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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学科专业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教育部等五部门：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

N新华社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等五部门近日
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
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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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
建好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
一流专业点、300个左右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
地；在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力、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
取得突破，形成一大批特
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建
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
代产业学院、高水平公共
卫生学院、卓越工程师学
院，建成一批专业特色学
院，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
著提升。到2035年，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更加协
调、特色更加彰显、优化调
整机制更加完善，形成高
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有力支撑建设一流人才方
阵、构建一流大学体系，实
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围绕改进高校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建设工作，
方案指出，加强学科专业
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一流
学科建设，深化新工科建
设，加强新医科建设，推进
新农科建设，加快新文科
建设，加强基础学科专业
建设，完善学科专业建设
质量保障机制。

高校要科学制定学科专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主
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
步、产业升级需要，做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升级、
换代和新建工作。要将学科专业规划与学校事业发
展规划相统一，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每年根据社会人
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对本校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进行专题研究。

高校要打破常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世
界科学前沿、关键技术领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
学科，以及服务治国理政新领域新方向，打造中国特色
世界影响标杆学科。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深化学科
交叉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
育优秀青年人才团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完善多渠道
资源筹集机制，建设科教、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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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工科专业全要素改造升级，将相关学科
专业发展前沿成果、最新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
教学过程。加大国家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
域支柱产业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力度，打造特色鲜
明、相互协同的学科专业集群。推动现有工科交叉
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理科向工科延
伸，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
业，培育
新 的 工
科领域。

建强数理化生等基础理科学科专业，适度
扩大天文学等紧缺理科学科专业布局。精准推
动基础医学（含药学）学科专业建设，推进基础
与临床融通的整合式 8 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改
革。系统推进哲学、历史学等基础文科学科专
业建设，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促
进多学科交叉融通。适应“强化基础、重视应
用、特色培养”要求，分类推进基础和应用人才
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加大基础研究人才
培养力度；地方高校要拓宽基础学科应用面向，
构建“基础+应用”复合培养体系，探索设置“基
础学科+”辅修学士学位和双学士学位项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
中国之理。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
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
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强化重点领域涉外人才培
养相关专业建设，打造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基地和关键语种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主动服务
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科专
业数字化改造，深化文科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
内容改革，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相统一，打造文科专业教育的中国范式。

面向新农村、新农业、新农
民、新生态，推进农林学科专业供
给侧改革，服务支撑农业转型升
级和乡村振兴。适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主动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
程技术等改造提升现有涉农学科
专业。服务国家种业安全、耕地
保护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系
统治理、乡村建设等战略需求，以
及森林康养、绿色低碳等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
开 设 生 物 育
种、智慧耕地、

种子科学与工程、农林
智能装备、乡村规划设
计等重点领域紧缺专
业。积极推进农工、农
理、农医、农文深度交叉
融合创新发展，培育新
兴涉农学科专业。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落实“大
健康”理念，加快构建服务生命全
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医学学科专
业体系。聚焦理念内容、方法技
术、标准评价等，全方位改造升级
现有医学专业。主动适应医学新
发展、健康产业新发展，布局建设
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
等领域紧缺专业。瞄准医学科技
发展前沿，大力推进医科与理科、
工科、文科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培育“医学+X”“X+医学”等新兴
学科专业。

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深化新工科建设

加强新医科建设

推进新农科建设

加快新文科建设

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

绘出美丽中国的更新画卷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掀起造林绿化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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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题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周祖翼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A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