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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分配工作，到今天“冷热专业”走马灯般地迅速转换，

在高校的专业设置上，也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

济的巨大变化 清华大学物理系1965级女生高忆陵还清楚地记

得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的社会潮流。“那时，最热的专业是

清华大学的原子物理、工程化学和工程物理，考生的分数都

非常高。到国际关系学院学外语也非常时髦，将来是要搞外

交的。当然，最提气的，还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出

来要搞军工，那是有保密级别的专业，得出身好的人才能报

考。没想到，毕业后，他们都去了山沟里的军工厂。” 高忆

陵说，那时候人们心目中学科专业的排序，是工科、理科、

教育、文科，“文科绝对没有理工科吃香，是排在后面的，

学文科也就是毕业出来当当老师。” 这种风尚，被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雷庆的研究所印证。雷庆在接

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高校的专业

设置，曾经历过一个全面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专业对口

”的时期，那时候的“好专业”，就是国家建设最急需的专

业。 文革前：“国家建设缺什么人才，就设什么专业” 在新

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高校主要是学习西方大学的模式进行

专业设置的，以大学、学院、系三级为结构层次。1912年，

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将大学学科专业分为

文、理、法、商、医、农、工七个学科共39种专业。 “建国

后，中国高校大的专业调整共经历过五次。”雷庆说。 1952



年，中国开始了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学习苏联分学校、系

两级的做法，系下设教研室、专业。到了1953年，全国高校

专业设置是215种。“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按需求设

立专业。这是第一次专业调整。”雷庆对记者说。 1963年，

国务院编制了《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

、机密专业目录》。这是第一次由国家统一制定高等学校专

业目录，其中公开的通用专业目录432种，绝密、机密目录78

种，后者主要分布在国防院校。这是第二次专业调整。 “在

西方国家，是没有这样由国家发布的高校专业目录的”，雷

庆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由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定位

和需求设置专业，等到专业有了毕业生，授予了学位，就可

以进入专门的专业目录了。而我国当时设置高校专业的思维

，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

一体的。当时百废待兴，急于要把建设搞上去，各行各业缺

什么人才，就设什么专业。这样也很难有比较长远的考虑。

而且，这就特别强调‘专业对口’，大学毕业了，到了岗位

工作，马上就能上手。” 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

，不存在哪个专业就业率高的问题，专业都是国家设置的，

毕业生都是国家统一分配。 在这种体制下，专业划分越来越

细，甚至出现了单个产品、单项技术为对象的专业，如拖拉

机专业、陶瓷专业，如果是学机械，就可分为纺织机械、印

刷机械、轻工机械，如果是学发动机，可以细分到火箭发动

机，再分成固体燃料发动机和液体燃料发动机。这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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