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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你能够从全球各大名校各个专业Hiall团队成员的亲

身感受中更加深入的从多方位、多角度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

。 8.1 材料学类 8.1.1 未来支柱工业之一的材料学专业（美国

斯坦福大学 沈泳星）沈永星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专业：材料

科学与工程现在就读院校：斯坦福大学 专业：材料科学与工

程 1. 当初读专业前，不知道的重要信息以及存在的误区。 材

料专业在国内的发展只能算是在起步阶段，所谓的“开发新

材料”的工作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放在本国来做，或者由从事

具体领域的人来做，比如原来读电子的做电子材料。所以目

前本专业产学研脱节情况比较严重。 人类使用材料的历史源

远流长，“材料”的范围包罗万象，但是具体到每个学校的

材料专业在从事什么材料的研究还得具体去了解。 2. 请列举

这个专业最好的三点和最不好的三点。 优点： 1） 未来支柱

工业之一，受到国家重视。 2） 需要的基础知识范围比较广

，除了数理化以外还需要电子和计算机等知识，利于打好今

后的基础，也利于转行。 3） 子学科多，今后择业的范围广

。 缺点： 1） 不好回答“学材料是学什么的”这样的问题。

2） 由于基础知识的范围太广，学习负担比较重，同时容易

造成在各个领域都是“半桶水”，好多东西好像都学过，但

是以后用到的时候又要重学。 3） 做材料必须和具体行业结

合，所以用人单位一般不会说要“材料专业”的学生，找工

作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说明。 3. 就贵校情况谈谈该专业出国的



难易程度，相对出国、读研、找工作的比例。 我毕业那年本

科毕业出国的比例大概是7%，去的最好的学校是斯坦福大学

；2004年有去麻省理工学院的。读研和工作的分别占82%

和11%。 4. 请分别阐述该专业目前在国内、国外发展趋势。 

清华的材料系很大的人力资源放在陶瓷材料上，同时人工骨

等生物医用材料也开始进行临床实验了。另一方面，也有人

踏实的在作偏科学方面的研究。 斯坦福的材料系的主要研究

领域是电子材料、纳米技术和有机电子器件，都是热门或者

新兴的领域。热门的东西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还会是主流

，而太新的东西可能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应用。 5. 该专业

出国的中国学生转专业的人多否？都转到哪些专业？是否容

易？ 比如：申请数学出去的，很多人都转了专业，过去之后

很多人转计算机、金融等专业，而且比较容易。 斯坦福本系

的没有，外校同样专业的就不清楚了。其实斯坦福大学里专

业间的壁垒并不明显，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学生可以到本

系或者外系找导师，只要双方都愿意，“系”和“专业”的

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做什么。 6. 该专业在国外就业

前景如何及相对薪水水平如何？ 跟具体方向关系很大，斯坦

福材料系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属于电子材料的范畴，可以进

硅谷的电子工业界。根据EE Times 的统计，设计和研发方面

的工程师前几年薪水一直在涨，平均年薪从1994年的$59,800

涨到2002年的$89,100，但是2003年回落到$88,900。美国人2003

年的人均收入是$40,000。 自我陈述（作为过来人，对于将要

面临志愿填报的高中生，如果他们本科毕业后有直接出国的

打算，在专业选择方面你有哪些经验可以传授？） 理工科最

容易出国的专业还是最基础的学科：数学、物理和化学，而



且出国专业的选择比较灵活，尤其可以选择基础科学班，这

样还能享受到学校的照顾；生物、化工和材料等也比较容易

申请；环境、土木、水利和石油这种容易找到对口的专业。

电子和计算机竞争就比较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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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