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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它”：高校为何批量撤销专业
■谢玲怡柳雨晨石苗傅欣雨张芝兰

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
强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安徽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共办

近日，国内多所高校陆续发布公告，对本科专业进行调整。

据统计，截至今年 7月 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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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为何批量撤销专业？为了深入了解各高校撤销专业的

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依据教育部 2018至 2022年度的普

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对相关高校及其撤销的专业

进行数据分析。

（本期内容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强传播团队提供；文中图表除图 4数据来
源于各校公开数据外，其余皆来自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文数据
不涉及港澳台地区高校）

撤销专业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哪儿

在高校地域分布上，2018年—
2022年撤销专业的高校集中在我国
中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高校
数量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教育资源和经济水平差异对高
校裁撤专业产生了一定影响。

具体而言，陕西、山东等省份裁
撤专业的高校数量较多，西藏、海南
名次倒数。教育资源越丰富的省份，
其高校数量越庞大，撤销专业的高
校也就越多。尤其是教育重镇陕西
省，其拥有较多高校，因此更容易出
现高校撤销专业的现象。而经济发
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撤销专业的
高校数量却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
于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迅
速，各专业的市场需求量大，专业设

置更加合理和多样化。
同时，相关部门的政策也可能

对高校的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产生
影响。例如，江西省今年 7月就发布
通知，明确提出要“压减停撤错位过
剩低质专业”。此外，高校专业撤销
还可能与地域特色和地区经济产业
转型有关。例如，山西省作为传统煤
炭大省，可能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调
整与煤炭相关的专业设置。

近年来，撤销专业的高校分布
逐渐由中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扩
散。这反映了不同地域的高校对教
育资源分布的适应性调整，以及结
合地域特色的专业设置变化。部分
高校走上了与地域特色和地方政策
相匹配的发展道路。

从就业率角度看，本文对相应学科
门类内，部分高校的专业就业率与高校
整体就业率进行了对比，发现对于部分
高校而言，哲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就业
率低于其平均就业率。《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关于开展 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提到，对就
业率过低、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高
校应谨慎增设、及时调减。因此，高校会
考虑撤销这些专业，以避免资源浪费和
影响学生就业。

为何部分工科、管理学等高就业率
专业也被撤销？事实上，尽管数据显示
工科和管理学等专业的就业率分别高
达 100%和 95%以上，远超学校整体的

平均水平，但高校在决策时，并非仅依
据单一的就业率指标。

首先，高就业率专业的就业质量是
考虑因素之一，包括毕业生薪资水平、
职业发展空间、工作满意度等。部分专
业尽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毕业生面临
职业晋升困难、工作满意度不高等问
题，会影响该专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
一些高校也会考虑将其撤销或调整。

此外，如果某个高就业率专业与学
校的长期发展规划不符，或者学校认为
该领域已趋于饱和，未来发展空间有
限，高校也可能选择将资源投入到更具
潜力和前景的专业，即使后者的当前就
业率相对较低。

哪些类型的专业撤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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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较多地反映了新兴
产业发展的影响。工学专业设置更

图 3.撤销专业类型占比

数据统计发现，在撤销法学、
工学、教育学等 9类专业的样本高
校中，综合性高校数量均多于行业
性高校。其原因之一在于行业性高
校通常专注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因
此在专业设置上更稳定；综合性高
校的专业数量多、种类全，需要根
据社会需求和教育政策的变化进
行调整。

此外，在撤销专业类型方面，
行业性高校和综合性高校的数量
变化具有一定相似性。例如，撤销

工学、管理学等专业类型的两类高
校数量均相对较多；撤销法学、教
育学等专业类型的高校数量均比
较少。

不难发现，行业性高校侧重于
行业发展状况，将资源集中在核心
专业上，通过撤销非核心专业，提
高其在特定领域内的教育质量和
创新能力；综合性高校则更需要在
多个专业间平衡资源，根据市场变
化和政策导向，灵活调整专业设
置，注重跨学科的创新和研究。

在高校层级分布上，本文按照
“双一流”高校和“双非”（非一流高
校、非一流专业）高校进行划分，分
别统计了各层级高校在撤销专业方
面的差异。通过数据不难看出，撤销
专业是高校有针对性地把资源用于
发展有竞争力学科的结果。

整体来看，在 2018 年—2022
年撤销专业数量排名前 100位的高
校中，“双非”高校明显多于“双一
流”高校，前者撤销专业数量也比后
者要多。其中，撤销专业数量 TOP3
的“双一流”高校分别为广西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和重庆大学；撤销专
业数量 TOP3的“双非”高校分别为
云南民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温
州理工学院。
“双一流”高校资源丰富，学科

竞争力较强，更注重学科的长远发
展和整体布局，撤销专业的数量相
对不多，以避免盲目跟风和随意调
整。“双非”高校专业调整则相对灵
活，相较于“双一流”高校，其在资源
和条件上存在一定差距，主动撤销
一些与自身发展方向不符的专业更
有利于提高办学层次和水平。

为了解不同类型高校的撤销
专业情况，本文将样本高校分为行
业性高校和综合性高校。行业性高

校指专注于特定行业或领域、专业
设置相对集中的高校；综合性高校
则在专业设置上更为全面。

为了探究近几年专业撤销的
趋势，本文按照年份统计了不同类
型专业撤销数量变化情况。结果显
示，几乎所有类别的专业撤销数量
都在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不同类
别专业的增长速度略有不同。

工学的撤销数量增长趋势明
显，这主要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
的不断调整有关，管理学专业同样
受到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同时，
随着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的快速发
展，其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
校增设这些专业的同时，也会相应

调整或撤销一些传统工科专业。
相比之下，历史学、医学、哲学

等学科具有较强的学科特性和稳
定性，其被撤销的趋势相对平缓。
这些学科在学术体系、研究方法和
人才培养方面有着较固定的模式
和标准，不易受到市场需求变化的
直接影响。

这反映出社会经济和产业结
构的持续演变带来的影响。高校专
业撤销数量普遍增长，但不同学科
领域展现出不同的适应性，这种适
应性与该专业背后的技术图景、市
场需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专业撤销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图 1.撤销专业高校地域分布情况

图 2.撤销专业高校层级分布情况

需要适应产业发展的趋势，不符合新
技术、新业态的老旧专业因此被撤销。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
案》明确提出，“到 2025年，优化调整
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同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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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专业的撤销彰显出高校

对学科专业布局优化的追求。撤销一
批不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的专业，可以腾出宝贵的教育资
源和空间，支持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兴
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促进学科专业
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图 4.部分撤销专业类型的就业率情况

图 5.撤销专业高校的类型分布

表 1.不同类型专业撤销数量变化情况

不同地域、不同类型高校的撤
销专业举措背后存在诸多原因。归
纳起来，包括经济资源分配、教育
政策引领、专业就业前景不佳、专
业设置缺乏特色、专业与办学定位
不符等。撤销专业是高校优化资源
配置的重要举措，也是顺应时代发
展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盲目跟
风，一味增设“热门”专业，缺乏对
未来趋势的深入分析和预判，可能
导致专业设置的同质化。而一味撤
销冷门专业，则可能导致学科体系
失衡，影响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因此，高校在优化调整
专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市场需
求、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质量等因
素，避免急功近利。

在高校纷纷撤销专业的现象
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体系
对时代变迁和社会需求的积极响
应。需要注意的是，某个专业的撤
销并不意味着相关专业的人才不
再重要，也不等于此专业在所有高
校都被撤销。从长远视角审视，这
一举措反映的是高等教育体系在
自我优化中，对技术进步和社会需
求的主动适应。

专业撤销背后的原因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