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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高教强省战略，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

强我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服务经济“调转促”，

全力推进新兴产业“三重一创”建设，为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人力支撑，

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特制定我省普通高校本科专

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 

一、基本现状 

截至 2017 年 6 月，安徽 33 所普通本科高校、10 所独立学院共设置 299

种本科专业、2128个本科专业点，其中国控专业 26种，130个专业点。基本

专业 218种、1839个专业点，特设专业 64种，176个专业点。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等 2所部委所属院校共设置 14种本科专业，120个本科

专业点。安徽普通高校本科学科专业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个学科门类。 

  

图 1 2017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情况 



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天文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等 5 个专业和合肥工业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飞行器制造

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等 5 个专业填补了我省本科高校专业布点空白。除此之外，我省普通高校本

科仍有 113个基本专业和 91个特设专业未布点。 

  

图 2 2017 年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未布点情况 

二、本科专业布局情况 

截至目前，我省普通高校本科工学门类专业占比最高，达 35.06%，其次

为管理学门类、理学门类和艺术学门类，占比分别为 15.65%，11.7%和 11.37%，

应用型专业占 75%以上。 



  

图 3 2017年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局情况 

三、对接社会需求分析 

（一）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匹配情况 

2016 年安徽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2567.7 亿元，增长 2.7%；第二产业增加

值 11666.6亿元，增长 8.3%；第三产业增加值 9883.6亿元，增长 10.9%。三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1.2:49.7:39.1 调整为 10.6:48.4:41，其中工业增加

值占 GDP比重为 41.1%。.产值结构呈现“二、三、一”的发展格局。 

结合我省专业布局情况，可以看出，我省已形成了以工科为主、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格局，本科专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匹配度高。 

（二）存在主要问题 

1.部分学科专业就业率不高 

2016 年末，全省就业人员 4361.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5 万人。其中，

第一产业 1383.5 万人，减少 12.7 万人；第二产业 1245.5 万人，增加 13.4

万人；第三产业 1732.6万人，增加 18.8万人。 



2016年，我省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0.23%，其中农学毕业生就业率

最高达 92.96%，其次是工学 91.41%，医学 90.4%，管理学 90.27%。哲学毕业

生就业率在 80%以下。 

  

图 4  2016 年安徽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分学科初次就业率 

2016年，我省高校初次就业率较低的 20个本科专业为图书馆学 31.03%；

西班牙语 45.83%；考古学 64.29%；农林经济管理 67.03%；传播学 70.00%；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71.17%；导演 73.91%；材料物理 74.87%；哲学 76.60%；

小学教育 76.80%；其他 10 个专业依次为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76.92%；

编辑出版学 77.08%；地质学 77.22%；政治学与行政学 77.97%；国际政治 78.08%；

中药学 78.08%；档案学 78.13%；中西医临床医学 79.07%；新媒体与信息网

络 79.37%；景观建筑设计 80.00%。 



  

图 5 安徽普通高校初次就业率较低的 20个本科专业 

2.部分学科专业设置重复度高 

截至目前，我省布点数量较多的 20个本科专业为：视觉传达设计 38个；

英语 37 个；财务管理 36 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6 个；国际经济与贸易 34

个；环境设计 34个；市场营销 33个；电子信息工程 31个；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28 个；汉语言文学 26 个；其余 10 个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各 25 个；产品设计、软件工程、网络工程各 23 个；

电子商务、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各 22个。 



  

图 6 安徽普通高校布点数量较多的 20个本科专业 

3. 部分高校专业建设和结构调整步伐滞后 

2017年，我省经济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步伐加快，全省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在全省建设一批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推进一批重大新兴产业工程、

组织一批重大新兴产业专项，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在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

新形势下，部分高校专业建设和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专业设置具有趋同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仍显滞后，专业数量增长与办学质量同步提高等问题仍

未得到根本解决。 



  

图 7  近三年安徽普通本科高校学科专业变化情况 

（三）对策和措施 

1.建立高校依法自主设置和全省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学科专业结构优化机

制和动态调整机制 

按照“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多元发展、特色办学”的高等教育发展方

针,坚持适应需求、优化布局的原则，持续发布年度专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

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分专业招生计划安排审核，统筹普通本科高校专业合作委

员会开展专业建设及评估工作。从“高校办学定位与服务面向调整、学科专

业设置与专业方向调整、招生计划安排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

调整”四个层面，健全高校依法自主设置和全省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学科专业

结构优化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高校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2.严控制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低的专业 

2017 年，我省将视觉传达设计、英语、财务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图书馆学、西班牙语、考古学、农林经济管理、传播学等

10个专业列入省控专业。 



3.鼓励高校引领产业发展，超前部署战略新兴产业相关学科专业。 

2017年，中医儿科学专业和互联网金融专业成为我省高校首次获批设置

国家目录外新专业，安徽中医药大学获批的中医儿科学专业为全国首创，安

徽中医药大学也是全国唯一设置了此专业的高校。安徽财经大学、铜陵学院、

安徽新华学院 3 所高校均获批开设互联网金融专业，民办高校也位列其中，

实属不易。这充分体现了我省高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服务的意识

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为安徽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积极应对

二孩政策等民生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安徽省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实

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重大工程 2017年目标任务分解表>的通知》(五大发展办

〔2017〕10号）等文件精神，鼓励高校设置引领产业和社会急需产业相关专

业，如：工业设计、车辆工程、生物制药、电子商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学前教育、妇幼保健医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输血技术等。 

3.鼓励高校支撑产业发展，设置支持我省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

行动计划>的通知》皖发〔2015〕13 号）、《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

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皖政办〔2016〕53号）和

《安徽省印发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1号）

等文件精神，鼓励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海

洋工程装备和高端船舶、航空航天装备、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加快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撑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的相关专业；培养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

技术服务、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健康养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工业设



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质量品牌和标准化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重

点产业相关专业；汽车、钢铁、有色、煤化工、农产品生产、能源、原材料

和加工制造业等支柱产业相关专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相关专业；新型显示、

集成电路、语音技术、量子通信、“互联网+”、机器人、智能家电、数控系

统、轨道交通装备、通用航空、现代中药等领域相关专业。 

  

附件 1.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学科分布一览表 

2.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未布点情况一览表 



附件 1. 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学科分布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哲

学 
经济
学 

法
学 

教
育
学 

文
学 

历
史
学 

理
学 

工
学 

农
学 

医
学 

管
理
学 

艺
术
学 

合计 

1 安徽大学 1 7 7   13 2 16 27     14 8 95 

2 安徽师范大学   3 5 9 13 2 14 17 2   12 18 95 

3 安徽农业大学   4 2   6   13 28 16   9 4 82 

4 安徽医科大学     1       12 3   11 3   30 

5 安徽工业大学   6 1   2   3 48     13 5 78 

6 安徽理工大学   2 2   3   11 48   2 5 2 75 

7 安徽财经大学   13 4   9   5 4     23 7 65 

8 淮北师范大学   4 6 4 9 1 12 18 1   13 12 80 

9 安徽工程大学   3 2   3   5 38     7 10 68 

10 安徽中医药大学   2     1   8 6   4 3   24 

11 蚌埠医学院             12 4   6 1   23 

12 皖南医学院   1 1       10 3   7 2   24 

13 阜阳师范学院   4 2 6 7 1 12 14 2   10 8 66 

14 安庆师范大学   4 4 9 11 1 13 15 1   8 11 77 

15 安徽建筑大学   2 1   1   7 34     11 4 60 

16 安徽科技学院   4 1   4   11 31 11   10   72 

17 合肥师范学院   5 1 7 7   7 17     4 10 58 

18 皖西学院   4 1 3 5   8 23 3   8 6 61 

19 淮南师范学院   4 4 6 6   8 21 1   7 12 69 

20 合肥学院   5   2 8   5 26     9 5 60 

21 巢湖学院   2 1 4 5 1 8 16     9 5 51 

22 黄山学院   3 1 4 5   5 22 2   10 12 64 

23 铜陵学院   12 3   6   2 18     14 4 59 

24 滁州学院   3   4 6   6 25 1   7 7 59 

25 宿州学院   3   3 3   8 22     11 9 59 

26 蚌埠学院   1   2 5   2 31     4 7 52 

27 池州学院   2 1 3 9 1 9 12     10 6 53 

28 安徽新华学院   5     7   3 24     11 8 58 

29 安徽三联学院   4 1   3   1 18     5 6 38 

30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1     1     16     5 5 28 

31 安徽外国语学院   4     12           11 1 28 

32 亳州学院   1   1 1     3         6 

33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     1     19     4 4 29 

34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4 1   3   2 8     8 5 31 

35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4 1 2 9     9     8 13 46 

36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

学院 
  4 1   3   1 12 4   6 4 35 

37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院 
            2 1   1 1   5 

38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2     1     19     5 3 30 



39 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6     2   2       10 4 24 

40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   1 1 1 7   4 5     4 5 28 

41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

学院 
              15     6 3 24 

42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 
  2     7   2 8     5 6 30 

43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1           18     7 3 29 

小计 1 143 56 70 204 9 249 746 44 31 333 242 2128 

4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2 1 17 13     3   37 

45 合肥工业大学   5 2   3   7 56   1 6 2 83 

总计 1 149 58 70 209 10 24 69   1 9 2 2248 

附表 2. 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未布点情况一览表 

学科门类 未布点基本专业 未布点特设专业 

1.哲学 逻辑学、宗教学 伦理学 

2.经济学   能源经济、信用管理 

3.法学 

外交学、民族学、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治安学、侦查

学、边防管理 

监狱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人类学、女性

学、家政学、禁毒学、警犬技术、经济犯罪侦查、

边防指挥、消防指挥、警卫学、公安情报学、犯

罪学、公安管理学、涉外警务、国内安全保卫、

警务指挥与战术 

4.教育学 运动人体科学 华文教育 

5.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

献学、波斯语等小语种（52 个） 
应用语言学、数字出版 

6.历史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7.理学 
核物理、应用气象学、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空间科学与技术 

数理基础科学、分子科学与工程、海洋资源与环

境、军事海洋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古生物

学 

8.工学 

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印刷

工程、航海技术、轮机工程、飞

行技术、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

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

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武器

系统与工程、武器发射工程、探

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装甲车辆工

程、信息对抗技术、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工程物理、核化工与核

燃料工程、农业工程、农业电气

化、森林工程、林产化工、乳品

工程、酿酒工程、刑事科学技术 

机械工艺技术、微机电系统工程、汽车维修工程

教育、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功能材料、纳米材料

与技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广播电视工程、

水声工程、电子封装技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电波传播与天线、电信工程及管理、应用电子技

术教育、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地理国情监测、化

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矿物资源工程、海洋油

气工程、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救助与打捞工程、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海洋工程与技术、海洋资源

开发技术、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飞行器适航技

术、资源环境科学、水质科学与技术、假肢矫形

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交通管理工程、安全防范工程、公安视听技术、

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火灾勘查、网络安全与执

法、核生化消防 



9.农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野生动物与自

然保护区管理、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森林保护、海洋渔业科

学与技术 

蜂学、水族科学与技术 

10.医学 

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壮医

学、哈医学、医学实验技术、眼

视光学 

放射医学、卫生监督、全球健康学、药事管理、

药物化学、海洋药学、藏药学、蒙药学、中药制

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12.管理学 城市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保密管理、劳动关系、海关管理、交通管理、海

事管理、采购管理、标准化工程、电子商务及法

律 

13.艺术学 艺术史论、舞蹈编导、电影学、
录音艺术 中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