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应对专业“绝版”带来的变化（节选）

2023 年 06 月 14 日 08:5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大学刚毕业，回头却发现你读过的专业

竟成“绝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

体验？

现实生活中，高校专业的“汰旧换

新”已经常态化，很多人都有着类似的

经历：一方面，很多专业读着读着就没了，只留下一些标本般的名目和“在风中

凌乱”的学生；另一方面，更多的新专业新学科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遍地

开花，受到关注和追捧。

教育部等五部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就提出，到 2025 年，将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这也意味着，在

未来的两年时间里，将有五分之一的专业会产生变动。以中国大学的学科数量和

学生规模，此事牵涉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读过的专业“绝版”了，或者还没来得及“拉开架势”呢，专业居然就退出

历史舞台了，这事怎么看？我想，对此，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怀旧思绪里，生发

诸多不舍。而一味欢呼新变，以追新逐快为务，似乎也有些太过操切了。专业的

去留、更易、存续等等，牵涉经济社会发展、人文学术演进等因素颇多，不可一

概而论，而应理性推进，保质保量。这中间，尤其应避免两种极端化趋势，一是

撤销专业时“一刀切”，二是新增专业时“一窝蜂”。

如今，中国已进入科学技术加速演进、行业产业加快更迭、学科交叉融合发

展的变革期和机遇期，新旧交替的加速，使得公共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等

之前还算时髦的一些专业，已不完全适应现实需求，其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匹配

度也有待进一步调整。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加持

下，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出来，呼唤新的专业匹配，这些无疑是专

业调整的外部大势。

因时而动，因势而变，高层次人才培养从来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投射，

这并不难理解。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在大规模裁撤专业的背景下，不要“一刀

切”，不妨局部保留一些“过时专业”，这既是一种平稳过渡，也符合经济社会



的客观需求。毕竟，发展不是齐步走，而是有着一定的弹性。中国这么大，地区

之间、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存在差异性，这是国情，也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所在。

在一些地区的“过时”专业，到了另外一些地区，或许正当其时。

不仅如此，在新增专业上也应注意不要陷入“一窝蜂”的状态。以人工智能

为例，有资料显示，过去几年国内已有数百所高校开设了相关专业，但师资力量

薄弱、人工智能实践条件缺乏等问题依然是一大困扰。这中间，不排除一些地方

盲目赶时髦、一哄而上追新潮的考量，其结果，不仅会继续制造“短命”专业，

造成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巨大的冗余。

有鉴于此，有关各方既要立足长远，科学布局，健全专业动态评测和信息反

馈机制，以灵活的专业调整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也要多一些战略

定力，多一些沉淀稳健。

而从学生个体的角度而言，也不必过于紧张专业的调整优化。人生有很多舞

台和场景，更有无限的延展、外溢、提升的可能性。无数实例告诉人们，专业只

是入门，不一定是最终的职业，更不会必然限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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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你最喜欢的专业是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专业是哪一

个吗？

2.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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