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分享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数智化服务模

式与路径选择研究

单位名称： 湖南农业大学

项目主持人： 肖化柱

团队成员： 张立 邓玲 刘添柱 童雨溪



- 1 -

一、项目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农林院校在服

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前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设置存在“所

设非所需”“所设超所需”“所设欠所需”等供需不匹配问

题，导致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特别是在数智

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专业调整优化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农

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湖南农业大学以“新农科”建

设为引领，结合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启动了“高等农

林院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数智化服务模式与路径选择研

究”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数智化技术，构建科学合理的本

科专业调整优化机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农业农村现

代化。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研究目标

1.核心目标：构建“STSMP”框架模型（国家战略需求、

农林院校人才供给、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匹配管理、服务绩

效评价五个维度），探索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

数智化服务模式，提升专业设置的精准性和时代性。

2.具体目标：解决“所设非所需”“所设超所需”“所

设欠所需”等供需不匹配问题；提升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

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高等农林院校自主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升；深化高等农林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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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任务

1.理论研究：分析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理

论基础与运行机制，构建“STSMP”框架模型。

2.实践探索：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案例研究等方

式，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并在湖南农业大学进行试点实施。

3.政策制定：制定《湖南农业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

化改革实施方案》和《湖南农业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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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为本科专业调整优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主要思路

1.理论结合实践：以人才自主培养理论、服务链理论和

数智融合技术理论为指导，结合湖南农业大学的实际情况，

提出适合我国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理论框架

和实践路径。

2.数智化赋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

实现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精准化和高效化。

3..多方协同：加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

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三、主要工作举措

（一）理论研究与模型构建

项目组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

调整优化的相关文献，提出了“STSMP”框架模型。该模型

通过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农林院校人才供给、服

务匹配管理、服务绩效评价五个维度，实现了本科专业调整

优化的精准化和高效化。

（二）实地调研与数据收集

项目组深入 13 所省内外高校进行实地调研，电话访谈

了 20 余所高校，走访了 600 余家企事业单位，了解市场人

才供需现状。通过调研，项目组收集了大量关于本科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就业情况等方面的数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实证依据。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

项目组设计了针对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教育学生满

意度的问卷，收集了 6798 份有效数据样本。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项目组发现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设置存在的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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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学生“知农爱农”情怀不浓、师资队伍能力不足、创

新创业能力欠缺等。

（四）政策文件与制度设计

项目组结合湖南农业大学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农

业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实施方案》和《湖南农业

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管理办法》，明确了本科专业调整

优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路径。

（五）数智化技术应用

项目组通过数智化技术，建立了本科专业全景式办学水

平评价系统，实现了对本科专业设置的全过程监控和动态调

整。该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了解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

就业情况等，为调整专业设置提供了数据支持。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一）理论创新

项目组提出了“STSMP”框架模型，创新了高等农林院

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该模型结合数

智化技术，深入探讨了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农林

院校人才供给等多维度的内在机理，为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

业设置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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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成果

项目组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

施，并在湖南农业大学进行了试点实施。学校根据项目组的

建议，优化了本科专业设置，新增了土地科学与技术、兽医

公共卫生、食品营养与健康等专业，撤销了信息工程、社会

工作、汽车服务工程等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

（三）学术成果

项目组在《中国农业教育》《高等农业教育》等核心期

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如《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业大学

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农林院校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特

征、面临挑战与路径突破》等。这些论文为高等农林院校本

科专业调整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四）人才培养

项目组通过改革实践，提升了湖南农业大学本科专业的

人才培养质量。学校通过加强专业课程建设、培育一流师资

队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等措施，培养了一批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

五、特色和创新点

（一）理论创新

项目组提出了“STSMP”框架模型，创新了高等农林院

校本科专业调整优化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该模型结合数

智化技术，深入探讨了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农林

院校人才供给等多维度的内在机理，为高等农林院校本科专

业设置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二）数智化赋能

项目组通过数智化技术，建立了本科专业全景式办学水

平评价系统，实现了对本科专业设置的全过程监控和动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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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该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了解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

就业情况等，为调整专业设置提供了数据支持。

（三）多方协同

项目组通过加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协

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项目

组通过组织召开 20 余场次的交流会、研讨会和座谈会，与

省内外高校分享了研究成果和经验。

（四）政策保障

项目组结合湖南农业大学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农

业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实施方案》和《湖南农业

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管理办法》，明确了本科专业调整

优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