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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教高发〔2017〕11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公布第二批“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 

验收结论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高等

学校“三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三特行动计划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渝教高〔2013〕38 号）精神，2017 年我市

有 22 所本科高校的 55 个特色专业建设期已满，按照《重庆市高

等学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验收方案》要求，市教委、市

财政局组织专家于 2017 年 3 月至 4 月对建设期满的特色专业进

行了验收。现将验收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 2 - 

一、验收基本情况 

特色专业建设是我市本科教育内涵发展的主要抓手，大部分

专业能按照任务书的目标要求，从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课程与

教材、实践教学、教学管理与改革等方面落实任务，取得了较好

成效。在专家函评、现场质询、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市教委、市

财政局同意“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45 个专业通过验收，“工

程管理”等 10 个专业暂缓通过验收。本次验收任务完成较好的高

校有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文理学

院、重庆科技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等 6 所学校。 

二、建设成效 

（一）专业特色和优势更加凸显 

各专业在申报“三特行动计划”时多属于在长期办学过程中

发展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专业，经过“三特行动计划”

建设，承前启后，转型升级，进一步理清了专业的建设思路和目

标定位，特别是结合行业特点和社会需求，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明显提高，彰显了特色专业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如重庆大学

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西南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庆文

理学院的“环境科学”等专业。 

（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更加显著 

通过几年建设，部分专业通过 “拔尖创新人才”、“卓越人才”

等培养模式的创新，深化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如重庆大学的“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重庆交通大学的“交通工程”、重庆科



 

 
- 3 -

技学院的“油气储运工程”等专业。 

（三）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几年

建设，各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可喜

成绩。如重庆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重庆医科大学

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重庆师范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等专业。 

（四）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更加完备 

部分特色专业依据自身条件和需求，强化了实践条件、图书

资源、课程资源、规划教材建设，教学基本条件更加完善。如重

庆大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风景园林”、“采矿工程”；西南大学的“化学”；重庆医科大学

的“口腔医学”等专业在建设期内均获得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项目。 

（五）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队伍结构更加优化，建设成效明

显。如重庆大学的“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重

庆医科大学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重庆文理学院的“园林”

等专业均新增了院士、长江学者等领军人才。 

（六）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 

各专业注重学生个性发展，通过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

科研项目等多种方式，加强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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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重庆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近 3 年来，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奖累计超过 200 项，

在创新活动、技能竞赛中获奖累计超过 100 项，获准专利数 48

项；重庆文理学院的“园林”专业排名在全国相同专业中进入前

20 位。 

三、存在的不足 

（一）个别学校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个别学校对验收工作重视不够，评审材料准备不充分，撰写

不认真，个别特色专业任务书的建设目标任务与评审材料对应不

明确，建设期的增量反映不明显。如重庆三峡学院的 “电子信息

工程”、“汉语言文学”；西南大学的“植物保护”、“汉语言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新闻学”等专

业。 

（二）特色、亮点凝练不够，科研促进教学效果不明显 

有些专业在凝练特色亮点时没有把握好逻辑关系，罗列多条

特色，均不属于同一个水平面，没有把握好“建设总结”与“自

我评价”之间的关系，只做了事实判断，没有作价值判断，没有

突出取得的成效，没有体现专业特色的加强，或者形成哪些新的

特色，专业建设中的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的少，促进教学效果不

明显。如重庆大学的“工程管理”、西南大学的“植物保护”、四

川外国语大学南方翻译学院的“英语”等专业。 

（三）特色专业建设与专业建设界限不明显，部分专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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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未完成 

个别专业把特色专业自评报告写成了专业建设总结报告，将

学校进行的专业建设均归入特色专业建设范畴，导致建设目标过

于分散，聚焦特色专业建设核心要素不够，部分目标任务未完成。

如西南大学的“植物保护”、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的“英

语”专业、重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等专业。 

（四）建设资金执行率不高，使用不规范 

个别学校未将专项经费按规定进行专帐核算，经费使用进度

较慢、财政经费执行率低、没有严格执行《三特行动计划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资金开支方向与范围，如四川外语学

院的新闻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的“英语”、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

院的“会计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的“旅游管理”等专业。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总结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内涵建设，为一流专业建设

打好基础 

通过验收的专业应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凝

练和打造专业特色，持续推进专业内涵建设，继续扩大专业优势，

为建设一流专业打下基础，各校要以此次验收工作为契机，推进

本校特色专业建设，进一步梳理建设思路，细化任务目标，做好

特色专业建设实施方案，加快建设进度。特色专业任务书和建设

实施方案将作为下一轮验收的主要依据。 

（二）加强整改，继续完成任务书制定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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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任务、预算执行未完成，特别是暂缓通过验收的专

业，相关院校应抓紧做好整改工作，按照任务书的进度抓紧建设，

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目标，整改期限为半年。今年底，市教委、

市财政局将再次组织专家组对此次部分已通过和所有暂缓通过的

专业进行复查，如仍未完成，其项目经费将予以收回，并取消该

专业特色专业项目称号。 

（三）进一步规范经费管理，加快财政资金使用进度 

各高校要按照《三特行动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

求，将经费纳入专帐核算管理，加强资金监管，规范经费开支，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绩效。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应按有

关文件精神严格落实本校特色专业建设资金。各专业验收意见将

分送各校。 

联系人：魏玲  联系电话：63612085 

 

附件：第二批建设期满的特色专业验收结论汇总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17 年 5 月 19 日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7 日印发 



附件 

第一批建设期满的特色专业验收结论汇总表 
 

序号 
学校 专业名称 负责人 建设期

立项

时间 
验收结论

1 重庆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廖瑞金 3 年 2013 年 通过 

2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 李英民 3 年 2013 年 通过 

3 重庆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王时龙 3 年 2013 年 

通过 

4 重庆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张智 3 年 2013 年 通过 

5 重庆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张力 3 年 2013 年 通过 

6 重庆大学 采矿工程 姜德义 3 年 2013 年 通过 

7 重庆大学 风景园林 杜春兰 3 年 2013 年 通过 

8 重庆大学 冶金工程  陈登福 3 年 2013 年 通过 

9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刘伟 3 年 2013 年 通过 

10 重庆大学 工程管理 任宏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11 西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曾凯芳 3 年 2013 年 通过 

12 西南大学 思想政治 黄蓉生 3 年 2013 年 通过 

13 西南大学 植物保护 刘怀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14 西南大学 化学 袁若 3 年 2013 年 通过 

15 西南大学 生物科学 邓洪平 3 年 2013 年 通过 

16 西南大学 水产养殖学 李云 3 年 2013 年 通过 

17 西南大学 园林 秦华 3 年 2013 年 通过 

18 西南大学 动物科学 王永才 3 年 2013 年 通过 

19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朱德全 3 年 2013 年 通过 

20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黄大宏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21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邹东升 3 年 2013 年 通过 

22 西南政法大学 英语 张绍全 3 年 2013 年 通过 

23 重庆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 邱景富 3 年 2013 年 通过 



24 重庆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邓锋 3 年 2013 年 通过 

25 重庆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向友余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26 重庆师范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李明海 3 年 2013 年 通过 

27 重庆邮电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万晓榆 3 年 2013 年 通过 

28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梁乃兴 3 年 2013 年 通过 

29 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工程 李淑庆 3 年 2013 年 通过 

30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 朱达秋 3 年 2013 年 通过 

31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学 严功军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32 重庆三峡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付川 3 年 2013 年 通过 

33 重庆三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谭泽富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34 重庆三峡学院 汉语言文学 郭作飞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35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王大平 3 年 2013 年 通过 

36 重庆文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程正富 3 年 2013 年 通过 

37 重庆文理学院 环境科学 徐强 3 年 2013 年 通过 

38 长江师范学院 化学 徐建华 3 年 2013 年 通过 

39 长江师范学院 物理学 张可言 3 年 2013 年 通过 

40 长江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丁世忠 3 年 2013 年 通过 

4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张家琼 3 年 2013 年 通过 

4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李庆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43 重庆警察学院 刑事科学技术 
周艳玲、

吴玉红 
3 年 2013 年 

通过 

44 
重庆人文科技学

院 
视觉传达设计 袁恩培 3 年 2013 年 

通过 

45 
重庆师范大学涉

外商贸学院 
英语 汤声平 3 年 2013 年 

通过 

46 
重庆工商大学融

智学院 
经济学 刘成杰 3 年 2013 年 

通过 

47 
重庆工商大学融

智学院 
金融学 刁孝华 3 年 2013 年 

通过 

48 
重庆工商大学派

斯学院 
会计学 张国康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49 
四川外语学院重

庆南方翻译学院 
英语 胡燕平 3 年 2013 年 暂缓通过

50 
重庆邮电大学移

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张祖凡 3 年 2013 年 

通过 

51 
重庆邮电大学移

通学院 
网络工程 瞿中 3 年 2013 年 

通过 

52 
重庆大学城市科

技学院 
建筑学 周毅 3 年 2013 年 

通过 

53 重庆交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李军 2 年 2014 年 

通过 

54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工作 徐  宪 2 年 2014 年 通过 

55 重庆科技学院 油气储运工程 梁平 2 年 2014 年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