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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83108.htm 生命科学研究、生物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健康、食物、能源、生态、

环境等重大问题开辟了崭新的路径，因此，生物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总会受到世人关注，而成功者俨然成为科学界闪亮的

明星。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报读生物学专业。我国

生物学专业目前的就业情况是否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出路：

四大就业通道 与计算机、电子等热门专业或化工、机械等传

统专业相比，生物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作为一个发

展迅速的潜力专业，生物学专业的前景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认清形势，找准定位，未雨绸缪，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长期

规划，创造更好的条件迎接未来的挑战。大致而言，生物学

专业的毕业生主要有四个就业通道： 通道一：工业、医药、

食品、农、林、牧、渔、环保、园林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

行政管理部门的研发人员或技术员 该方向按照待遇及工作环

境从高到低可分为以下几类: 1.跨国公司或较大的生物技术外

企的技术支持。如宝洁、玛氏、联合利华、伯乐公司等。这

类公司主要招收名牌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待遇非常不错

，福利优厚，培训机制也很完善，而且大公司的从业经历也

能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提供较高的平台。此类单位可以说是生

物学专业的最佳出路，竞争相当激烈，对英语水平有很高的

要求，尤其是口语。 2.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检验员。在国家

公务员报考专业中尚未发现专门招收生物学专业的，如果报

考不限专业的公务员岗位，就只能挑战“百里挑一”的录用



几率了。毕业生一旦被事业单位录用，工资一般都在2000元

以上。相关事业单位主要有疾控中心（CDC）、物证中心、

食品检验处等，但相关岗位的人员需求较少。以北京为例，

每年招收的也不过十几人，且以当地生源为主。这一类岗位

需要很长的时间准备考试，并且考后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面

试、审核等，且招收人数较少，竞争激烈。不过，这类岗位

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不高，且工作稳定，工作强度不大，福利

和各项保障也比较好，是生物专业女生的首选。 3.生物技术

服务公司或非事业型科研单位。生物技术服务公司如上海生

工、北京奥科、申能博彩、北京博奥、三博远志等，这些公

司一般以引物合成、测序等业务为主，其技术人员主要是操

作测序仪、合成仪，工作烦琐、技术含量较低，时常需要加

班。硕士毕业生的待遇在2000～3000元之间。科研单位如华

大基因、北大生命科技园等对专业基础的要求则比较高，研

发工作的辛苦和枯燥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如果想在生物科

技领域“出人头地”，不妨试一试，因为在这样的工作环境

下能学到一些技术，培养良好的科研能力。但毕业生刚开始

工作时，待遇一般，如果能获得研究成果，会有一定的提成

和奖励。 4.酒厂、生物制药厂等企业的技术人员。目前社会

上有不少民营企业，如生产木糖醇、酒精等产品的企业也招

收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岗位大部分是技术员，工作比较辛苦

。但这类岗位待遇相对不错，如张裕、青啤、五粮液，待遇

较高，硕士毕业生刚工作就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的月薪，工

作两年后基本上可以成为技术中坚。 此外，生物学专业特别

是微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还可以把目光投向一些生物制药厂

和疫苗公司，现在社会上外资和医院附属的制药厂比较多，



做疫苗的公司也不少，一般研究生会比本科生有更多的机会

，并且待遇要高于本科生。面试前要对所应聘公司的背景、

产品和专业知识等有充分的准备，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通道二：大中专院校及其他教学单位的教师 由于目前的高校

都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因此高校对生物学教师的需求

也有所增加。但高校对学历的要求较高，硕士毕业要想进一

线城市的院校或重点大学有一定的困难。一般大学各个院系

可能会留有一定的留校名额，可以去尝试一下。 除高校外，

毕业生可把目光投向初中和高中学校。因为高考改革，生物

课在“3 X”模式中占有比较重的分量，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

，生物都被提升到与物理、化学等科目同等重要的地位，这

样中学对生物教师就有了较大需求。据了解，发达地区重点

中学的教师年收入高达6万元，而欠发达地区普通学校教师的

年收入则为2万至3万元，学校还能提供各种保险。对有意从

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建议考取普通话等级证书和教师资格

证，在校期间多参加一些教学实践。千万不要认为硕士毕业

后成为中学教师是大材小用，很多中学教师在工作若干年后

也纷纷回到学校继续充电。作为研究生，只要表达能力和专

业功底不错，应聘中学教师的岗位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通

道三：继续深造或出国 很多人是出于对生物学的热爱而非功

利性目的选择学习这个专业的，毕业时他们并不愿意放弃所

学投身其他行业。要想成为生物学领域的精英，必须具备很

强的科研能力，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选择了考研，而研究生

毕业时，考博或出国又成了他们继续深造的途径。 一般来说

，如果不是跨专业，本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是比较好考

的。同时，选择一位好的导师也可以为以后的继续深造提供



良好的基础。由于不同的导师其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差异，这

对学生未来的深造方向或就业方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

此，考生报考研究生前，不妨先参考一下欲报考导师所带的

研究生的就业情况。 在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

话：“学生物将来不是出国就是赌博。”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却点出了生物学专业毕业生的另一条重要出路。生物学专

业申请国外高校读研的奖学金会比其他专业容易些，如果没

有必然的把握，则要做好自费的准备。相对来说，生物学专

业在国外会比国内就业相对容易，但和国外其他一些专业如

计算机、电子等相比，在收入上仍有一定差距。 通道四：转

向销售、管理等行业 销售、管理类职位的门槛比较低，沟通

能力、耐心和毅力是必备的素质。与其他职业相比，销售、

管理具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对于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

，进入生产生物制剂、生物器材等产品的企业做销售、管理

也称得上是学有所用。建议研究生在校时多关注市场调查、

策划（包括策划报告撰写）、销售技巧等方面的知识。 争鸣

：生物学就业是寒流还是暖流？ 正方：21世纪是生物世纪，

生物学专业就业前景广阔。 20世纪后半叶，生物学领域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突破性成就，使生物学

在自然科学中的位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可以预见，在不

远的将来，生命科学将成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甚至有人

预言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的确，生命科学对自然科学所起

的巨大推动作用，决不亚于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

。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评出了1995年～2002年各年度的

十大科学成就，生物学科技成果连续6年占据半壁江山。现今

，人口、环境、食物、资源与健康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



解决，也都要依赖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可以说，生物

学专业已渗透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生物学专业人

才的就业前景广阔。 反方：国内生物学产业化任重道远，生

物学专业就业前景堪忧。 尽管生物学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

已是必然趋势，但与IT行业相比，我国的生物技术行业的产

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药、保健等相关产业并不发达，

不足以吸纳过多的毕业生。而随着国内高校扩招，除了综合

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开设生物系之外，很多二类院校也都开

设了生物系，招生人数大幅增长，就业竞争自然很激烈。 生

物学毕业生最对口的行业是生物技术行业，而当今生物技术

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尖端层面，所需要的人才层次很高。

查阅国内知名生物企业的招聘广告不难发现，它们大多要求

毕业生具备硕士或博士学历。生物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对口

率较低，因此大多数的本科生都选择考研继续深造。以南方

某高校为例，该校2003届生物技术一个班31个人中，只有3人

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18人考研，其他10人则分别转往销售

或其他行业。有关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生物学相关专业考研

率平均水平达到了38.76%，个别专业已经超过了50%，远远高

于其他专业。 展望：生物学的曙光 虽然目前我国生物学的就

业情况不容乐观，但如果可以提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

同样可以在生物学领域大展拳脚。 近年来，全球生物产业得

到了快速发展。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一批新兴

产业正在快速形成。相应地，我国对生物产业方面的重视程

度和投资力度也在逐年增加。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把生物

产业作为战略产业重点发展，目标在2020年，全国生物产业

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以上，成为高技术



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07年，我国生物

产业更是持续快速发展，产业总收入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

长24%。 随着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生物

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激增，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大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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