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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回乡新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金邸房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姚之之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工格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安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集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07-25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349WH94T声明作废。

莆田市永胜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遗失

莆田市交通运输局 2014年 8月 6日

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莆

350303014276），现声明作废。

厦门佳福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道路运输证，闽DE8697，证

号350201267139，声明作废。

厦门国鑫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04-

03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50211MADFMG1UXG

声明作废。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厦门德祥元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

道 路 运 输 证 ，闽 DG2912 证 号

350201264698，声明作废。

莆田市荔城区伊泽健身工作室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福建省睿来则皮具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漳浦县阿丽药店不慎遗失漳浦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号：闽DB5961031，现声明作废。

福建省甘露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漳州市隆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车

号闽 EY8883，遗失道路运输许可

证 ，证 号 ：闽 交 运 管 漳 字

350613100035号，声明作废。

声 明

本人朱信榜(身份证号码35088119880

8180832）于2024年9月1日，正式接手

上杭县梦幻娱乐城。今在福建省海峡

都市报公开声明，此前于(2024年9月1

日)的债权债务归之前股东所有本人一

律不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厦门鑫乐客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海沧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04-17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5MA2XQAH325声明作废

漳州骏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码 3506266284718 声明作废。

漳浦县后辈餐饮店（个体工商户）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JY23506230186034，遗失作废。

漳浦县申湖足浴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JY23506230153482，声明作废。

厦门芝麻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思

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04-28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31NCAR6G声明作废。

失契声明

兹有坐落: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岩山

镇玉宝村，林权证号:龙新林证字(2010)

第13-13-29号，权利人:龙岩市颐品春

农场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03日向抵

押权利人：龙岩市龙津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办理抵押，期限1年，林权抵押登记证

明书：龙新林抵登（2012）第00001号，因

该林权抵押登记证明书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对该声明有异议者，请于15

个工作日内向龙岩市新罗区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有效证据，逾期即予补

办契证手续。若有不实，责任自负。

声明人:龙岩市颐品春农场有限公司

厦门隼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厦门蓝瑞兴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集

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05-10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8UXT34XA声明作废。

厦门趣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思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9-08-28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303101079K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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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专业开设的热潮，我们需有清晰的认知，仅
仅是名称上的标新立异容易滋生乱象，非理性的专业调
整更会误导人才市场的需求。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影
响和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工科专业应该怎么样去调整
和应对？”李培根说道。

邬正阳认为，对于传统工科专业而言，要以其专业领
域问题为“体”，新技术为“用”。谨慎开设单一技术或工
具类专业，针对科技前沿而开设特定的新专业（如类脑工
程）有其合理性，前提是这一类专业面向未来需求，且其
对象和主体知识框架是现有工科专业所不能覆盖的。学
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是大趋势，但我国专业设置却有越
来越细化的倾向，过多地新设专业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
一轮的专业过度细分，不能以大量设置新专业去应对科
技发展和企业的人才需求。

李培根建议，专业的调整要摒弃功利性，有自己的底
色和坚守，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撤销传统或“冷门”专
业。目前的新专业虽然号称应对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前
沿，但大多数本可在原有传统专业体系下通过专业边界
再设计或设立新方向而解决。高校要防止盲目追随技术
和产业经济热点而放弃人才培养的主体性，避免传统工
科专业大量被裁撤。

邬正阳表示，被裁撤的工科专业主要呈
现以下逻辑特征：撤销专业点主要为典型性
传统工科专业；撤销的专业能够在新增审批
专业中以“智能/智慧+”的形式呈现；第三次
科技革命中的电子计算机等核心技术衍生的
工科专业正在逐渐消退，传统的“热门”专业
逐渐“降温”。

新设工科专业主要呈现出以下行动逻
辑：“智能/智慧+传统工科”成为典型的新设
专业模式，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智能
采矿工程等将近20个新专业。

不过，李培根认为，当下工科专业调整应
值得反思，例如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当传统
工科专业冠名“智能”或“智慧”之后，专业真
的更加智能吗？基于技术（特别是作为典型
工具的技术）、装备或产品设立新专业是否有
必要？大量开设新专业是不是学科交叉融合
最佳的路径选择？新专业是否能够涵盖其前
沿技术和反映其知识体系的真谛？传统工科
专业在短期内的招生竞争力减弱，甚至很多
高校大量裁撤传统工科专业，这是否意味着
传统工科专业没有竞争力，或者已经过时了？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研
究中心教授李培根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邬正阳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
《近十年我国工科专业调整：逻辑与反思》的论文。

论文披露，据教育部 2013—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统计数据，我国工科专业
十年来新增备案布点数为7566个，共涉及240个工科专
业；新增审批专业布点 472个，涉及 128个专业，其中新
专业数量占比极高，十年间共开设96个新工科专业，如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
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均在300个
以上，这些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总数超过2000个。

“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工科专业迎来了史上最热的
调整潮。”李培根表示，为了在生源和就业市场竞争中拔
得头筹，我国高校在新专业开设中不断发力，并衍生出
相应的辅助举措，如高校在院系层面通过组织变革和院
系更名来实现院系的“数字智能化”，抑或在传统工科专
业下开设新的方向来实现专业的“数字智能化”。

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求新求全，“乐此不疲”。应用
型高校往往将新增专业，尤其是开设新专业作为规模扩
张、生源和就业质量提升的路径依赖，故而在战略抉择
中保持较高的热情。以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为例，目前共
有303所应用型高校开设，占比约为90%。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尝试坚守专业结构，但“逐渐
沦陷”。最近一些年，受限于生源质量和就业市场的竞
争，很多“双一流”高校，甚至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陆续
开设类似于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专业。

工科专业迎来
史上最热调整潮

撤销和新设的专业
有何特点？

新增专业
是否被视为热门专业？

专业调整要摒弃功利性
要有自己的底色和坚守

对此，同济大学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部部长蔡三发指
出，专业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需求不断更新与动态调整
的，各个学校都是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调整的，被调整较
多的专业不一定就不好，那些有较好学科基础和条件的学
校一样可以把一些传统专业办出质量与水平。他认为，考
生报考专业主要应该考虑自己的兴趣及未来发展。

“被撤销的专业，对于其所在的学校来说，大多是缺乏
特色的专业，但是，这一专业在其他高校，则可能是强势专
业，就此认为这类专业都不能报考，将错失选择适合自己
的学校和专业。”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
同一个专业，可能适合别人，却不一定适合自己，不能盲目
跟风，热门专业冷就业，冷门专业热就业，在近年来的就业
市场中比比皆是。

也有观点提出，高校为何频繁撤销专业，而不是改造
原有的课程内容？

蔡三发分析认为，对现有专业进行改造升级，提升内
涵与质量非常重要，是每一个专业都应该开展的常态性工
作。但是，基于各校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动态地调整和
撤销部分专业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各个学校优
化自己的专业体系，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熊丙奇则表示，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真正的调整优
化，而非走过场。

“或如一些担忧的声音所言，如何防止学校‘新瓶
装旧酒’对旧专业进行包装或改名？这些问题都值得
特别关注。”熊丙奇称，另外，还要避免高校为完成调
整优化任务，盲目新设看似对接新产业、新技术、新

业态的学科专业，实则难以保障专业质量，出现某些专业
增设过热过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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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拟撤销
31 个专业，兰州大学拟
撤销3个专业，湘潭大学
拟撤销7个专业，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拟撤销3个专
业……随着高校新生的
陆续报到，国内各高校的
专业调整也引发关注。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9
所大学发布相关公告，撤销
或暂停招生的专业共计 99
个。从撤销专业的学科门
类看，根据近5年数据，工学
门类以30.95%的占比高居榜
首，成为撤销数量最多的学科
类型，管理学、理学紧随其
后。那么，工科专业调整撤销
为何会高居榜首？撤销与新设
的工科专业有何逻辑和特点？
就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