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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

■IN词

“新工科”概念成高校人才培养热点

“现充”

全称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生赢

家”，其含义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是指

不在网络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充

实的人们。近义词为“人生赢家”，反义词则

是“非现充”，也就是指现实生活过得不充

实不幸福的人。

35%

《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日前

发布。《方案》提出，到

2020年底，基本建立

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35%以上。按计划，2020年底前，一些重点

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这些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

列市。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以及5

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都

在其中。

428个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41个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目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总数达到428个，基本覆盖了从中国共产

党成立到解放战争胜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

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革命纪念地。其

中，反映长征内容的基地占新命名基地中的

绝大部分。此次命名后，长征主题示范基地总

数已超过80个，较全面地展现了红军长征的

光辉历程。

■数说天下

最
近一段时间，“新工科”的概念在

高校里热了起来。缘由是两个月

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

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

旦共识”。

一场关于“新工科”的讨论在全国高校

展开，“新工科”也成为当前工程教育领域的

热点话题。“新工科”新在哪儿？又该如何培

养“新工科”人才？

传统工科教育与新经济发展有所脱节

“新工科”新在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

看我们的工程教育“旧”在哪里？至少以下这组数

字让我们看到工程教育的“旧”：到2020年，我国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

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50万
人。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

达到950万人，电力装备的人才缺口也将达到900
多万人。

“缺人才”不只发生在未来，还发生在当下，目

前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都出现人才供给不足现

象，暴露出我国工程教育与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

有所脱节的短板。

新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

挑战。相对于传统的工科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

济需要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

他们不仅在某一学科专业上学业精深，而且还

应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他们不仅能运用所

掌握的知识去解决现有的问题，也有能力学习新知

识、新技术去解决未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未来技

术和产业起到引领作用；他们不仅在技术上优秀，同

时懂得经济、社会和管理，兼具良好的人文素养。

“新工科”要立足新经济之“新”

“你或许希望每一个在贫穷环境下成长的孩

子都能获得足够的营养，以便在学校取得最好的成

绩；你或许希望研发一种能够保护孩子免受疟疾威

胁的疫苗。如果这正是你们想要做的，就放手去做

吧。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环

境了。”这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在北京大学发

表演讲时的结语。

比尔·盖茨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创新

与创造必将无处不在，这恰恰点中了新经济的要

点，也让我们看到“新工科”必须要立足新经济之

“新”，而不是亦步亦趋跟在新经济后面设专业、开

课程，貌似在建设“新工科”，其实还是走以前工程

教育的老路。

那么，“新工科”如何立足新经济之“新”呢？

首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新工科”要着眼

于互联网革命、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时代特

征，培养学生最核心的能力——学习而且是快速学

习新事物的能力。

其次，学生需要在更广泛的专业交叉和融合中

学习。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是学工程也需要理解

哲学，商科生也要做工程实验。“因为我们认为在他

们毕业时，不只需要理工科知识。他们要成为一个团

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领袖，就需要去了解政

治、哲学、历史和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