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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4_B8_93_E4_c65_232660.htm “我想问一下，今年

什么专业最热门？”“今年股市火得很，我想让娃娃报考金

融专业，但又怕饱和了，该怎么办呢？”连日来，许多家长

咨询，高考志愿填报究竟该怎样取舍冷、热门专业？为了给

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正确认识冷

、热门专业，专门邀请了专家来进行分析。 “热门”“冷门

”都是相对的 刘老师指出，首先，家长和学生要搞清楚一个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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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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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了所谓“热门

”与“冷门”的情况，但“冷”与“热”不是一成不变的，

专业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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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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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随着社会建设发

展而变化的。 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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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考生在填报志愿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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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热门” 成都市民张女

士提出疑问：都说要报就报热门专业，不然以后出了校门连

工作都找不到，真是这样吗？热门专业以后出来就一定能找

到工作吗？ 刘老师对此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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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鸡头还是做凤尾？ 成都人张先生打进热线询问，娃娃的成

绩属于中等，到时候她有可能超常发挥考得很好，但我们反

而有些举棋不定了。到时候究竟应该选一个普通学校的“热

门”专业呢？还是选个“冷门”专业以确保进入重点大学？ 

对此，刘老师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每个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都

可能遇到，我们建议考生首先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定，其

原则是：如考分较高，能上重点大学的尽可能上重点大学，

哪怕是该校的“冷门”专业。名校师资强，讲座多，学习氛

围浓厚，这些都是一般院校无法比拟的。对于想考研的同学

来说，进名校“冷门”专业就更值得推荐了。如果考分只允



许上第二批录取院校的，就应选定好该批次中“热门”专业

，报考专业实力较强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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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