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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通讯员 邱伊娜

本报记者 王湛

陈素萍 郑琳

下个月就要高考了，除

了积极备考，考生和家长们

最关心的内容之一，或许就

是各大高校的专业设置。

浙江省高校今年新增

66 个本科专业，同时撤销了

19 个专业，互联网、大数据、

机器人工程等专业成为大

热门。

高校为什么新增这些专

业？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

么？钱报记者采访了我省众

多高校新专业的相关负责

人，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学校

排名不分先后）。

我省高校专业设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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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机器人专业

浙大的机器人专业分属浙江大学控制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侯迪波告诉记者：“对

于浙大来说，开设机器人工程专业是一件水

到渠成的事，为此已经准备了十多年。”

浙江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机器人本科教

学的高校之一，从2002年起就建设了机器人

科教实践基地，并从2006年开始机器人课程

体系建设。2016年，浙大在竺可桢学院开设

智能机器人交叉创新班，进行多学科交叉复

合培养模式的拔尖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十多年来，浙大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机器人课程群和多层次的机器人教学实践平

台，学生的实践活动也硕果累累：获得 Ro-

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冠军 3 次、IDCRobo-

Con 国际机器人设计竞赛冠军3次。乒乓球

机器人、四足仿生机器人、自主移动机器人、

医疗康复机器人、空中机器人等多种具有业

界影响力的新一代机器人系统，都出自浙大

人之手。

与此同时，专门从事机器人教学科研工

作的老师也拥有了更多的教学经验。

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与掌握机器

人方向的理论及专业知识。记者采访发现，

这个专业上的课都逃不掉“机器”二字，比如

机器人导论、机器人学、机器人驱动与控制、

机器视觉、机器学习⋯⋯

侯迪波介绍，从国家建设需求看，不论是

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国防军工、服务行业，乃

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机器人正在被越来

越广泛地使用；从科学发展趋势看，机器人是

未来高技术、新兴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国际上

的顶尖科技公司，都非常重视机器人的研

发。目前来说，机器人工程专业人才还非常

紧缺。

人工智能专业

1978 年，浙江大学招收

了第一批人工智能研究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人工

智能方向的研究；1982 年，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室成立；1987

年，人工智能研究室升格为人工智能研究所。

经过数十年发展，浙江大学在人工智能的

科研方面成果显著，如跨媒体智能、大数据智

能、文物复原与保护、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

“浙大学科优势非常明显，却一直没有设

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目前开设可以说是发

展正当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陈

为教授告诉记者，一流的学科能够

积极推动一流人才培养。

实际上早在2010年，浙江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已为本科生开设人工智能选

修课程，在学生中反响热烈。

“目前，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筹划成立人工智能系，

参与建设的队伍都是科研出色的年轻老师，

可以说真正将前沿研究带入了一线课堂。”陈

为说。

人工智能专业分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学院将在今年出版三本人工智能专业方面

的教材。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专业还将设立

来自国内外高校的资深教育专家组成的专

家委员会，与之江实验室、微软亚洲研究院、

阿里巴巴达摩院等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

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

兴趣，选择性地学习智能决策与机器人、统计

机器学习、智能感知与语言、可视交互与设计

四个方向的模块课程，这些都对应了不同的

社会需求与就业方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在原有的信息安全、网络工程等

专业的基础上，开设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依

托于杭电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

士点。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由于基

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突出，长期保持了高就

业率、高工作起薪、高用人单位满意度。根据

浙江省评估院的就业质量报告，2017届信息

安全专业本科生一年后的平均月薪近 7000

元。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以 IT 行业前沿

企业为主。

2019 级该专业纳入网络空间安全大类

招生，该大类在2018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为

620 分，超出省一段线 32 分，可以给大家参

考下。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互联网金融专业

互联网金融专业在课程体系设计上融合

大数据分析、计算机网络于金融学之中，大数

据、经济统计和金融学等多学科交叉。

在教学安排上，学校打造了产学研训协

同的互联网金融实践平台，与众多金融企业

共创了“联合培养—实习（训）—创（就）业”的

特色实习（训）模式，将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

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学校建有“金融大数据实验中心”，开设

了一系列实训课程；联结业界品牌讲师、实务

导师和金融科技企业进行体验式、实战式教

学，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再借助专任老师在科

技发展前沿上的理论优势，共同指导学生参

与科技竞赛和实践项目；利用产学研一体化

平台，为学生提供实战机会，提升锻炼学生的

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

能力。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这个专业涵盖了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

等多个学科，支撑办学的统计学专业、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同属于浙大城市学院的计

算机与计算科学学院。

该专业紧密契合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培

养“统计+计算机”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大数

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领域，该专业人才就

业领域非常宽广，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挖掘

工程师、算法工程师、可视化工程师等。

据悉，2017 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

4700亿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

规模将高达近1.36万亿元。相对于大数据产

业发展的规模，大数据人才紧缺，据专业机构

预测，未来中国数据人才缺口为百万级。

浙江师范大学>>>
机器人工程专业

浙江师范大学于2014年成立金华市“机

器换人”服务中心，2015 年开始探索机器人

相关人才培养，并于2017年在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机电技术教育 2 个专业开设了

工业机器人方向。

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系统掌握机

器人工程相关的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电子

技术、传感器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和

技能，具备机器人技术研发、设计、维护和管

理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技

能。

要支撑浙江省制造业快速转型提升，高

层次人才保障是关键。按照当前浙江省智能

制造发展态势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从

业人员缺口超过10万人，而其中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制造系统设计

等）缺口超过5万人。

浙江工业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该专业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以智能

机器和智能系统应用为目标，设置的初衷就

是为了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浙工大招生办副主任潘鹏程告诉记者，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引领未来的交叉

学科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计算

机等基础知识，兼具在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自

动化控制、图像处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综

合技能，掌握人工智能理论、智能信息获取与

处理、智能决策与控制、智能系统等原理及应

用技术，具备智能系统集成的设计、研发与应

用等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毕业生就业方向主要是人工智能、电子

信息、互联网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研究、

设计、开发、制造、运营和管理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