道是
否有对口的研究生专业，未来
如果想要考研的话是否也有
相应的专业选择。再次，我会
担心新增的专业是否拥有相

对完善的教学体系和培养方
案，以及老师是否足够专业对
口。最后，我不清楚在未来就
业时，这个专业是否会有较高
的学历门槛限制。”但是，他觉
得在国家安全学这个专业里，
竞争压力可能没那么大，因此
还是愿意尝试报考这样的新
增专业。

源于对化学品研发的兴
趣和化妆品就业前景可观、市
场广阔、薪资待遇不错的了
解，广东医科大学 2023 级药
学院化妆品12班张恩瑜同学
选择了化妆品科学与技术专
业。进入该新专业的学习后，
张同学感到十分新奇和兴
奋。“这个专业独特的魅力让

我每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探
索欲。在学习过程中，我可以
了解到各种化妆品的配方和
制作过程，还可以亲自动手制
作自己的化妆品。这种趣味
性的学习方式让我更加热爱
这个专业，也让我更加期待未
来的学习和探索。”张同学说。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看来，高校的专
业调整本身上反映了在计划
体制基础上，专业跟市场需求
之间的矛盾。“所以从长远的
发展来看，必须把专业界限打
破，改为选课制与学分制的组
合的方式。这是世界主流高
校的做法，也是把选择权交给
学生的体现。”

此 前 ，教 育 部 提 出 到
2025 年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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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在专
业设置和调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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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重视质量、优化结
构，升级改造传统专业，加快
培养紧缺人才。

今年，广东 39 所高校共
新增 88 个备案本科专业，来
自工学、艺术学、文学、教育
学、理学、管理学、法学、经济
学、农学共 9 种学位授予门
类，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经
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
需求。

羊城晚报记者发现本次
新备案的工科专业中，涉及智

能、新能源等新兴技术专业数
量增多。例如，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专
业、广州大学新增智能建造专
业、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新增智
能感知工程、珠海科技学院新
增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等；中山
大学新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专业、广东工业大学新增新能
源汽车工程专业等。

在急需紧缺专业点建设
上，广东省有4所高校设置了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专业，分别是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广州新华学院、广州城市
理工学院、广东白云学院。
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服务了
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广东“强
芯工程”实施的有力支撑。
这些高校勇担重任，积极承
担起培养集成电路领域人才
的重要使命，将为广东乃至
全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
备案专业中，工科再次成为主
流，有34个工学专业，占比达
38.6%。在 2022 年、2023 年
新增备案专业中，工学专业占
比也是最高，今年再次新增
工学专业。今年工学专业的
再度增加，不仅是对广东“制
造业当家”战略的积极响应，
更是对人才战略布局的加快
完善。

实体经济是广东经济的
脊梁。在最新发布的2024年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广东
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
省建设，不断壮大代表新技
术、创造新价值、塑造新动能
的新质生产力，把‘走在前列’
的产业根基夯得更实、筑得更
牢”。工学专业的增加是广东
省在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
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方面的重
要体现，是培育高素质科技创
新人才的重要基础。

A 专家建议打破专业界限

B 工科成为主流，响应人才需求

C
新增专业报考需要细思量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共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 个、审批专业点 217
个（包括 160 个国家控制
布点专业和 57 个目录外
新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
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46
个。本次备案、审批和调
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
校 2024 年 本 科 招生计
划。其中，广东39所高校
新增88个备案本科专业，
2所高校新增4个审批本
科专业，共计新增92个本
科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