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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在京召开了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专家会议，成立了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综合组和

专家组，正式启动了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 

 

教育部组织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是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项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 

 

学科专业目录是国家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在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方面的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学科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变革以及教育对象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进

入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

时期。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对本科专业目录及专业设置提出了新挑战。一是国家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本科专业设置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都对高校专业设置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二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技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引起了学科的分化与重

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提出了新挑战。三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性

特征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本科人才培养结构和专业设置模式。满足社会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人

才需求，切实解决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容易出现的高校发展同质化、专业设置趋同化和人

才培养模式单一化问题。四是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亟须深化专业设置及调整机制改革。

这是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一方面

高校要形成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形成对专业设置有效宏观

管理、质量监督和支持服务的运行机制。 

 

现行本科专业目录及专业管理办法是1998年制定实施的，距今已经有12年时间，明显存在着以下问

题：一是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二是不能适应高校多类型、人才培养多规格的需

要，三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困难，不利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四是与研究生培养

《学科目录》的专业划分衔接不够。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1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质量。会议认为，高等教育质

量包括宏观结构性质量和个体质量。而专业设置既是高教宏观结构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涉及高

校微观教学质量。专业设置是高校的立学之本、教学之范，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关系到教育

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关系到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专业目录是专业设置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会议明确了新一轮目录修订工作的目标任务，即：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需要，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有利于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的指导性、开放性本科专业目录。改革本科专业目录管理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形成更

加有利于专业动态调整的新的管理机制。 

 

新一轮修订工作遵循科学规范、主动适应、继承发展的原则。科学规范要求专业目录修订应保证专

业的划分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和学科发展逻辑，做到科学、系统、规范。主动适应要求专业目录修订应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合理确定人才培养口径，为新兴学科的发展留有空间，能够主动适应经济、社会、文

化和教育的发展需求。继承发展要求专业目录修订应保留符合规律的、成熟的、社会需求较大的既有专

业。同时，要根据学科发展、市场需求、教育国际化等要求进行调整。 

 

会议要求，新一轮修订工作要统筹兼顾好六个关系。一是统筹兼顾好学科专业与职业的关系；二是

教育部启动新一轮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
成立了由166名专家组成的13个学科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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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好专业口径宽与窄的关系；三是统筹兼顾好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关系；四是统筹兼顾好专

业设置的适应性和前瞻性的关系；五是统筹兼顾好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关系；六是统筹兼顾

好专业目录规范性和开放性的关系。 

 

据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第一次修订目

录于1987年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专业种数由1300多种调减到671种，解决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专业

设置混乱的局面，专业名称和专业内涵得到整理和规范。第二次修订目录于1993年正式颁布实施，专业

种数为504种，重点解决专业归并和总体优化的问题，形成了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合理的本

科专业目录。第三次修订目录于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工作按照“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进行，使

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种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

“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这次目录及专业管理办法的修订，将着力于建立起能够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指导性、开放性的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新机制。 

 

会议成立了由166名专家组成的13个学科专家组，具体承担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据悉，

新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于2011年上半年完成修订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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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个导弹，再来一个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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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希望能够真正解决好六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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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科专业设置应该是重点。系统的计算机学科却没有系统的课程设置，真是遗憾。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