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必要性和前景 

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

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科技人才，对于支撑服务以新技术、新业

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也是建

设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前提。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已经成为

信息科学领域创新的重要支点，专业涉及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智能控制、智能机器人等研

究方向，是一个面向自动化前沿高新技术的信息科学领域本科专业，其应用前景日趋广泛，

正产生日益重要的社会效益。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其关注的重点是“智能”。“人工智能”和“智能”的关系，类似于“飞

机（人工鸟）”和“鸟”的关系。研究飞机显然不同于研究鸟科学。智能科学技术以认知科学、

神经科学、脑科学为主要基础，以智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目标是希望研制出达到甚至超越

人类智慧水平的人造物。人工智能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工程学为主要基础，希望借鉴人类

的智能行为，研制出更好的工具以减轻人类智力劳动。但是当前国内高等院校的培养方案中

智能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专业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别，基本是相同的，只不过每个学校根据

自己的师资、软硬件资源、科研方向等条件，做不同的培养方向规划。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面向前沿高新技术的本科专业，覆盖面很广，是新工科建设背景下

有效的试点专业。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在继承北京理工大学的优良学科专业优势基础上，

秉承“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艺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格局。其中工科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特点，如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计算机等，其中电子科学与技

术为广东省重点建设专业。基于新工科建设的大背景下，通过多次论证和评量，建设“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旨在发挥自身专业基础优势，打破上述专业壁垒，实现“强素质、重实践、

求创新、育全人”的培养目标。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前景广阔，人才需求缺口巨大，具体分析如下： 

1）从社会经济发展看人才需求前景 

由于电子科技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物联网的应用已逐步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在这

样的情况下，智能技术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造就了以智能控制为核心基础，

发展出各种产业领域的新模式与新应用。例如：改善人们生活便利的智能家居应用、提升医

疗与护理质量的智能医护应用、利用工厂自动化以提高产能的智能制造应用、以及用于改进

电网输配电效率的智能电网应用等。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



逐渐成熟，智能技术的应用发展将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带动社会经济的蓬勃成长。 

据中国电子学会预测，2022 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 1630 亿元，2018-2022 年 CAGR

达 31%。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为生产和生活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

业变革 的核心力量，将重塑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业务、新

模式和 新产品。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深度融合和落

地应用。同时，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效益，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引擎。据埃森哲

预测，2035 年，人工智能将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 27%，经济总增加值提升 7.1 万亿美

元。 

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一直都是科技发展的重镇，也是重要的制造基地，例如广州、

深圳、东莞等城市对于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着极大的贡献。目前广东省政府正全力规划

推展智能制造，希望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生产制造环节，

并使其具有信息深度自我感知、智慧优化自我决策、与精准控制自我执行等功能，以加快制

造业创新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我省经济发展质量。整个智能产业，无论是从基础的生产制

造，还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都迫切需要大量智能科技人才的投入。 

2）从企业招聘用人看人才需求前景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过去以人力操作导向的传统产业，逐渐将由机器设备取代。针对

机器设备的设计、制造、生产、监控、测试、检修、维护等产业需要, 企业大量需要具有电

子、电气、自动化、通信、及信息等工程背景的技术人才，以满足企业发展过程的需求。不

同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共通点就是：需要具备智能科学与技术的知识背景，才能面对新一

代工作的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17日发布的消息，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143670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1%。2021 年总体经济好于 2020 年，在就业市场也呈现同样

的向好趋势。猎聘大数据显示，2021 年全行业的新发职位和中高端人才的同比增长均超过

了 2020 年。2020 年全行业新发职位同比增长率是 4.20%，2021 年为 22.94%,后者远远超过

前者。在中高端人才同比增长率方面，2021 年略微高于 2020 年，前者为 23.07%，后者为

22.89%。在薪资方面，2021 年全行业企业招聘平均年薪为 19.94 万元，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

为 17.98 万元。2021 年新发职位同比增长最高的五大领域是汽车交通、人工智能、生产制

造、大数据、能源环保，分别为 58.88%、51.39%、38.73%、32.57%、30.26%。五个领域对应

的招聘平均年薪分别为 26.30 万、30.71 万、20.74 万、26.37 万、20.43 万，与 2020 年相比，

其薪资涨幅分别为 20.83%、20.19%、16.09%、15.95%、14.92%。其中新发职位同比增长最快



的是汽车交通、人工智能；招聘平均年薪最高的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而招聘薪资涨幅最高

的是汽车交通和人工智能。 

根据人才需求数量分析，目前智能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仍为严重供不应求。 

3）从高校专业设置发展看人才需求前景 

中国高校为配合智能产业的发展的需求，在 2003 年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共同提出成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从事机器感

知、智能机器人、智能信息处理和机器学习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学习，之后陆续也有其他高校

成立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例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重庆

邮电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电力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及沈阳城市学院。同时，北京师

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院校也正在为申报设立“智能科

学与技术”专业做准备。 

智能科学与技术所涵盖的专业面相当广泛，包含了自动化工程、机电工程、计算机工程

等工程学科的核心内容，除了学习基础的理论知识外，也强调技能实践，以达到学用合一的

目标。本专业所培养的学生正是高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同时也会对传统产业

的升级与改造有所帮助。“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融合了机械、电子、传感器、计算机软硬件、

人工智能、智能系统集成等众多先进技术，也涉及检测技术、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及有关工艺技术。虽然这些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一般信息学院都设置有相关课程，但缺乏

针对智能科学领域做一统整性的课程规划。因此，我们学院设置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将可

为广东地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做好人才储备，同时也可以让所培育的学生能在毕业后与企业需

求无缝接轨，符合目前发展“新工科”的需求。 

4）从毕业生就业情况看人才需求前景 

根据 2021 年 26153 份就业数据分析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所有 1099 个专业中，

就业排名第 92；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工学 170 个专业中，就业排名第 14；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在计算机类 9个专业中，就业排名第 6。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就业区域和方向分析出，  

需求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最多的地区是深圳，占 22%；需求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最多的方向

是计算机软件，占 19%。而且相信未来的就业趋势也会逐年的提升。至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的就业方向则涵盖：计算机软件、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服务、电子技术/半导体/集

成电路、新能源、通信/电信/网络设备、与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

毕业生可从事各类信息处理、计算机应用、智能化产品设计与开发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