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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未来产业方向
培养一流科技人才

　　据了解，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能源未来技术学院于2021年
启动建设，依托2022、2023级油
气地学类、石油工程类本研一体
班进行育人新模式探索，研究制
定专业培养方案，将在2024级开
始正式招生培养。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
工程学院本研一体化班石油类
大四学生刘泽宇，大二时便进入
齐宁教授课题组，提前接触研究
生科研工作。得益于该校“本研
一体化”贯通培养优势，刘泽宇
计划继续在本校攻读博士学位，
未来将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产
学研深度融合为目标，更好服务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未来技术学院聚焦能
源勘探、能源开发两个未来技术
方向，按照实体二级学院建设，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 地质资
源与地质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刘泽宇所
选专业正是其中之一。
　　以未来10-15年能源领域发
展场景为基准，能源未来技术学
院前瞻性布局，推进学科、学位
点、专业一体化建设，建设油气
勘探开发学科群，积极探索微专
业、双学士学位等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开设“能源+人工智能”实
验班，设置智能探测、智能油气
工程、智能管网研究生培养新方
向，建好新兴专业，打造未来技
术人才培养生态。
　　石油工程学院副院长齐宁
告诉记者：“学院围绕国家能源
战略和石油学科‘一流’人才培
养目标，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山东省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培养
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能够预见
和把握能源勘探开发领域未来
技 术 发 展 的 复 合 型 高 素 质 人
才。”

对接未来发展需求
抢占前沿技术高地

　　高校建设未来技术学院，就
是充分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做好
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前瞻
性和战略性培养，这也为新区抢
占发展先机带来了新机遇。
　　“测绘与空间信息未来技术
学院依据国家海洋战略要求，发
挥山东省海洋资源优势，培养顶
尖海洋科技领军人才，同时探索
未来海洋智能时空信息技术前
沿问题，攻关突破深海高精度定
位与时空大数据智能处理等‘卡
脖子’技术难题，赋能山东海洋
经济发展，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
施。”山东科技大学测绘与空间
信息学院党委书记范俊峰介绍。
　　据悉，该校测绘与空间信息
未来技术学院依托测绘工程、地
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测绘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和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一级
学科博士点，以及自设的海洋技
术与装备交叉学科博士点，建设
国内一流的面向现代海洋智能
信息处理产业的专门人才培养
基地，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
实际需求的对接。
　　“学院针对海洋时空信息人
才缺口，打破学科壁垒，实现时
空信息、人工智能和海洋装备等
跨学科知识融合，引领海洋智能
时空信息未来技术发展。”范俊
峰介绍道，学院依托中国测绘科
学研究院、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
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等科教融合创新平台，探索科教
融合创新育人新模式，将最新科
技成果、前沿科学技术和育人方
法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目前，学院与青岛瑞源
集团共建“睿飞无人机
培训学校”，联
合开发无人机
课程并举办相
关 培 训 、比 赛

等，校企合作共同引领无人机驾
驶员培训从前沿理论到技术应
用，探索出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
人才培养新模式。同时孵化了
青岛秀山移动测量、青岛星科瑞
升信息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5
家，涵盖测绘、地信、遥感等专业
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学院实行弹性学制，允
许学生休学创业，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通过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
能力培养，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
和就业质量。

瞄准未来产业趋势
新增特色本科专业

　　3月19日，教育部公布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共增设、调整专
业点1719个。驻区高校中，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新增人工智能
专业，山东科技大学新增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供应链管理2个专
业，青岛理工大学新增商务英
语、机械电子工程、新能源汽车
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道
路桥梁与渡河工程5个专业，青
岛滨海学院新增数字经济、汉语
言文学、智能医学工程、音乐教
育、美术学5个专业，青岛黄海学
院新增汉语言文学、虚拟现实技
术2个专业。这些新增的本科专
业，既强化了驻区高校专业特
色，又将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多人才储备。
　　新专业的设置往往与未来
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相关。一方
面通过培养具备新技能、新知识
的人才，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新
活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
型；另一方面，高校可与企业、研
究所等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
技术创新。这种产学研用的深
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和应用，为区
域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山东科技大学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专业致力于培养掌握新
能源转换与利用原理、新能源装
置及系统运行技术，能够从事新
能源技术相关的科学研究、工程
设计、技术开发等工作的综合型
人才及适应新工科要求的高级
技术精英。2023年，该专业以拟
申报专业获批青岛市在青高校
产教融合示范专业。目前，该校
在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开发与
利用等方面与多家新区企业开
展了合作。“学院将聚焦氢能产
业、光伏行业、新能源发电等，突
出专业特色优势，助力新区能源
结构优化，推动新区新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新区培养新能源
领域的‘高精尖缺’人才。”山东
科 技 大 学 储 能 学 院 院 长 卢 晓
介绍。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
续扩大，从事新能源汽车生产、
服务等行业人员缺口将不断增
大。青岛理工大学打造以“新能
源整车”为专业核心，以“人车路
云协同”“智能座舱与轻量化设
计”“电池安全管理与性能调控”
为特色教育增长极，以“关键材
料”“基础设施”“云端平台”“通
信协议”“大数据机器学习”为支
撑点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以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
设质量。学校还依托该专业建
设实训基地，为企业举办新能源
汽车维修实用技术培训班，做好
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人员培训、
企业派驻交流等服务。
　　虚拟现实技术是引领全球
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推
进虚拟现实产业链条化、集群化
发展，是新区重点发力的赛道之
一。青岛黄海学院虚拟现实技
术专业计划于今年招生。“虚拟
现实技术专业将与学校原有的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
组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为
区域经济发展赋能增效，提供优
质人才储备。”青岛黄海学院副
校长梁忠环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丁一 本报通讯员 任波 程然
　　
　　日前，省教育厅等5部门公布山东省未来技术学院和专业特色学院建设遴选结果。其中未来技术学
院共有9个，西海岸新区驻区高校占据2席，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能源未来技术学院、山东科技大学
测绘与空间信息未来技术学院。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驻区高校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培养前瞻性人才，在强化自身专业特色的基础
上，通过建设未来技术学院、新增本科专业等举措，紧密对接新区重点产业，匹配城市发展战略，从而为新
区提供更多人才储备与支撑，以产教融合赋能新区高质量发展。

人才先行，竞跑“未来赛道”
驻区高校获批2个省级未来技术学院、新增15个本科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