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北京服装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 

专业名称：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 

专业代码：130513T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艺术学设计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艺术学 

修业年限：四年 

申请时间： 2024年 

专业负责人： 高伟 

联系电话：13501060491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北京服装学院 学校代码 10012 

邮政编码 100029 学校网址 http://www.bift.edu.cn 

学校办学基本 

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 

专业数 
2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1343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1633 学校所在省市区 

北京市朝阳区 樱

花东街甲 2 号 

已有专业学科 

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64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 
350 

学校主管部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建校时间 1959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59 年 

曾用名 北京纺织工学院、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北京服装学院是一所“以艺为主、服装引领、艺工融合”的高水平

特色型大学。1959年 2月建校，原名北京纺织工学院，隶属纺织工业

部。1961年 7月，更名为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1987年 2月，改扩建为

北京服装学院。1998年 7月划转北京市管理。2020年被确定为北京市高

水平特色型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300 

字以内） 

 

2020年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24年增设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

业。 

2021年会计学专业停止招生。 

2022年申请撤销数字媒体技术、英语、商务英语、电子信息工程、

自动化5个专业。2023年申请撤销应用化学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130513TK 专业名称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 

学位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艺术学设计学类 专业类代码 1305 

门类 艺术学 门类代码 13 

所在院系名称 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珠宝首饰行业、工艺美术行业、艺术首饰机构、商业珠宝

企业、时尚饰品领域、创意文化产业、 时尚产业、事业单

位、学校等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

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聚焦于珠宝首饰行业产业发展需求，服务于国家、社

会、行业、产业发展以及首都四个中心建设，构建同行业紧密结合的完整教学体系，

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践行“五育

并举”。专业立足学校特色，以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专业特色为路径，以学生为中心

培养服务珠宝首饰、时尚配饰等行业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具有国际化视野、有使命

担当、有专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 

培养符合珠宝首饰行业产业需求的人才，能够系统掌握产品设计的理论、方法、

技术，能够正确理解产品设计领域基本理论和知识，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产品设

计，针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设计问题解决方案，并在设计的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综合

考虑社会、文化、安全、健康、生态等相关因素。 

培养的人才能够针对不同问题开发、选择与创新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设

计工具、信息技术工具和传统工具，包括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设计问题和工程问题的预

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能够熟练掌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相关的设计方法与

业务技能，能够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设计问题进行探索，包括设计工艺实验、分析与解

释设计方案和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和相对应的专业技术完成设计实践过程。能

够理解和评价针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设计问题的专业设计实践和工程实践对环境生态、

时尚可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设计责任。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办

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4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5人 

预计就业人数 25人 

其中：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2-3人 

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2-3人 

深圳市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3-5人 

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3人 



 

 

 

武汉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3-5人 

山金金控（深圳）黄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人 

深圳市峰汇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3-5人 

国泉金业（北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3-5人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3人 

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3人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3人 

武汉范琦珠宝饰品有限公司 
2-3人 

艾瑞斯珠宝有限公司（深圳） 
3-5人 

北京相伯居致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3人 

林弘裕创意文化珠宝有限公司 
2人 

梅里嘉宝珠宝店 
2-3人 

北京尹崟产品设计责任有限公司 
2人 

北京圣柏灵石文化有限公司 
2人 

南京菲酷饰品有限公司 
2-5人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14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3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7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3/14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4/14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6/14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8/14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72/14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6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潘峰 女 
1973.

2. 

宝石鉴定

与琢型工

艺 

教授 
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  

岩石矿物

矿床学  

博士 

博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高伟 男 
1975.

4. 

雕塑造型

基础 

 

副教授 

北京服装学

院  

 

设计学 博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赵祎 女 
1976.

10. 

传统元素

首饰设计 教授 

北京服装学

院 

 

首饰艺术

设计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李詹璟萱 女 
1981.

3. 

品牌设计

与推广 
教授 

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 
设计学 博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胡俊 男 
1970.

6. 

首饰艺术

与概念设

计 

副教授 
北京服装学

院 

首饰艺术

设计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傅永和 男 
1971.

2. 

珐琅工艺 
副教授 

北京服装学

院 

装饰艺术

设计  
学士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熊芏芏 女 
1983.

7. 

玉石琢型

工艺 副教授 

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 

 

工艺美术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唐天 女 
1989.

4. 

首饰专业

手绘表现

技法、金

属锻造工

艺 

讲师 

英国中央圣

马丁艺术设

计学院 

艺术与设

计专业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程之璐 女 
1991.

12. 

首饰镶嵌

工艺 首

饰数字化

设计与制

造 

助理教

授 

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 

 

首饰与金

属专业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刘小奇 女 
1994.

2. 

首饰艺术

与材料表

现、金属

锻造工艺 

助理教

授 

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 

 

珠宝与金

属专业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韩欣然 女 
1992.

6. 

商业珠宝

首饰设

计、玉石

琢型工艺 

助理教

授 

中央美术学

院 

 

首饰艺术

与设计专

业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王浩睿 男 
1988.

8. 

新技术应

用与首饰

设计 

助理教

授 

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 

 

珠宝与金

属专业  
硕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付少雄 男 
1991.

12. 

金属铸造

工艺 
助理教

授 

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 

跨界设计

与视觉表

现 

博士研究生 

首饰艺

术设计 

 

专职 

刘静 女 

 

1981.

2.  

金工基础

工艺、珐

琅工艺、

金工实习 

实验师 
北京服装学

院  
设计学    硕士研究生 

 

珠宝首

饰设计 

 

专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设计快速表达 48 16 王涛 第一学期 

色彩设计基础 48 16 付少雄 第一学期 

设计思维与方法 64 4 刘小奇 第一学期 

设计空间思维 48 16 王浩睿 第二学期 

图形创意基础 48 16 王涛 第二学期 

设计程序与方法 36 16 韩欣然，唐天 第三学期 



 

金属基础工艺 48 4 刘小奇、唐天、付

少雄、王浩睿 

第三学期 

产品工艺与创新思维 38 12 韩欣然，刘小奇 第三学期 

雕塑造型基础 48 12 高伟、韩欣然 第四学期 

金属锻造工艺 48 12 刘小奇、唐天 第四学期 

金属铸造工艺 48 12 傅永和、付少雄 第四学期 

玉石琢型工艺 48 12 熊芏芏、韩欣然 第四学期 

宝石鉴定与琢型工艺 56 14 潘峰 第五学期 

首饰镶嵌工艺 66 10-12 程之璐 第五学期 

珐琅工艺 56 14 傅永和、韩欣然 第五学期 

商业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 38 12 高伟、韩欣然 第五学期 

实习考察 40 20 高伟 第五学期 

特色传统手工艺理论 32 8 赵祎、胡俊 第六学期 

首饰艺术与材料表现 56 12 熊芏芏，刘小奇 第六学期 

新技术应用与首饰设计 48 12 韩欣然、王浩睿 第六学期 

首饰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56 12 程之璐 第六学期 

首饰创新设计专题 56 14 程之璐 第六学期 

金属工艺基础 56 16 唐天、程之路、刘

小奇、王浩睿 

第三学期 

首饰专业手绘表现技法 38 12 唐天 第五学期 

首饰艺术与概念设计 38 10 胡俊、赵祎 第六学期 

首饰品牌企划与产品开发 48 12 程之璐、李詹璟萱 第六学期 



    

5.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高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长聘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 

课程 

雕塑造型基础 

商业珠宝首饰设计 现在所在单位 北京服装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24年6月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设计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为珠宝首饰设计、金属艺术设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积极推进产品设计专业及工业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组织

和完善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及课程体系建设、工作室方向建设

等。从2013年起，参与策划并执行6届北京国际首饰艺术展系列

活动及论坛。2005年7月《现代首饰工艺与设计》被评为部级优

秀教材，近3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6篇，出版

专著1本；2023年承担校级重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产品设计教

育教学数字化改革研究》1项，北京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服饰产品设计数字化实践教学虚拟教研室》项目1项，获得教

育教学研究经费3万元，科研经费25万元。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在科研方面，参与并完成了省部级重点项目3项；2013及

2016年获得北京服装学院教书育人奖3等奖，2022年获得北京服

装学院教书育人2等奖；2023年珠宝首饰设计教学部本科育人团

队获得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多年来担任多项国内外顶

级珠宝首饰设计大赛评委；与国内多家著名企业建立联系，签

订了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协议，为学生实习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和机会；2005年1月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办的“第二

届全国法制宣传书画展”，作品荣获一等奖，2013及2014年获

得第七、八届中国现代手工艺学院展优秀奖（优秀奖为最高

奖），2018“山下湖”珍珠首饰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导奖，指

导学生参加国际国内珠宝首饰设计大赛共获得130多个奖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雕塑造型基础》、 

《商业珠宝首饰设

计》、共8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6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潘峰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宝石鉴定与琢型工艺、首饰文

化与设计研究 
现在所在单位 北京服装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6年12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岩石矿物矿床学

专业宝石学方向，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宝玉石鉴定与琢型设计、宝玉石文化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参与省部级教改项目，承担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4项，近

三年获得教育教学研究经费9万元，主持《宝石琢型工艺课程中

Gem Cad 软件的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当代首

饰创新与研发》课程建设》等教改项目，将新技术手段、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融入课程建设，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模式。  

2024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当代首饰创新与研发》课

程建设》项目荣获北京服装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2023年获得

第11届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北京赛区优秀指

导教师奖；2020年获得北京服装学院师德模范称号。 

省部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宝石琢型设计与工艺》已完成编

写，已交由出版社出版。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承担多项科研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

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厅局级科研项

目4项以上，主要从事宝玉石琢型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代首饰设计转化等研究。核心期刊和行业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

论文20余篇，其中SCI收录1篇，EI收录2篇。指导本科生、研究

生参加国内外各类比赛，包括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工美杯”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中国国际配饰

设计大奖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首饰行业内各类大

赛等知名赛事，荣获优异成绩。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9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宝石鉴定与琢型工

艺》，共28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4 

 

 

  



    

姓名 赵祎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传统元素首饰设计、 

创新设计专题 现在所在单位 北京服装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3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艺术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传统文化的当代首饰设计转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9年主讲课程《传统元素首饰设计》获北京市优质本科课

程，本人获北京市高等学院优秀专业课主讲教师；2022年主讲课

程《传统元素首饰设计》获“未来设计师”全国艺术设计教师教

学创新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全国总决赛一等奖；2023年教学实

践成果“传统大漆工艺在当代首饰设计实践中的创新研究”获

“未来设计师”全国艺术设计教师教创赛非遗国潮赛道北京赛区

一等奖，全国总决赛二等奖；2014年2019年2022年2024年校级优

秀毕设指导教师；2023年亚洲新生代设计展优秀指导教师；2023

年校级教书育人一等奖；2024年校级教学名师奖；2024年主讲课

程《传统元素首饰设计》获北京市优质本科课件；2024年校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2024年日本CADA概念设计奖优秀指导教师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18年大漆首饰作品获意大利Cominelli大奖赛金奖；2023

年大漆首饰作品获泛雕塑艺术奖；2023年大漆首饰作品获百名大

师进校园教师组优秀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传统元素首饰设

计》、《创新设计专

题》、《品牌设计与

推广》、《特色传统

手工艺理论》、《艺

术首饰与概念设

计》，共337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6 

 

 
 



    

 

姓名 李詹璟萱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品牌设计与推广 现在所在单位 北京服装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高级珠宝设计、传统元素当代转译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8年主持完成省级教改项目A类课题《珠宝首饰设计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发表教改论文《当代营销思维在设计

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传统工艺在现代珠宝首饰设计教育中

的应用》、《珠宝首饰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研究》。2018东方时

尚珠宝首饰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18“山下湖”珍珠首

饰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22年新加坡金沙艺术设计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24“创意无界”国际钻石珠宝设计大

赛最佳指导教师奖。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19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传统花丝首

饰工艺及纹饰的现代化应用研究》，2019年排名第二完成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广西少数民族纹样创新艺术人才培养》，2022

年排名第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信息时代智能化设计

创新方法论研究--工业物联网背景下的智能设计、智慧场景与

智能制造》。2017年获得首届西班牙-中国工艺美术展铜奖，

2018年获得“八桂天工”金奖，2019年获得“天工精制”金

奖，2020年获得“亚洲工业设计大赛”银奖，2024年入选第十

四届全国美展。2020年出版学术著作《尚之以琼华--清代宫廷

后妃头饰文化研究》，近3年发表科研学术论文8篇，其中核心

期刊2篇。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 

经费（万元） 
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珠宝镶嵌工艺》80学时、

《首饰课题创作》128学

时、《首饰制作与工艺》80

学时、《珠宝市场营销》48

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5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1540．3791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

上） 

938 

（台/件） 

（附件2） 

开办经费及来源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教学专项经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638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11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计划按照实践教学要求完善金工锻造室、首饰工艺室、玉

雕及宝石加工实验室、珐琅工艺室等实践教学空间的改造及设

备更新完善。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元） 

镭射金属烧结机 MYSINT 100 RM-

PM（含配件） 1 2018 2425000 

教室全功能软件、学

生全功能软件 

教师端V9 

3DESIGN+3Shape

r 学生端V9 

3DESIGN+3Shape

r 

25套 2018 412100 

钻石紫外荧光仪 DTC/diamondvie

w 1 2010 422750 

美国3D蓝光三维扫描

仪 
3DCapturemini 

定制版 1 2019 239000 

钻石鉴别仪 DTC/diamondsur

e 1 2010 222850 

意大利OROTIG镭射焊

接机 OROTIG007 1 2019 213800 

X光测金仪 GY-MARS/T 88型 1 2010 178000 

翡翠荧光光谱仪 Nicolet6700 1 2021 259900 

电动压片机 钻石ZC-7.5P 1 2012 168000 



    

美国3D电脑雕刻笔 3Dsystem07 2 2017 173200 

钻石比例分析仪 HTMegascope 1 2018 88000 

宝石研磨机 YB-
QG10/4002 20 2018 72000 

宝石显微镜 XZB-02 20 2018 96000 

体式显微镜 HT966500 1 2018 7900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

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北京服装学院是一所历史积淀深厚、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特色时尚高校。学校

秉承“与美同行”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以艺为主、服装引领、艺工融合”的办学特

色。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服务”的办

学方向，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四个中心”的建设，面向服装服饰、时尚和文

化创意产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水准的时尚教育高地。 

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方向自1993年萌芽成立，是在国内最早体系性、

规模化开设珠宝首饰设计课程的院校，历经30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与实践

经验，已然形成了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专业教学理念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现该

专业仍从属于产品设计，缺乏明确的专业标签，增设“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能

更好地体现学科的鲜明特点，更好地构筑中国珠宝首饰人才高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战略和行业发展。 

1.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专业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面向服装服饰、时尚和文化创意产业需求，形成了以首

饰引领时尚，以艺工融合为办学特色的专业定位。本专业以服务国家文化形象发展战

略为目标，建立“燕京八绝”工艺传承实践基地，将传统花丝镶嵌、景泰蓝、玉雕、

牙雕、雕漆、玻璃、陶瓷等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

业培养创新型时尚设计人才，助力中国时尚行业取得国际文化话语权。 

2.构筑中国珠宝首饰人才高地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立足于艺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转化以及设计教育的国

际化，培养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强、服务于珠宝首饰行业以及新生活方式的创新型

人才。学校已培养1000余名高质量复合型创新人才，拥有高水平特色教育的美誉和学

术领先优势，获得行业高度认可，成为珠宝首饰及时尚产业人才的摇篮和重要孵化基

地。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发挥师资优势，协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共同

建立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珠宝科创产业学院，每年计划招生25名本科生，并与多

家高校共同成立全国数智时尚工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极大促进了中国珠宝首饰人

才培养规模和质量。 

3.服务珠宝首饰、时尚创意产业 

2023年中国珠宝首饰市场规模已达8200亿元，从业人员达400多万，珠宝首饰呈现

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发展趋势，设计已成为首饰行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全国每年的

珠宝首饰设计人才的需求达1万多人，首饰人才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本专业毕业生大

多成为珠宝企业设计师、工艺师、设计管理层、珠宝首饰设计教育者以及独立设计

师，构成珠宝行业的高附加值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方向，目前隶属于北京服装学院产品设计专业，该专业是国家

级特色设计专业、北京市一流专业、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专业，在2023年软科中国大

学专业排名中获得A+，排名第7。珠宝首饰设计是其中的特色专业方向，本科生招生规



 

模在50人，研究生18人，因此，拥有优秀的学科发展基础。 

1.教师队伍层次高、专业精、国际化 

2023年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教学部荣获“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称

号。现有专职教师13人，实验室教师1人，聘请1位“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大师”，其中教

授3人、副教授4人，博士4人，35岁以下青年教师6人，共7人有海外留学背景。教师队

伍年龄构成层次合理，知识结构构成全面，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涉及金属工艺、珐

琅工艺、宝石学、玉石雕刻、传统手工艺、商业珠宝首饰、当代艺术及概念首饰、首

饰数字化等，积极探索 AIGC在首饰教学及科研创新中的应用。教研内容几乎涵盖了首

饰设计的各个领域，艺工融合，交叉互补，协同创新。教师队伍梯队稳定、职称与年

龄结构合理，50岁以上4人，整体以30-50岁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在教学工作中坚

持老带新、互相督导和学习、共同教研，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方法和技能。教师队伍学

缘丰富、兼具理论与实践研究能力，涵盖国内外如北京服装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英国伦敦艺术大学、中央

圣马丁艺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知名院校，教师队伍集各校所长，优势互补。

多位教师具有多年企业设计工作经验，能够将设计创意与实践创新在教学中有效融

合。珠宝首饰教学部已经形成了一支学历层次高、教学水平高、学生认可度高、政治

与业务素质过硬、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爱岗敬业，艺工融合、教学与科研并重、能

够相互支撑协作、交叉互补、灵活组合的优秀教师队伍。近 20人次获得校级“教书育

人奖”、“优秀班主任”、“学生心目中的十佳班主任”等荣誉， 2人获得北京市骨干人

才培养项目、2人获得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支持。 

此外，本专业还聘请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籍教师、国内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和

行业专家为课程导师，师资队伍十分雄厚。 

2.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国家级精品视频课程5门、“北京高等学校本

科优质课程”1门、课程思政精品课3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实用新型&发明

专利20余项，每年指导学生获得国内外相关设计大奖50余项，1名教授担任世界技能大

赛中国区珠宝技能竞赛国家级总裁判长。 

近五年来，共申请并完成10余项校级教改项目，其中6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1人获得校级教学名师奖，有多名教师获得校级“优秀课堂”、“优秀在线课程”

一等奖和二等奖奖项。2019年赵祎老师的《传统元素首饰设计》课程评为“北京高等

学校本科优质课程”，2022年该课程获工信部“未来设计师”艺术设计教学创新大赛

北京地区一等奖，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赵祎老师本人被评为“北京高等学校优秀专业

课 (公共课) 主讲教师”，2024年主讲课程《传统元素首饰设计》获北京市优质本科

课件。 

目前已完成自编和翻译教材共10余部。其中特色教材《现代首饰工艺与设计》、

《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出版较早，在当时国内珠宝首饰设计教材比较缺乏的情况

下，为全国的很多本科和职业首饰院校所采用，对学校教学和首饰行业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为国家首饰人才培养也做出了一份贡献。《金工记-金工首饰制作工艺

之书》获得“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部委规划教材，《首饰设计与制作-数字化技

术与应用》获得“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部委规划教材。2021年学校优秀教材建

设项目中有11本获得通过，预计到2024年底，将按计划完成6本专业教材的出版任务。 

3.实验室条件完善 

拥有国家级服装服饰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市实践教学基地等资源，拥有总价值

1540.3791万余元的珠宝首饰教学设施，769平米的珠宝首饰实践教学场地，包括3间首



 

饰设计工艺室、珠宝鉴定实验室、宝玉石琢型工艺室、金属锻造工艺室、3D打印工艺

室、珐琅工艺室、大型设备间等，充足的实验条件、合理的实验空间、明亮的实验环

境保障实践课程教学良好运行。同时拥有13个实践教学基地，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

保障。 

4.教学模式高度国际化 

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教师在每学期的授课中非常注重与国际前沿学科学术带头人

及国际知名高校间的知识同步，2010年聘请 Max Laurent DeCock 教授赴我校授课，开

创了在国内开创国际首饰大师主题工作营的先例，此后共20余次聘请来自比利时、意

大利、德国的教授赴我校任教，不但增进了学生的国际交流，提高了学生的设计水

平，同时老师们也学习了很多特色教学方法，提升了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本专业教

师密切关注国际最新设计趋势，积极将 AIGC等最新技术应用于教学科研，时刻保持国

际化教学视野。 

自2013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北京国际首饰艺术展”，是国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的首饰艺术学术展览，每届展出作品均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300多位艺术家和设计

师、1000余件首饰艺术作品。通过持续性、高水平展览和学术活动的成功举办，验证

了我们的教学建设和学术成果的价值，提高了文化自信，也极大提高了珠宝首饰设计

教学的国际影响力，为本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平台。2017年由北京服装学院

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发起的国际首饰设计高校联盟 (International Jewellery 

College Association，缩写为 IJCA)在北京成立，代表着引领首饰艺术设计、首饰技

术工艺和商业珠宝首饰领域高等教育机构的最高水准，目前联盟有144个成员单位，联

盟执委及成员均来自国内外知名首饰艺术设计高校，在业界内享有较高地位的权威和

声誉。 

  

三、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1、学院发展规划：申请增设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本科专业将设置于服饰艺术与

工程学院，该学院是国内艺术设计类高等院校中唯一以“服饰”命名的、聚焦服饰时

尚产业、以艺术设计为主、艺工融合发展的二级学院。近年来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承

接学校发展战略，立足国家战略和服务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坚定“为人民美

好生活努力奋斗”发展共识，立足新时代，彰显中国美，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时

尚学院的进程中获得了丰硕的成绩与荣誉。 

2、专业发展规划：申请增设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本科专业将从产品设计专业珠

宝首饰设计方向成为独立专业，与学院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专业并行。 

新专业建设将持续专注于珠宝首饰设计以及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首饰设计

与工科、文科、商科等学科交叉融合，构建集艺术、科技、时尚、文化于一体的教学

实践体系，与学院的发展同频共振。同时，学院注重专业间的交叉融合，推行专业共

建、资源共享、互促发展，有利于带动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建设。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

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高层次、精技艺、懂行业”的珠宝首饰人才，力求推动中国珠

宝首饰行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1.高层次：培养秉持“与美同行”理念，以“设计美好生活”为目标，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立志服务国家、社会，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服务

首都经济发展，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具有鲜明

特色的珠宝首饰设计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高层次、复合创新型人才。 

    2.精技艺：培养具备较高的艺术审美综合能力、终身学习意识和扎实的设计能力、

较强的设计思维和创新思维、沟通表达能力、设计管理能力、协同创新能力，具备领导

力、跨专业资源整合能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掌握珠宝首饰设计工艺技术与创新规

律、能够利用AIGC技术手段进行设计创新的珠宝首饰专业人才。 

    3.懂行业：培养能够敏锐洞察新时代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了解前沿发

展趋势，同时具备品牌运营相关知识，能够胜在艺术首饰、 商业珠宝、时尚饰品相关

领域以及创意文化产业、时尚产业、事业单位、学校等从事创意设计研发、策划咨询管

理、教育教学研究等相关工作的人才。 

    二、基本要求： 

1.系统掌握珠宝首饰设计的理论、方法、技术，能够准确运用本领域基本理论和知

识进行设计，设计针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设计问题解决方案，并在设计的过程中体现创新

意识，综合考虑社会、生态、健康、安全、文化等相关因素。 

2.能够准确运用设计学科、人文学科、艺术、科技以及相关工程技术等基础知识，

解决珠宝首饰设计相关问题。 

3.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通过思考、计划、主动学习、终身学习和自我承

诺进行学习管理，展现出能承担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责任，形成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详见培养方案的基本规格和要求（附件1） 

   三、修业年限：4年 

 四、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主要课程设置： 

珠宝首饰设计专业主要课程设置为：金属锻造工艺、金属铸造工艺、宝石鉴定与琢

型工艺、首饰艺术与材料表现、新技术应用与首饰设计、传统元素首饰设计等课程，为

学生掌握专业技能，提高综合设计应用能力做好充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