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由于
就业压力的加大，专业的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于
高校而言，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影响着招生质量和长远发
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往人们心目中十分热门的一
些专业就业遇冷，还有一些好专业面临生源危机。专业

“冷”与“热”之间，不仅反映了人们求学择业观念的变
化，更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

专业“冷热转换”：观察社会的“晴雨表”
根据中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晓霞的描述，

2000年以来，中南大学的地矿专业就像坐上了“过山
车”：前几年毕业生供不应求，到大三就被抢订一空；这
两年很多矿山停产，这个专业一下又成了冷门。

“社会认可度、经济大形势以及国际形势都对专业
的冷热变化具有影响。”她说。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
显示，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中小学教育成为2015年毕业
生社会需求量持续增加的职业。有专家表示，这些专业
的升温与“互联网＋”和全面二孩政策等大政方针有着
紧密联系。

近年来，一些地方高校的新增专业引人注目。如宁
夏大学新增“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北方民族大学新
增“水利水电工程”“中国画”专业、宁夏师范学院新增

“阿拉伯语”“汉语国际教育”“网络工程”等专业。

“高校专业设置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
子，折射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进程。”安徽大学政治
与社会学院副院长范和生说，比如现在国家强调加强哲
学社会科学、知识产权和基础科学专业的研究，相关专
业的转热就反映了这一需求。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高校的专业设置基本
都是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近4年来宁夏高校
先后新增本科专业64个。从2015年审批通过、2016
年秋季可安排招生的22个专业来看，新增专业紧密结
合自治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求，
不少专业是自治区新兴产业和人才紧缺的专业。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
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范
和生认为，高校专业设置要考虑引领社会创新和进步，
不能一味地跟随市场。

专业动态调整：不能盲目跟风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高校的专业千篇一律，人才培养

的“同质化”严重。在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近两年就业
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中，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
学等是当前高校普遍开设的，毕业生规模均超10万。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不少专业都属
于“盲目跟风”，经济热的时候，连文学院都开出了与经
济相关的专业，“这样的毕业生不滞销才怪。”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招生考试研究处处长胡雨
生说，从这几年高考录取招生看，高校专业的冷热在家
长、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呈现明显的分化，往往家长和
高校一厢情愿，总认为一些专业如金融、会计、财务管理
很热门，家长想让孩子上，学校也愿意招，实际上社会需
求已相对饱和。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专业设置与就业
“倒挂”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高等教育专业结
构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

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近年推出了高校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为一些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降温”。

江苏省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鲁学军表示，不
同高校拥有不同质量的生源，培养目标不同，毕业生质量
也不同，就业情况千差万别，所以调控也不宜“一刀切”。

不少地方招办部门负责人感到，目前我国仍缺乏有
效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些专业可能明知就业并不
好，但家长有意愿，学校也花了钱招了老师建了队伍，一
旦不办了，老师怎么办？所以学校也很难建立相应退出
机制。此外，就业率能否真实反映毕业生的需求情况，
也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儿科医生急缺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几年儿
科医生、保健类专业人才、网络安全人才等都很热门，但
高校在七八年前并未意识到这种需求，没有提早储备人
才。”宁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周福盛说。

江苏省教育厅负责人指出，高校应分析社会人才需
求，即人才培养数量、层次、结构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相匹配，不能关起门来办学，简单迎合家长和考生对所
谓热门专业的盲目追求。同时，政府部门对于平衡大学
专业的“冷热”度，也应积极引导。

“同时也要看到，专业的冷热因为供给和需求变化带
来暂时的变化，但高等教育不能因为暂时的冷热而限制

了个别学科的发展。”同济大学就业中心主任徐迅强调。
理性选择专业：让考生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让考生更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非常重要。”赵晓霞
说，有些考生对自己的了解、对高校的了解、对专业的了
解都很不到位，社会上说什么专业好，就“一窝蜂”地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大一学生当初填报志愿
时都是将经济、法律、计算机等听起来热门，也相对好找
工作的专业排在前面。

“财经、政法、统计审计、计算机对应的是高收入岗
位，而基础学科枯燥还很辛苦，需要坐得住‘冷板凳’，所
以我不想学。”一位学生说。

专家指出，现在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对孩子的就业环
境和工作待遇等比较关注。一些专业虽然急缺人才，但
是由于对应职业的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考生和家长都
不愿填报，如儿科专业、公安专业等。

周福盛认为，专业设置与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息息
相关，因为行业、地域待遇差距明显，大众自然追求轻
松、社会地位高、待遇好的专业，也就有了所谓的热门专
业及冷门专业。但当经济发展到高阶段，各个行业差距
不大，公众才会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来选择
专业，届时冷热就不会这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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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施雨岑）为
破解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
脱节的难题，一些地方加强指导，建
议高校对某些专业“降温”。

虽然早在2006年底，教育部就
提出从2007年起，将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与年度招生计划适度硬挂钩，
坚决调减就业率低的高校和专业的
招生名额。但到了2016年，“千校一
面”的状况仍然存在。

以湖北为例，湖北省教育厅公布
的《2016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共有67所本科院校、
3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多所院
校同时开设一个专业的现象较为普
遍。67所本科院校中有62所院校
开设有英语专业，紧居其后的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57所）、视觉传达
设计（54所）、环境设计（51所）、市场
营销（50所）、国际经济与贸易（49
所）、电子信息工程（46所）、财务管
理（43所）、产品设计（43所）、法学等
本科专业（42所）。

针对这种情况，2016年5月，辽
宁省教育厅向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印发通知，建议高校2016年度
暂缓申请增设国际经济与贸易、英
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66个本科
专业。这是辽宁省自2012年以来，在通过全面开
展专业综合评价、建设专业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
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连续第4年
公布专业设置指导意见。

2015年，广西新增59个本科专业点，同时撤
销了8个本科专业点和6个本科专业方向。新增
的本科专业包括27个工学专业点、3个经济学专
业点、2个教育学专业和1个哲学专业。增设的专
业点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密切，包括现代服
务业、汽车工业、电子信息工业、医药制造工业、装
备制造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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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奕湛 吴
晶）据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
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中
小学教育”是社会需求量增加最多
的职业类，就业比例为8.7％，与上
一年相比增加了2.2个百分点。

日前，根据最新的2015届大学
毕业生就业数据，麦可思研究院专
门对哪些职业最热门、哪些职业遇
冷进行了数据分析。

研究数据显示，2015届本科毕
业生社会需求量（就业比例）增加最
多的前5个职业类分别为“中小学
教育”“互联网开发及应用”“金融
（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
财）”“医疗保健／紧急救助”“媒体
／出版”。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的就业比
例为5.2％，与2014届相比，增加了
1.3个百分点。该职业类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5017元，
在2015届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量
增加最多的5个职业类中最高。结
合2010届至2015届毕业生就业数
据还发现，从6届的就业数据可看
出，本科毕业生从事“互联网开发及
应用”职业类的比例在逐届增加，总
计增加了3.4个百分点。

此外，2015届本科毕业生社会
需求量降低最多的前5个职业类分
别为“建筑工程”“机械／仪器仪表”

“销售”“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
机）”“机动车机械／电子”。其中，

“建筑工程”是社会需求量降低最多

的职业类，其就业比例为6.0％，与
2014届相比，降低了1.6个百分点，
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
4025元。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2011届至
2015届毕业生就业数据可发现，从
5届的就业趋势中可以看出，2011
届至2014届本科毕业生从事“建筑
工程”职业类的比例逐届增加，但在
2015届骤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
是受到房地产“去库存化”因素的影
响，人力资源的社会需求量也随之
降低。不过，该职业类2015届毕业
生的社会需求量整体来看依旧较
高，在2015届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
量降低最多的5个职业类中，就业
比例仅低于“销售”。

研究数据显示：“中小学教育”成为社会需求量增加最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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