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调整让人才培养更优

——四川农业大学近年来专业调整观察

近日，随着四川农业大学 2014 年招生计划的出台，该校专业调整告一段落。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专业调整非常频繁，每年经教育部批准，全国高校都会新增

或撤销大量的专业。学校调整专业的依据是什么?怎样调整专业才更有利于人才

培养?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社会需求决定专业增减

四川农业大学 2014年招生计划显示，该校停招了 3个专业和 21个专业方向，

新增了 3个本科专业。

据介绍，该校今年专业调整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所有专业原则上不再设方向，

一个专业只在一个批次招生。二是停办一些专业，比如与学院主体方向相关甚远

的专业，以及志愿填报率低、就业率不高、转专业人数太多的专业和名称高度相

近的专业。三是学科性的学院原则上不跨学科门类设置专业。四是参照全国农林

高校惯例设置专业。

根据这些原则，四川农大进行了系列专业调整，如将动物医学院的生物工程

专业和农学院的生物技术专业转入生命科学学院、经管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转入

商学院等。

“调整后，涉农专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四川农大教务处处长李天介绍，

专业的调整首先根据社会需求进行，从生源上看填志愿的学生多不多，从就业上

看学生是否能找到工作，其次还有学科发展与水平等。

李天说，此前学校的专业设置重复，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问题，学校下决心

停招了一些专业。“原招收二本的部分专业调整进入一本招生，可能会面临一定

风险，不过这也是对学校专业办学的检验。”

近年来，全国各所高校都在调整专业和申报新专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专业名称要求对接。四川农大积极申报新专

业，取得了预期结果：2012年新增 7个本科专业，2013年新增 3个本科专业。

2014年该校拟订申报的新专业有审计学、资产评估、国际商务等。李天说，

“新增专业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急需的、热门的、学生家长认可的专业学校要多



办。”

专业调整更加有利于人才培养

“专业调整后，将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分类培养。”李天拿出该校《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2013年版)说到，学校人才培养理念发生很大转变，从培养面较窄的

专业方向向大方向转变。

四川农大按照“分类培养，因材施教，强化实践，注重创新，全面发展”的

思路修(制)订了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以专业性质、生源批次及就业状况等为依据，

确定各专业人才培养类型：本硕连读专业、国家级或重点学科并有博士学位授权

学科点覆盖的普通本科专业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多数一本和部分二本的普通本

科专业主要培养复合型人才;职教师资本科专业、应用性强的本科专业主要培养

应用型人才。

自 2011年以来，学校分类培养的效果显著。本科学生发表 SCI论文逐年增

加，影响因子不断提高。2014年学校考研上线人数创造了新纪录。

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汪洋以全球学生最高分通过 2012年度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全科考试，因此获得格伦.萨纳姆博士学生奖，该奖每年全

球只有一人获得;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企业生产管理方向)专业学生曹晓琼

收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硕博连读录取通知;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应届毕业

生薄东在近 1:100的比例中考上外交部财政司国家公务员，并接到 4所国外大学

硕士录取通知书……

停招专业的教师出路备受关注

四川农大专业调整涉及三校区的诸多学院，因专业方向停招造成了部分教师

可能没有了专业课。对此，该校校长郑有良表态：决不让任何一个老师因此而受

到太大影响，学校可对停招专业(方向)实施专业补偿。

“从长远来看专业调整是必须的，可以进一步理顺专业关系。”商学院院长

吴秀敏介绍，此次专业调整，商学院的商务英语专业转到了文法学院，信息与计

算科学(商务数据分析方向)专业停招，学院对没有专业课可上的英语专业和数学

专业的教师作了妥善安排，“英语教师和数学教师可以上校区的公共课。在此前，

由于教学任务很重，教师们很少有时间进行科研，现在课少了，可以抽出更多的

时间来搞科研。”



而政治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停招后对专业老师的影响则不大，“学院的

专业教师长期从事马列理论课教学，公共课的任务重，都在超负荷工作，专业停

招对老师们上课影响不大。”政治学院院长殷焕举说。

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李学伟也谈到，停招专业的教师大都没什么意见，“上专

业基础课、做科学研究一样忙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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