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音乐乐专专业业1155人人，，仅仅有有22人人入入本本行行
15个专业入选教育部低就业率专业榜，不少学生毕业即转行

高校设置专业一哄而
上，是热门专业就业率偏
低的主要原因。长江教育
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表
示，学校不看就业情况，盲
目开设新专业、扩大所谓

“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
从根本上讲是不科学的。

2 0 1 3 年 6 月发布的
《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
报告》就已警示，动漫、法
学、英语等专业已经成为
具有高失业风险的“红牌专
业”，报告建议通过削减招
生来改善。面对严峻的就业
形势，高校为了满足新兴产
业和家长、学生的需求，纷
纷开设新的专业。但是，由
于师资、设备等教育资源
不足，一些新设专业“徒有

其表”，人才培养质量不
高。就拿艺术生来说，在招
考方面，大部分艺考生都
是“突击战”，这导致整体
生源基础质量不高。考前
半年或一年接受三五个月
的“突击密集”应试训练，
再广撒网地报上几十所高
校，最后进入一所“二本”或

“三本”高校——— 这是许多
包括播音主持专业在内的
艺考生的“路线图”。对此，
有考生戏言：“高二还是普
通人，高三就成了‘艺术
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博士储朝晖直
言，“就业难，除了人才市
场相对饱和，和许多艺术
类毕业生并不具备从业的
基本素质不无关系。”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电子商务、贸
易经济、生物科学……这些考生和家
长眼中的热门专业纷纷登上榜单，成
为就业“困难户”。播音与主持艺术、音
乐表演、广播电视编导，这些在许多学
校艺考招生简章上频频现身的“星光
熠熠”专业，同样赫然列入全国就业率

“困难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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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设计和汉语言文学

成就业困难大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整理了2012年和

2013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名单，15个本科
专业进入该名单。此外，在公布的分省就业
率较低的本科专业中，我省六个专业上榜。

此次公布的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
本科专业有：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
学、旅游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市场
营销、动画等专业。

在公布的分省就业率较低专业中，美
术设计相关和汉语言文学出现次数最多，
例如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苏、
山东、广东、重庆、贵州等省份，美术设计相
关专业就业率低，而汉语言文学则出现在
河北、吉林、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湖南、
广东、云南等省份的名单中。

据了解，教育部整理发布该名单，是为
了加强对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引导高
校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教育部高教司提
醒，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就业率较低的专
业进行布点控制，各高校在申报专业时要参
考此名单，避免盲目布点、重复设置。

我省低就业率专业

艺术类占一半
根据教育部2012年9月修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除国
家控制布点专业，高校可根据专业目录
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和调整实行备案或
审批制度。

据统计，实施新规后，92%的本科专业
设置权直接交给高校，由高校自行决定设
置和调整专业。专业设置自主决定权的提
高，使得部分高校设置专业的趋利性随之
增加。根据公布的名单，全国就业率较低的
本科专业中，四个为艺术类专业，我省就业
率低的六个专业分别为音乐表演、应用心
理学、音乐学、公共事业管理、艺术设计学、
汉语言文学，艺术类专业占一半。

“艺术类专业招生状况好，学费相对
高，无论综合类院校还是理工科院校，大部
分都设置了艺术类专业。”某艺术类培训机
构负责人孔先生说，近几年，不断有新设艺
术类专业的学校出现。

与此同时，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在高
考前不太会关注将来的就业率。“如果孩子
对专业没有特别的爱好，能上大学是第一
步。”因为高考分数较低，济南的小李在高
二时选择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没有考虑过
将来就业难的问题。

专业岗位少

毕业生只能转行
在山东，音乐表演、公共事业管理、应用

心理学等六个专业成为就业老大难专业，记
者发现这些专业毕业生极少从事对口工作。

“我们专业本科有15人，毕业后从事本
专业的只有两人。”山东大学声乐专业毕业
生小刘介绍，音乐学对口岗位较少，转行者
很多。小刘最终从事了传媒行业。

山东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大四学生
小陈则体会到了自己找工作时的局限。她
正备考公务员，查遍今年国考职位表，山东
地区仅有一个自己专业的岗位。“都说我们
专业适合考公务员，但现实是专业对口的岗
位特别少。”小陈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毕
业去向主要是企业的行政管理或人力资源岗
位，但有些企业对这一专业不太认可，更倾向
于行政、人资专业的求职者。

山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
小郭表示，心理学专业岗位选择有限。本科
同学有30%考上了研究生，10%当了公务
员，其他大部分当了心理老师或进了公司
人资部门。“认可心理学的主要集中在大城
市和高层次的单位。我本科时在县城心理
咨询室实习，来咨询的学生很少。”

““时时髦髦””专专业业

遇遇就就业业““红红灯灯””
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动画……教育部最新公

布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曾经挤破
头的“热门”专业如今却遭遇就业寒流。

专业热门一哄而上、遇冷就关门停招，高校专
业设置如何走出尴尬之境？如何培养适销对路的
毕业生？

十年来艺考生增加30倍

近年来，一些综合类、
师范类甚至理工类、体育
类高校纷纷开设艺术专
业。十多年前，只有中国传
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
专业院校设有播音主持专
业。然而，记者1 5日查询

“中国艺考网”发现，2014

年秋季入学，约有148所院
校公布了播音主持艺术高
考招生简章。

中国艺术人才网发布
的《2013艺术教育行业分
析报告》显示，2002年至2013

年间，全国设置艺术类专业
的高校从597所增加到1679

所，艺术类考生人数从3 . 2

万增加到近100万。
与动辄上万的艺考火

爆人数相比，毕业后真正
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艺术行
业的学子，可谓九牛一毛。

《2013艺术教育行业分析
报告》表明，全国各大艺术
院校表演系毕业生，70%

因就业不理想而改行。湖
南某985高校播音主持专
业，2014年共毕业38个学
生，从事与播音主持相关
职业的仅7人，此外还有同
学没找着工作。

此次公布的湖北高校
本科专业最近两年就业率
较低的专业中，中西医临
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
等看似“与大众生活紧密
相连”的专业为何“中枪”？
湖北大学教育学教授叶显
发分析，这些专业本来是
社会需求的，但诸多高校
一窝蜂地设置相同专业，
并在同一时期扩招，导致
就业供需矛盾在现阶段集
中爆发。

专业徒有其表 人才质量不高

频现地方低就业率名单的本科专业

美术设计相关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
苏、山东、广东、重庆、贵州、云南、
甘肃、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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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

连年大学生就业难实
际上是在倒逼高等教育的
深层次改革。教育专家熊
丙奇分析说：“现在一些
211、985高校没有按照自
己的学校定位办学，一些
职业院校也都热衷扩大专
业设置以达到综合性大学
的规模。这导致高校人才
培养的整体质量下滑，人
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针对入列的就业难专业，
叶显发教授则建议，高校
在2015年招生时，应对涉
及的专业采取减招、隔年
招生、停办或转向等措施，
在培养目标上进一步调
整，接轨社会需求，注重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应用
能力。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
马广海认为，学生在选择
专业时不应唯就业率是
从，否则原本高就业率的
专业也会造成人才过剩。
马广海说，就算读了高就
业率专业，如果个人能
力差，也不一定有好前
景。“大学更应注重学生
全 方 位 素 质 能 力 的 培
养。实际上，在大学本科
专业中学到的东西在现实
中能用到的很有限，但在
学校中培养出综合素质高
的学生，到工作岗位上经
过一定训练，都能很容易
胜任工作。历史上很多杰
出的人才都不是从事本来
专业的。”

据新华社

应注重学生全方位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

河北、吉林、上海、浙江、福建、山
东、湖南、广东、云南、甘肃、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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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亚薇 整理

法学
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河
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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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
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湖北、广
东、陕西、青海、辽宁、黑龙江

10

应用心理学

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广
西、四川、广东

8

7
北京、上海、安徽、山东、广东、云
南、宁夏

公共事业管理

6
山西、吉林、上海、浙江、湖南、广西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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