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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6/2021_2022__E6_8A_A5_

E8_80_83_E9_9A_BE_E9_c65_226696.htm 每当填报志愿都会碰

到冷门与热门专业的难题，因此我们邀请了相关专家作解答

。 怎样看待“热门”与“冷门”专业？ 答：所谓“热门专业

”和“冷门专业”本身是相对的。各行各业为主动适应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急需各种专门人才，这种需求的

变化，反映到高等学校招生中，出现所谓“热门”与“冷门

”的情况，“冷”与“热”不是一成不变的，专业本身更没

有好坏之分。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行业对外向型

人才的需求加大，反映到高等院校招生中，就相应出现了如

：国际经济与贸易、涉外会计、英语、法律学、金融学、建

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热门专业。现在“热门”的专业

，不一定永远“热门”，而现在“冷门”的专业，也不一定

永远“冷门”，它们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变化

的。值得注意的是，“热门专业”并不是需求量大的专业。

一些急需的人才，如石油工程、边防管理学等专业，由于其

专业性强，就业面相对较窄，其招生并不多，可因为它是社

会急需人才，就业率高，因此仍不失为“热门”专业。综上

，考生在选报志愿时，既要想到当前的冷热程度，更要尊重

个人的兴趣、爱好，关注该专业的发展前景。 “报考热门”

专业就是“就业热门”专业吗？ 答：“就业热门”专业不能

因为其就业率极高，就一味盲目地报考，因为该类专业一般

是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社会需求量不大，就业面较窄，有定

向培养的性质在其中，如边防管理、石油工程等，其高就业



率正因为这些原因而产生。而“报考热门”的专业，如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由于其招生人数多，就

业面广、社会需求量相对较大，因此报考该类专业的毕业生

较多。该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选择了创业或出

国，相当多的大学生不急于在毕业时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而是“待价而沽”。越“热门”的专业，这种现象越严重，

正是因为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量大，毕业生“心中有数”，

就业时自然“不慌不忙”。因此“就业率”并非考察专业热

门与否的唯一标准，“报考热门”专业并非是“就业热门”

专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