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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专业设置，是城市发展的
“晴雨表”。

近日，重庆各高校相继发布专业调
整情况，2022年我市21所高校共新增
55个专业。其中，智能类专业新增占
比最高，大数据、新能源、大健康类专业
热度不减。

“总体来看，我认为今年重庆高校
的专业调整有两个主攻方向，”重庆大
学本科学院院长李正良分析，一是顺应
大数据智能化浪潮，为重庆产业升级储
备专业人才；二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大健康产业类专业持续性强、
人气较高。

由此看出，各高校的专业调整，一
方面与“重庆制造”变“智造”、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产业升级需求
相匹配；另一方面，重庆建设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相关专业要“跟上趟”——这
是高校专业调整的缘由和目的。

同时，各高校相关负责人提醒，今
年的新增专业属于“调整”，是在既有学
科上的升级。高校专业设置要有定力，
不能在无基础、无优势的情况下去“蹭
热点”，有了沉淀和持续性，才能形成自
己的特色和优势专业。

与制造变智造“匹配”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兴未艾，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基地，重
庆正加快“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
步伐。高校专业调整，要顺应城市的发
展需求。

不过，与这种蓬勃态势相比，重庆
智能产业领域的人才储备仍存在短缺
现象。据中国信通院西部分院此前发
布的《重庆市智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重庆目前的智能产业人才尚不能满足
产业发展需求，在集成电路、云计算、大

数据、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
人才供给问题较为突出。

“高校作为城市发展的人才‘蓄水
池’，人才培养必须跟上产业发展的需
求，甚至比产业跑快一步，真正发挥‘风
向标’作用。” 李正良认为，这也正是
重庆各大高校专业调整的意图。

——“智能专业”热度上升。两江
观察注意到，今年，重庆大学新增智能
制造工程、智能采矿工程专业，西南大
学新增人工智能专业，重庆理工大学新
增智能制造工程、智能车辆工程专业，
重庆科技学院新增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新增人工智能专业
等。

西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
能已成为新的“风口”，越来越多的行业
转型往人工智能发展，有效拉动了人才
的需求。眼下，重庆为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已累计实施4800余个智能化改
造项目，建设734个数字化车间和127
个智能工厂，到今年底，重庆智能产业
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规模。

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重庆正处在
迈向“制造强市”的关键期，重庆“制造”
要变“智造”，人才储备至关重要。例
如，重庆提出，要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重庆大学的汽车
类专业本来就是强项，如今的智能制造
专业则进一步瞄准智能汽车，可谓立足
现实、布局未来的朝阳专业。

——“大数据专业”有新要求。今
年，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城市科技学院、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等高
校都新增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事实上，重庆之前已有2所高校
开办了大数据与应用专业，但人才供给
仍然不够。”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何建洪坦言，特别是对于大数

据管理人才的需求，每年正以20%-
30%的速度增长，重邮充分发挥通信、
计算机学科优势，培养复合型大数据人
才。

重庆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之一，已累计集聚规上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企业1704家，数字经济增加
值年均增长16%。到2025年，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走在全国前列，全市数字经
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

何建洪分析，当前数字经济在重庆
GDP的比重占到27.2%，这个体量已经
不小了，预计这个比重未来还将提升，
此类人才的就业前景可期。

为高品质生活“储能”

更好的生态环境、更高水平的健康
……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
座城市发展的落脚点，也是重庆高校培
育人才的题中之义。

——绿色发展是产业升级的重要
方向，由此，“新能源专业”成为新热
门。今年的新增专业名单中，重庆大学
新增了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重庆城市
科技学院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储能
科学与工程专业等。

当前，重庆各高校尤其看好金量
高、产业链长、成长性强的新型储能产
业。

从全国看，新型储能是一个能级达
1.3万亿元的庞大产业。在重庆，冠宇、
吉利、荣盛盟固利等领军企业早早布局
新能源电池领域；德国博世、国鸿氢能、
明天氢能、德燃动力等企业争相卡位氢
能产业领域，新能源产业细分赛道前景
看好。

“今年重庆大学增设的碳储科学与
工程专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次新增
的专业，由重庆大学牵头，联合中国地

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同时申报。”李正良透露，这个专业聚焦
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另外一条路径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碳汇
与碳资产管理等，将培养多学科交叉背
景的复合型人才。

——大健康是可持续性强的新兴
产业。近年来，重庆高校纷纷加大对

“大健康专业”的布局。今年，除了重庆
大学新增临床医学专业，重庆医科大学
还新增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重庆城
市科技学院新增运动康复、健康服务与
管理专业，重庆财经学院新增健康服务
与管理专业等。

其中，重庆大学新增的临床医学专
业值得说道。多年来，重庆大学一直在
生命医药领域进行深耕，如今根据时代
发展需求，“恢复”了医学学科。特别
是，重庆大学与医学专业院校相比，综
合性强、学科门类多，与生物工程、仪器
科学、自动化专业等其他学科的融合发
展，更利于培养“医工交叉”复合型人
才。

“可以说，满足重庆3000多万人
口的医疗、康养需求，就是我们培养大
健康人才最大的底气和动力”。李正
良表示，根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重庆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到2025年，重庆将新增25个左右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市级重点专科
100个，做好“十四五”时期新设国家
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创建
准备工作。

重庆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需求量
大、前景可期。可以预见，各高校的专
业设置将应势而为，做出更好调整和升
级。

新增55个！高校专业之变适应城市发展步伐
重庆日报两江观察

重庆大学自主研发对构齿轮传动用于问天
实验舱阿尔法机构。 （重庆大学供图）

重邮信科团队成员助力用5G直播珠峰登
顶测量。 （重庆邮电大学供图）

8月29日，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重庆长安两江工厂整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安装发动机。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