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工科：高等工程教育的未来
———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战略思考

吴岩
（!"#$年##月,日）

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程教育 “三分天下有其一”，地位举
足轻重。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工程教育
变革创新是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共同话题。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三个方面
内容：一是怎么看高等工程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二是新工科建
设的中国探索与经验；三是对未来高等教育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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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
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
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学习
贯彻讲话精神，要领会好在战略性技术、战略性资源和战略性人才
中，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
溢出带动性以及很强的 “头雁”效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
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
资源；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
培养平台，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这个讲话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
教育非常重要，它指明了今后改革发展的路径和取向。

!"#、年%月!!日，国务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就新一轮世界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展态势进行了专题学习。李克强总
理指出，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正在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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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将引发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
深刻调整，可能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
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实现多领域融通，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
思维方式，乃至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引发、重塑、颠覆、重构、改
变，必将对高等教育产生质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 （./01234/5/6748/096）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强调转型的力量。我认为有 “三个大”：
一是大趋势，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第四次工业革命 （8/90（;
<529=（07>1?@A/19（7/5）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二是大机遇，物理、数学、生物学科的跨界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
等一系列新兴突破技术涌现；三是大挑战，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现有
商务模式被颠覆，生产、消费、运输和交付体系被重塑。这个转型是
革命性的，不是改良性的。这本书列出了!"!(年之前可能发生的!#
个引爆点，包括首辆，B打印汽车投产、无人驾驶汽车占美国道路行
驶车辆的#"比、全球#"比的的BD以区块链技术进行存储、第一个人
工智能机器人将加入公司董事会，等等。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玄乎，
但很可能会梦想成真。

工程科技改变世界，工程教育领跑创新。近代以来，工程科技直
接把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教育改革跑得最快、声
音最响、动静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还是工程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年发布的 《反思教育：向 “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75“75F3294>（7/5：：/H>02=>的1/I>1J/66/5的//2”）报告
中强调，世界正在变化，教育也必须改变。世界各地的社会都在经历
着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新的教育形式，以培养当今与未来社会和经
济所需要的能力。。<： 发布的 《全球一流工程教育发展的现状》
（“：;@的1/I>1L（>（@/M（;@N0（7535F75@@075F3294>（7/5”）报告则进
一步指出，工程教育进入了快速和根本性变革时期，最好的工程教育
不限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小而精的学校，新的竞争者将为未来优
秀工程教育建立新的标准。所以我们说，世界正在改变，工程教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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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对此要有足够清醒而冷静的分析和
认识。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工程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准备
好了吗？ 世界的工程教育、世界的高等教育准备好了吗？ 德国的 “工
业&-"”、美国的 “工业互联网战略”、法国的 “新工业法国”、日本
的 “日本再兴战略”，还有中国的 “中国制造!"!(”等，一系列战略
实施均对工程教育作出了安排。我们准备得够不够、好不好、足不足
呢？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了迎接挑战，工程教育正在进
行改革，而且是全球化的行动。《华盛顿协议》（.>=;75F（/5N44/02）
国际工程教育组织、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系统 （3O? NJ3）、中国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J33NN）等组织以专业认证为载体推动了全
球工程教育改革，可以说是理念同频共振、标准实质等效、模式和而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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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工科本科有，#个专业大类、!"#种专业，全国布点

#$%""多个，##""多所高校开设了工科本科专业，在校生(("多万
人，毕业生#!(万人。这里有两组核心数据：四个#／，、一个,"比。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占整个本科教育专业数的#／，、在校生的#／，、毕
业生的#／，，毕业生占全世界总数的#／，以上；,"比以上的高等院校
开设了工程类专业。中国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教育供给体系，
层次分明、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区域匹配。今年#"月!，日，港珠
澳大桥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又完成了一项工程奇迹。改革开放&"
年来，我国完成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所依靠的工程科技
人才正是自己培养的，这是我们教育自信的现实逻辑。瑞银研究报告
称：中国 “人口红利”升级为 “工程师红利”，将对全球产业竞争格
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年%月，我国成为国际工程教育 《华盛顿协议》组织的正
式成员，其意义深远，影响重大，可以用 “六个一”总结：一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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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标志着我国从模仿到比肩而行；一张通行证———我国毕业生与
国际学位互认，有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一套新标准———我国教育标
准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一张入场券———为中国工程师获得国际职业
资格提供资质；一个新声音———制定国际标准时有中国声音；一个新
跨越———中国逐渐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因此，全球工程教育里
中国开始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开始
领跑。

中国工程教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基础支撑平台，为全面
建成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战略引领力量，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
供了中国经验。工程教育的 “中国模式”有五大特点：一是生源优
秀，工科专业依然吸引许多优秀中学生；二是工科毕业生占中国高等
教育的最大体量，也占全世界的最大体量；三是中国工程教育与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高度耦合；四是中国工程教育注重理工结
合；五是在全世界率先探索建设新工科。

#$!$年，伦敦大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新大学运动 （P@H
O57A@0=7（Q。/A@6@5（）的启动；#$%!年、#$,"年两次 “莫雷尔法
案”，美国掀起了赠地学院运动 （R>52SF0>5（J/11@F@。/A@6@5（）。可
以说，“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 “北京指南”的新工科建设 “三部
曲”，从思想研讨到学校行动，再到全面发力，中国正进行着如火如
荼的 “新工科运动” （36@0F75F35F75@@075F3294>（7/5。/A@6@5（）。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评价称：新工科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一
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新工科理念正在形成高度共识，立足当下、瞄
准未来、主动变革，要把学科导向变成产业需求导向，破除专业分割
壁垒、进行跨界交叉融合，把被动适应变成主动支撑引领。%#!个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组成的，"个项目群正加速推进，大数据、机器
人工程、智能制造、智能医学等新工科专业蓬勃兴起，“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等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新工科模式正在成形。
依托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年上半年，行业、企业方面
支持新工科建设的资金和软硬件价值达&!亿元。宝生部长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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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新工科这个词已成为高教领域
的热词，这个口号已经叫响了，并得到了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下一步要深入推进，把教材建设、教师素
质、体系融合、基地建设这些问题解决好，打造好卓越工程师的摇
篮。可以说，中国 “新工科运动”起步良好，正形成压倒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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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 “慢变量”，具有滞后性。基础教育是成熟的教育，是传
承教育，传承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和国家共有的价值观。职业教育是
面向市场的教育，是与产业伴生的教育。高等教育是超前的、创新的
教育。因为教育具有慢变量、滞后性，如果高等教育不把超前发展、
主动创新作为自己基本特征的话，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落后时
代发展的人。因此，高等教育理念要新、内容要新、标准要新、方法
要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是不成熟的教育。创新是高等教
育的本质特征，是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为主动拥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机遇与挑战，下好 “先手棋”，我们提出必须发展 “四新”：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工业革命加速进行，新工科建设势
在必行。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呼唤新
工科建设，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呼唤新工科建设，产业转型
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呼唤新工科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硬实力
呼唤新工科建设。新工科既包括新的工科专业，又包括工科的新要
求。前者指一个全新的领域，后者指传统工科专业的理念、内容、标
准、方法技术都需要更新改造。理科、工科原来泾渭分明，后来开始
出现交叉的 “灰色地带”，再后来发现还需要融入人文社科的内容，
包括工程伦理、工程管理、工程心理学等。医学教育一手连着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强的健康中国，一手连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的教
育强国，医学教育的定位可概括为三个 “大”：大国计、大民生、大
学科。创新是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命线。加强新医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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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念新，实现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
二是背景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扑面而来；三是专业新，医工理文融通，对原有医学专业提出新要
求，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医学新专业。加强新农科
建设，要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改造
现有涉农专业，加快布局涉农新专业，助力打造天蓝水净、食品安
全、生活恬静的美丽中国。加强新文科建设，要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
文化，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相互支撑，新文科为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四新”是下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
先行者、探索者、引领者，是全球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探索、共同的
行动。

中国高等教育包括世界高等教育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都需要再
出发，需要真正的凤凰涅槃。要成就伟大的教育，教育创新就一刻也
不能停顿，必须以 “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开
新路”的勇气，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
创新和模式创新。中国高等教育、世界高等教育的未来才会一片光
明、一片美好。

（根据作者!"#$年##月,日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工程科技人
才培养暨第#，届科教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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