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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641282.htm 曾几何时，“交叉学科”成为

了研究生专业领域的热门词汇，许多学校都在打通学科门类

界限，努力争取打造“大学科平台”。“合作实验室”，“

联合培养”等新模式雨后春笋般在211学校中间纷纷建立。一

批“交叉学科”的新专业也出现在研究生学科招生目录上，

成为许多学子的目标对象。 “交叉学科”到底仅仅是“看上

去很美”，还是真的含金量十足？神通广大的孙猴子上天入

地才求得了医治人参果树的灵丹妙药，特洛伊王子把光彩夺

目的金苹果判给了美神却挑起了人间大乱。交叉学科专业是

不是值得许多人跨系、跨学科报考？是不是看似光鲜却隐藏

着隐患？新嫁衣可试，但专业选择却只有一次。冷静分析，

细心思考，交叉学科专业的魅力与误区是什么？来听一听跨

考教育咨询专家曹先仲老师的分析，有心人自会做出适合自

己的判断。 【交叉学科名片】 横跨两个一级学科门类的专业 

“交叉学科”其实是个很早就出现的名词，并不新鲜。由于

现有的学科是人为划分的，而科学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根据

人们的认识水平，过去只有天文学、地理(地质)、生物、数

学、物理、化学六个一级学科；而经过20世纪科学的发展和

交叉研究，又逐渐形成了新的交叉学科，如生命科学、材料

科学、环境科学等。现在的学科被划分为哲学、理学、工学

、文学、医学、教育学、历史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等数个一级学科。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交叉学科”专业

，指的是横跨两个一级学科门类的专业，或者兼顾两个方向



明显有区别的二级学科。比如，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农学为

主要研究方向但是学位颁发管理学；传媒经济专业，名为经

济，其实是文学硕士；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分支，但主要

在理工类学校开设，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更多的

其实是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等复合性学科，以

技术结合为导向的居多。 【风险分析】 得失之间要靠自己综

合权衡 选择交叉学科专业的学生，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供参考证明其前景光明与否。

人参果好吃，要使用专业工具来采摘，还要有专人看护，还

得不能放置时间太长，如此麻烦，想一劳永逸也难；金苹果

好看，至于好吃不好吃就说不准了，但是留下无穷后患确是

肯定的。有利也有弊，有收益自然有风险，得失之间，要靠

自己综合权衡。首先说说交叉学科本身。 正说交叉学科：新

颖多样 朝气蓬勃 从跨考服务过的学员来看，许多同学跨考这

些专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改变自己的学位，从纯理论

型专业向应用型专业，从纯文科专业向经管结合型专业转变

。比如许多理科专业的本科同学，诸如物理学、应用化学、

计算科学、力学等同学纷纷向电子、化工、软件、航天、船

舶等工科专业跨考；中文、历史、哲学向对外汉语、新闻、

旅游、文化管理方面跨考。虽然说文凭并不能定终身，可是

在申请大企业校园招聘的时候，网申就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关

。在专业的那一栏，许多专业比如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专业

，即使在食品工程方面很有特长，最后还是要填教育学；人

力资源公司、公共关系公司和心理咨询公司对心理学专业情

有独钟，可是偏偏许多心理学专业颁发的也是教育学文凭。

这也让许多同学在本科时候打定主意要改变自己的学位现状



。 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前景不明朗，做两手准备似乎更加明

智。尤其对于一些缺乏技术排他性的专业，能够在不同领域

都搭上关系好像是上了双保险。考研本身就是个很复杂的艰

难过程，费尽周折，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能够在未来面对

职场时迎接不同产业的挑战。还有的同学觉得即使是要继续

攻读，也不想让硕士阶段就把自己的专业限死，博士阶段还

想继续观望一下，选择更符合自己特点的方向。比如政治学

的同学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国对外经济研究等方向，

拉近与经济学的距离；矿业工程的同学选择数字矿山及计算

机应用、安全技术与工程计算机应用、人工智能与仿真安全

技术等方向，拉近与自动化、系统工程的距离。这样的想法

普遍存在，许多希望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知识的同学也为之心

动，也为跨考创造了机会。 由此可见，交叉学科有许多吸引

人的地方： 名字响：首先，名称更有“说服力”。别小看专

业名称的“字面含义”，传统的专业往往给人沉闷刻板的形

象，而新出现的交叉学科专业似乎更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用

人“口味”。在人们印象中历史、中文、数学、物理学、教

育等专业一直以来都似乎与“教师”、“公务员”挂钩，许

多用人单位面试时候，常常开门见山地问这类专业的学生为

何不选择当老师或者考公务员，这种专业上的小小偏见似乎

对毕业生很不公平。但不可否认，缺少应用性，缺少专业的

上的排他性，传统专业在现代职场上相对缺乏竞争力。本科

找工作的时候，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往往会比会计学最先得到

落实，其次可能是市场营销、国际贸易，比起这些交叉学科

专业，经济学专业的就业表现就相对不容乐观。 万金油：能

具备两个甚至多个学科的特点，“复合型人才”是不是更抢



手？新闻学毕业生面临的一大竞争压力就是许多经济类、计

算机类、外语类人才的挑战，因为有专业背景作支撑，只要

稍微表现出一些文字的敏感性就很容易击败科班出身的他们

。在强调专业化分工的年代，有一技之长往往能克敌制胜。

证券公司、咨询公司在招收行业分析人员的时候一般注明以

下条件：硕士或者博士，IT、医药、电子、机械等相关专业

毕业或者由相关从业经验。这可难坏了经济金融类有志进入

这些职业的学生。所以许多财经学校的人文学院都打出了“

财经新闻”的特色牌，许多科技大学的管理学院以“工程管

理”为特色，不少理工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学科带头人一定

要引进工业贸易方面的专家⋯⋯ 新亮点：适应时下需求，有

发展前途。许多公司在校园招聘时，对于专业要求相对较低

的职位，比如一般性销售代表、综合管理等工作，倾向招收

有高度团队协调能力、人际交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的综合

人才，因此往往会注明不限专业。但事实上，如果毕业生能

经常接触日常经济环境，了解经济形势，在敏感性和成熟度

方面会更符合用人标准。交叉学科专业因为能够结合两个专

业的不同知识，似乎更加容易适应全方位发展要求。比如北

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是工商

管理类项下的分支，但是招生对象侧重于有理工科背景的同

学，并且最好有项目经验，为的就是以后能适应科技类、技

术类企业的管理工作。而清华大学在土木工程系、水利水电

工程系都开设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建设项目管理

、建筑施工技术、房地产项目管理方面有特色。 反说交叉学

科：火试真金 有待时日 选择交叉学科专业，非常重要的是结

合自身的特点。一位学国际贸易的同学，跨考进入中国传媒



大学读传媒经济学，后来发现获得的是文学硕士。临近毕业

找工作的时候，电台、电视台、报社青睐编导、新闻或者出

版专业的毕业生，而经贸企业对该专业的专业素质不确定，

对文学硕士的头衔也存在颇多疑问，于是产生了“夹缝效应

”，该同学的专业成了被“边缘化”的典型，后来他进入一

家出版机构从事发行工作，也不是其经济学专业的初衷。部

分学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颁发管理学文凭，而该专业和高

等教育学、课程论等专业比起来，既非基础学科不受国家专

业照顾，也非教育机构吸收人才的重点专业，很难找准自己

定位。因此许多原本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想避免大

规模竞争而选择交叉学科，反而发现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原专

业，进入到新的领域，还需要调整适应。 选择交叉学科专业

的另一误区就是容易让原本坚定的同学变得游离。比如法学

专业的同学很多都想成为执业律师。而有的同学被保送到了

林业法哲学(北京林业大学)、地质遗产等自然遗产法律保护(

中国地质大学)等和其他专业界和高度紧密地专业时，法学和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业目标越来越远。还有的同学抱着

能转变未来发展方向的目的，例如有的学理工科的同学觉得

学习很辛苦，于是向转向文科从事文职工作，报考科学技术

哲学，专攻科技文化传播。但发现与该专业适应面狭窄，除

了科技类报社、科技局、科研协会等实在是很少有直接对应

的用人单位，而传统的传播媒体又是极具挑战的行业，竞争

压力也很大。性格因素、专业素养都非常关键，也并非养老

之地。 因此，交叉专业究竟立足点在哪，是不是值得推荐，

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社会认可度：交叉专业多长时间才能被

大家认可？总体上看，新闻出版业还是中文系、新闻系的人



才占主导地位，“基础扎实，踏实稳重”是基础学科和传统

专业人才的一大优势。交叉学科专业往往被人认为“华而不

实”，是“五技鼠”，缺乏底蕴。事实上，越是名称听起来

华丽的专业往往越容易出现在高职、大专的学科目录上，研

究生专业培养目的不是求广而是求精，是典型的金字塔形培

养模式。所以是否这些专业的影响能够渗透到那些三四十岁

大部分揣着传统专业毕业的“主流人士”身上，还不太确定

。交叉学科专业最忌讳学而不精，如果不能在两方面都有所

建树，其实只是等于“双学位”。比如新闻学往财经新闻发

展，最好能在相关的经济类媒体有实习经验，如果连“金融

时报指数”和“穆迪指数”具体含义都解释不清楚，很难被

用人单位信服是否有经济知识专业素养。 学术实力：为什么

其他重点高校不开？是否真的是结合了双方特点，还是闭门

造车自圆其说？评价交叉学科专业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方

面就是看是否能发挥两方面的特点，从而发展出新的特色。

这必然要求开设交叉学科专业的学校在两个学科方面都有比

较强的优势，否则就是近亲繁殖或者是不良结合。交叉学科

专业的导师或者学术带头人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某一领域的

知名学者或者是自身有多学科背景，很难发挥出真正的结合

优势。在传统学科研究领域，除非有相当强的学术实力，研

究生在发表论文方面颇有难度，而如果选择交叉学科打擦边

球，发表文章就相对容易很多，这也成为许多学校增设硕士

点的手段之一。因此转换个思路，看某一学校的某一交叉学

科专业是否值得报考，如果对导师不甚了解，就类比一下学

科设置类似的一些老牌重点大学，看是否也有相关专业。比

如开设经济伦理学的院校，许多都为师范类、理工类，而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经济学和哲学阵容都很强大的综合类院

校却没有开设。在仔细考察导师之前，自然要心存几许疑问

。 发展前景：短命学科还是未来潜力股？多年前，电子商务

、对外汉语等专业一时间成为大热门，而现在已经很难恢复

到以前那种夸张的报考比例。与之相对应，中文、历史、哲

学等基础学科一直存在于各大高校的专业目录中，而且招生

人数保持平衡或者略有增长，报考比例也相对稳定。90年代

初期，伴随着房改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许多学校纷纷开设了

房地产经济专业，而现在经过合并和拆分，已经在二级学科

中取消，成为产业经济的一个分支方向。同样，会展专业也

是几起几落，但大部分重点大学都没有大规模的招收该专业

的学生。交叉专业的生命力需要时间来考验，也需要毕业生

的实力来证明。理工类专业的交叉学科，大都有具体的项目

来支持，依托某个实验室或这是长期研发项目，因此其实是

往更高、更精的层次发展。比如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开设

了生物医学光子学、信息光子学与技术等专业，还特别注明

报考光子学与技术专业的考生，必须在备用栏中明确注明报

考光子学中心、还是光电材料研发中心纯物理学与材料学、

电子学相结合而衍生出不同的发展方向。而文史哲等理论类

专业的交叉学科，似乎并不能达到以上效果。 【报考策略】 

个性、优势和职业规划均需考虑 交叉学科的专业有很多，就

像鸡尾酒，不是看上去五颜六色的就一定好喝，选择适合自

己的专业非常重要，否则利弊得失都将是纸上谈兵。 选择标

准一：符合自己的个性 专业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

合；专业再吸引人，自己不喜欢也很难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有句话叫做“态度决定一切”，其实性格因素对于交叉学科



专业选择尤其重要。偏重理论型的交叉专业，比如传媒经济

学(文学)、经济伦理学(哲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学)、教育社

会学(社会学)、企业文化研究(政治学)等专业，需要有比较好

的发散性思维和联系能力，能够独立进行调查、文献检索、

发表论文。而对于薄膜材料及物理(物理学)、新型光电功能

材料(光学)、计算生物力学(生物医学工程)、生化分离与新材

料分析(分析化学)等需要大量时间泡在实验室里的实践性强

的专业，学习往往非常枯燥和辛苦，需要考生具备良好的耐

心和抗压能力。而且这类专业导师的作用非常重要，所谓“

要跟对人”就是这个道理。 文科类交叉学科专业比较适合性

格活跃，沟通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好的同学，因为这类专业

大都在社会前沿，要和实际接触调查取得研究资料。有人羡

慕历史学、哲学、中文的许多教授给企业老总开“国学班”

的教授，要知道没有一番苦心是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经典案

例的，而且如何与理论联系也是个人的修为。一位本科读物

理学专业、硕士读材料学、博士读中科院微电子封装技术的

同学告诉曹老师，自己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基础专业到交叉学

科高精尖专业的转变，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能够静的下心，能

够踏实地去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不仅1000多页的专业资料几

个星期就要熟悉，实验室的工作一泡就是一天，没有点专注

的精神是肯定坚持不下来的。 选择标准二：符合自身优势条

件 跨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看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符合对方

学科的录取条件。很多同学只是一味的考虑专业是否有前途

，而忽略了自己是不是能够一定能被录取。即使上了线，复

试阶段的面对面交流更加重要，在放松了过线比例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考生自身灵活性和知识基础的检验。 交叉学科很



多都是在一个学科的基础之上，附加另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

科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问。比如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环境污染防治法学”、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政策伦

理学”、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的“生态法哲学”和“林业法

哲学”(法学理论)、中国石油大学“国际石油合作法律问题

研究”(经济法学)⋯⋯这些专业都是在一个大的平台基础上

，比如法学、哲学等加入了其他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做架构

，但侧重点其实是那些具体专业。这样，对于本身是环境科

学、公共卫生、生态学、林学、石油化工等学科的同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换专业学位类别的机会；而对于法学

、哲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同学来说，上述的专业知识肯定要

进行涉猎或者关注时下此类问题的焦点问题，做好准备。 选

择标准三：符合未来的职业规划 跨考交叉学科类专业，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以后的职业规划。比如纯理工类往管理科学与

工程、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跨考，文科类往旅游管理、文化

遗产管理跨考，希望从事管理类工作。这就必须考虑到具体

的方向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位授予情况也不大相同，比如教

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部分学校放在教育学院，部分学校放在

管理学院，颁发的学位也分教育学和管理学两类，而且在研

究方向上也分高等院校管理、教育经济政策研究、教育财政

研究等许多个方向，所以如果想在高等院校求得位置的同学

最好选择评估、财政等时下人才需求比较多的方向，如果以

后想在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最好选择教育经济与人力资

源开发方向。天津大学光学的研究生，有的偏向电子、机械

，有的偏向材料科学；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专业开设

了金融数学与精算学、计算机软件和理论、系统生物学等许



多不同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开设了新闻法

规方向的硕士专业，不过前者是新闻学的范畴，后者是法学

理论的分支。名称类似，但是一级学科大类完全不同。想做

记者还是想当律师可能就在此分道扬镳。 编辑特别推荐： 实

用指导：六大热门专业考研报考指南 新生必读：2010年考研

报考知识全集连载汇总 2010年研究生考试报考攻略 考研报考

指南：农学专业院校排名纵览 2010考研报考指南：万事农为

本农学专业概览 更好的互动交流，请进入百考试题论坛 轻轻

一点，好资料即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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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