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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有什么用？

理科也在大调整，交叉学科成趋势

当文科被削减时，很多高校都选择去拥抱更具竞争

优势的 STEM 学科，甚至有政府直接政策干预。

在澳大利亚，政府于疫情期间推出教育改革，针对

接受联邦资助的本国学生，大幅提高人文学科学费，同

时下调“就业导向”学科的学费，旨在引导学生选择市

场需求较大的专业，以促进经济复苏。

具体而言，科学、卫生、农业、数学等学科的学费

下降 20% 至 62%，商科和法律学费上涨 28%，而人文

学科直接上涨 113%。这意味着，如果本地学生就读“适

合就业”的专业，每年仅需支付 3700—7700 澳元（约

合人民币 1.67 万—3.49 万元），而如若选择完成一个人

文学位，则可能需花费约 4.5 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20.4

万元）。

而在美国，教育资金也向 STEM 倾斜——哈佛大学

斥资 10 亿美元新建 STEM 大楼；华威大学最近也宣布

将投资 7 亿英镑建设全新的 STEM 园区，资金主要用于

提升华威大学的 STEM 教学楼、实验室等设施，旨在打

造一个“科学与工程园区”。马斯克最近更是投入资金

建设 Ad Astra 学校，该校以 STEM 教育为核心，强调实

践操作。

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对高校学科出手了。今年

1 月，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

布局急需 学科专业，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占比

达到 55%。2 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召开会议，确定

了 2025 年发展目标包括“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和学生

占比达到 50% 以上”。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增加，与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专

业设置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支持高校面向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能源、绿色低碳等关

键领域布局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

为了让大学专业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高校正

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根据图解教育工作室的统计，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是 2021—2023 年

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

具体来看，这 3 个专业的开设均在数年内，其中，

智能制造工程始于 2017 年，2020 年新增数量达到高峰，

近年呈显著下降趋势；人工智能始于 2018 年，次年便

达到新增数量高峰，而后逐年走低；数字经济则方兴未

艾，2018 年始设，新增数量逐年增加。

2023 年 2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前优化调整 20% 的专业，由此掀起了新一轮高校本科

专业调整浪潮。

该方案出台的同一年，全国本科专业就一共增设、

撤销、调整了 3389 个专业布点，其中撤销了 1670 个，

皆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其中，电子信息

材 料、 软 物 质 科 学

与 工 程、 大 功 率 半

导 体 科 学 与 工 程、

生物育种技术等 24

种新专业，正式纳入本

科专业目录。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57 所高校设置了这

些新专业。

近期，多所高校负责人提出了 2025 年的专业调整

　　为了让大学专业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高校正经历新一轮专业大
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