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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9_80_89_E4_c107_335547.htm 在京城某留学中介有

过这样一个案例：小Ａ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在北京大学

读完一年后退学。之后考虑到自己的喜好和未来，选择去乌

克兰读了在国内还不是很热的航天专业，现在已经是大学二

年级，成绩非常优秀。 其实，近年来象小Ａ这样能结合自己

的喜好和未来发展理性选择留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

根据有关统计，出国人群对专业设计的注意率只有９％，去

中介咨询的学生７０％会去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使一些例如

ＩＴ、商业、贸易等专业扎堆、饱和，势必造成未来就业的

激烈竞争，而另外一些专业例如环境、生物工程、材料、医

疗护理、教育、食品加工却无人问津，而往往这样一些专业

又是未来有很好就业前景的专业，于是出现了留学选择专业

冷热不均的现象。 那么，面对各种冷、热专业，想出国深造

的人应该如何理智处理？ “热”里选名校和冷专业北京金吉

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王铁军表示，现

在的确有学生选专业扎堆的现象，但是不能说热门专业绝对

不能选，而要刻意去选一些冷的专业。他建议在能力许可的

范围内，还是应该首选选择名校的热门专业。例如现在一直

很流行的ＭＢＡ专业，如果学的是一个世界知名商学院的Ｍ

ＢＡ，那么回国发展的前景自然是比较理想。同时对于冷热

的选择应该看你未来发展的区域，如果想在国外发展自然关

注的是当地职业前景，反之则应该看国内市场。 据业内人士

介绍，热门专业申请的人多自然就会难申请，因为要择优录



取。不过就是热专业也有一些需要专业支持的学科少人问津

，例如现在很火爆的商科，大部分人会选择ＭＢＡ、国际贸

易等，而同样是需要专业支持的商科里的会计专业、金融专

业等其实是热门里的冷门，但是这些专业未来一样有好的就

业前景。例如很热的ＭＢＡ，它在澳本土就很细化了，运动

管理、房地产管理等都有细化的科目，需要的是新鲜的概念

。 不要轻易放弃本专业尽管专业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宽泛，但

专家建议申请留学的本科毕业大学生，不要轻易放弃本专业

。一方面一些留学国家转专业手续烦琐，对方学校是要看你

有没有相关的学历背景。另一方面，很多要转专业的学生可

能在国内读的就是一些所谓冷门，例如材料、环境、统计等

，他们到国外留学学习些商科的知识，但是这些冷专业在未

来会是竞争少、前景好的专业。澳际的澳洲部经理张亚囡老

师也表示，尽量不要换专业，因为这些涉及到签证申请的可

能性和未来读下来的可能性，例如学英语的转到会计难度就

很大，有的东西不是一下就能跨到本科，现在有２０％的学

生存在跨专业现象。 据专家介绍，所谓冷热专业是相对的，

一些热专业里也有没有被关注的项目。如果在国内学的就是

所谓热门专业，那到国外可以读跟这相关的但是更专业的一

些课程，或者在能力范围内选择名校。但最终的还是根据专

业、国家、自己经济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考虑。 转专业有办法

虽然转专业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并不是说人力不可改变的。

有关专家给大家介绍了两条途径来实现转专业的申请：一是

在国内读一个跟你想申请的专业相关的在职研究生；二是搜

集一些能证明你在这个专业上的确有兴趣的材料，例如在大

学时候参加相关的选修课程、课外活动、所获奖项等，充分



证明自己有兴趣和能力读这个新的专业。虽然这两个方法不

能保证一定能成功转专业，但是会提供一些帮助。 相关链接 

未来１０年中国有潜力的９大科技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生物

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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