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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8F_82_E8_c67_291976.htm 为了让读者对五“牛

”的排名有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先对排名的有关情况作一个

说明 排名依据：高校专业的实际录取分数(即最低分)； 排名

办法：为了让排出的专业更客观，更具有说服力，我们从我

国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5个地区中分别选出一个

省(区市)，并在这些地区中选出8所综合性大学，然后分别对

这8所大学在5省(区市)招生的所有文科专业按实际录取分进

行前5名排序，最后看所有进入前5名的专业中哪些专业出现

次数较多，从而确定五“牛”排序。 抽样省份：北京、四川

、河南、吉林、广西。 抽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数据来源：在此要说明的是，目前，教育部关

于2006年各高校专业录取分数统计结果还没出来，我们仅以

教育部2005年统计的各高校专业录取最低分为数据来源。 排

名结果：法学(29次)、经济学(22次)、新闻学(新闻传播学

类)(14次)、工商管理(类)(14次)和国际经济与贸易(11次)。 在

细说文科录取专业前五“牛”之前，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知

道这些专业录取分数究竟有多“牛”，我们一并列出这5省(

区市)2005年文科的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其中北京486分、四

川570分、河南565分、吉林559分、广西564分。供读者比较、

参考。 法 学 出现次数：29次 排名：第一 排名细说：在统计

的8所大学中，排名最好的非兰州大学莫属，该校法学专业不

仅在四川、广西、吉林三地分别以588分、599分、588分排在



本校第一名，而且在北京和河南也分别以504分和599分进入

本校前5名；其次就要数武汉大学了，先是在广西(633分)和吉

林(626分)两地排在本校第一名，然后在北京、四川和河南三

地的排序中，也分别以545分、622分和605分进入本校前5名；

吉林大学不仅在广西以585分“夺魁”，并且在北京、四川、

河南和吉林四省市也分别以524分、596分、602分和592分进入

本校前5名；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相似点有两处，一是都在河

南排在本校第一(分数分别为629分和651分)，二是也都分别有

三次进入本校前5名(除了排名第一的分数外，人民大学在北

京和吉林录取分分别为581分和641分，复旦大学在北京和广

西录取分分别为588分和618分)；北京大学在北京、四川、广

西、河南的录取分数分别为594分、657分、649分和639分；而

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分别有两次排名进入本校前5名(四川

大学在北京和吉林录取分数分别为514分和589分，中山大学

在河南和吉林录取分数分别为617分和603分)。 “牛”气何来

：法学为什么能以绝对优势独占鳌头，为什么对考生有如此

大的魅力？这可能与本专业毕业生从事的职业有关：可以当

公务员；可以做法官、检察官，不仅职业神圣、威严，还把

握着“公正”的天平；也可以当律师，凭睿智和一副好口才

就可走遍天下。这么多好处集一身，排名第一也就不是偶然

。 友情提醒：这里有一点需要我们去明辨。如果单纯从录取

分数上看，说法学专业“牛气十足”当然不为过，但从教育

部统计的2005年大学生就业情况看，法学专业就业率则在本

科专业中排在倒数的位次上。而在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前，新

浪网考试频道同时进行的一项题为“2006年高考，你准备报

考什么专业”的调查中，法学专业以12.0%的获选率排在第六



位。看来考生对法学专业的激情还在增加，而专业就业率又

走低，就业压力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在选择法学专业时还

要多加分析。 经济学(类) 出现次数：22次 排名：第二 排名细

说：在8所大学中，排名最看好的应是人民大学，不光有3个

第一(在北京、广西、吉林三省市都排在本校首位，录取分数

分别为587分、656分和661分)，还分别在四川(分数为641分)

和河南(分数为621分)排在本校第三和第二名；第二应该算武

汉大学了，不仅在北京、广西、河南和吉林4省市分别以570

分、628分、618分和624分排名本校前5，而且还在四川以624

分高居本校第一；而复旦大学的经济学也不赖，虽然只在北

京和广西两省市排名在本校前5名，但都为第一，录取分分别

为607分和646分；四川大学经济学录取也不错，除了在北京

以539分排在本校第一名之外，还分别在四川和广西(录取分

数分别为608分和609分)排在本校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北京大

学的经济学类在北京、四川、广西分别凭602、669和652分的

高分排在本校前5名；中山大学在四川和广西的录取分(四川

为616分，广西为623分)也在本校前5名之中；吉林大学在北

京(分数为515分)和兰州大学在吉林(分数583分)也分别排在本

校前5名。 “牛”气何来：经济，本来是时下人们最关心的

话题之一，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与经济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经济学(类)专业，其录取分

数自然也不可能“走低”。我们要承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各行各业都需要

懂经济的人才，这无疑给了经济学人才巨大的发展空间。 友

情提醒：在经济的热浪中，我们也要保持相对冷静的头脑。

今年，北京大学黑龙江招生负责人在黑龙江的招生咨询中说



到一事令人思考：今年黑龙江保送北大的18名学生中，10多

人都想选择经济学类专业。他认为，如考生在思维上出现了

误区，往往就可能导致经济类专业报考过热。 另外，也是在

“2006年高考，你准备报考什么专业”的调查中，经济学

以23.4%获选率排在第二位，看来经济学专业的“热度”一时

还难以降下来。并且，受市场经济和就业市场影响，考生无

论分数高低、兴趣如何，如都“扎”到经济类各专业，也容

易导致新的就业市场“饱和”。 新闻学 (新闻传播学类) 出现

次数：14次 排名：并列第三 排名细说：在学校排名中，有两

所大学的新闻学(新闻传播学类)各有一次排在本校第一，一

是武汉大学在北京(分数为572分，并且在四川也凭620分排名

第三)，二是四川大学在四川(分数为612分)；相对来说兰州大

学的录取排名比较稳定，在5省市中就有4省市(北京、广西、

河南和吉林)的排名在本校前5(分数分别为506分、573分、595

分和575分)；中山大学录取分数也不错，在广西、河南、吉

林3省市分别以620分、615分和596分排在本校前5名；北京大

学、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分别有一次排在本校

前5名，具体录取分数是：北京大学在吉林录取分为655，人

民大学在广西录取分为648，吉林大学在北京录取分为526分

，复旦大学在四川录取分为647分。 “牛”气何来：就其能够

“牛”的原因，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看。一是与从事工作的

性质有关无冕之王的记者。当然，说是“无冕之王”，多少

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从另一个侧面则说明了记者这一职业的

特殊性。二是就业范围。毕业后既可去一些大众传播媒体，

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从事编辑、记者工

作，又可以去网络公司或广告公司从事文案、广告设计、广



告策划与管理工作。三是就业前景，对新闻类专业的就业前

景，业内人士普遍看好，他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新闻传

播业将会快速蓬勃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较大。 友情提

醒：要注意的是，随着逐步与国际接轨，市场竞争的加剧，

国内的新闻传播业迅速整和，这样竞争力弱小的就会被淘汰

。与此同时，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也会逐步提高“门槛”。 工

商管理(类) 出现次数：14次 排名：并列第三 排名细说：从8

所大学录取分数的专业排序看，最具竞争力的应是北京大学

，不仅在北京、广西、河南3个省市中都居本校第一(分数分

别为625分、666分和644分)，而且在四川和吉林两省也分别

以663分和666分同居本校第三；兰州大学的工商管理在广西

也以602分的成绩排在本校文科专业第一位；武汉大学的工商

管理实力也不可小视，在北京、广西、吉林3省市分别以546

分、629分和622分排在本校前5名；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工

商管理也分别在两省市排在本校前5名，其中人民大学在广西

和河南分别为647分和615分，四川大学在河南和吉林分别

为600分和593分；吉林大学的工商管理在吉林以591分排在本

校第四名。 “牛”气何来：工商管理所“管理”的范围既可

以是工商企业和商务，也可以是人力资源和财务，涉及到经

济、商务、企业、产品开发、公共关系等领域，其就业的“

伸缩性”较大。另外随着管理出效益的观念不断被人们所重

视，所以不管是企业还是机关单位，都越来越重视管理人才

的吸纳。有人预测，在未来10多年内，即2020年前，我国将

继续保持管理人员数量大国的地位，中国所需各类管理人

员1000-1300万人，是中国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和热门职业之

一。 友情提醒：由于管理这门科学的复杂性，要求管理人员



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组织协调、分析判断、开拓创新能力，而

且还要包括决策能力、公关能力等特殊的素质和气魄。如果

自己性格不适合作一名决策者或组织者，虽然专业比较“牛

”，但专业选择时也只好绕开。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出现次数

：11次 排名：第五 排名细说：复旦大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不仅在四川和吉林分别以648分和654分排在本校第一名，

而且在广西也以629分的高分排在本校第四位；吉林大学也不

“示弱”，也两次排在本校第一位(省市为北京和吉林，分数

分别为532分和602分)；四川大学虽然没有第一，但在北京、

四川、河南、吉林4省市分别以521分、605分、599分、592分

排在本校前5名，并都“占据”第三的位置，说明该专业录取

分数比较“平稳”；另外，人民大学在北京和四川两地的录

取分也在本校前5之列，分数分别为575分和641分。 “牛”气

何来：和经济学专业一样，国际经济与贸易也与经济“沾亲

带故”，并非经济的“远亲”。所以，能与经济学专业同进5

强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它与经济学专业相比，有更能吸引

考生眼球的地方，就因为它那独特的“名气”。光“国际”

俩字，就足够吸引人的了，何况“国际贸易”四个字听起来

“气势”也不小，就更有杀伤力。其实，很多人看中该专业

，“与时俱进”的思维也起了很大作用正赶上中国加入

了WTO，自然老师、家长还有考生都觉得国际贸易专业一定

会“火”。 友情提醒：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就业与经济

学(类)专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与经济学(类)专业

一样，也难免会受市场经济和就业市场影响，也容易导致新

的就业市场“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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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