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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专业的热就业

本报记者 杨佳薇

又是一年毕

业季，各大高校里

大学专业不仅意

味着数年的学习

方向，而且往往承

载着沉甸甸的人

生理想。大学毕

业，能否找到与自

己专业对口的工

作，直接意味着能

否 实 现“ 学 以 致

用”，甚至人生理

想能否达成。

在很多人的

印象中，“冷门专

业”就是没人愿意

报考、毕业后也很

难找到合适工作

的专业。但随着

社会分工的细化

和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一些非常

冷僻的专业，却在

如今就业越来越

难的情况下，在就

业率上独占鳌头，

学生甚至在大三

时 就 被 早 早“ 预

订”，很多“冷门专

业”在毕业生就业

时显现出“大热”

趋势。

在上大学的第二年，石家庄信息工程

职业学院牧文畜牧兽医学院的李陆同时接

到多家企业抛来的就业橄榄枝。今年临近

实习时，他慎重选择了一家北京大型农业

龙头企业，不仅在同行业内薪酬待遇相对

较高，而且有较好的事业发展空间。

“刚接到大学通知书时，对自己的专业

没有信心，总觉得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前

途。”李陆说，但是经过两年的学习和拓宽

视野后，他觉得不仅能顺利找到一份不错

的工作，而且充分认识到畜牧兽医行业的

光明前景。

在畜牧兽医行业，毕业生“抢手”不是

特例。每年大学毕业季，大批优秀的畜牧

兽医行业企业就会前往对口大学校园提

前招聘，生怕招不到人。今年5月，牧文畜

牧兽医学院的全部大二宠物专业的学生

就已经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教学实习，6

月中旬，大型农牧业上市企业温氏集团专

门到学校宣讲，到6月底前，学院又陆续安

排宠物美容驯导机构负责人、马术俱乐部

总经理、行业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农牧电

商和网络学堂 CEO 等进校为同学们拓宽

视野。

“最后一个学生去的是位于北京的华

都集团，月薪 4500 元，转正后还有很大薪

酬提高空间和岗位发展空间。”石家庄信

息工程职业学院牧文畜牧兽医学院院长

刘金奎说，每年向学院要人的企业远远超

出了他们的预期，但由于毕业生人数有

限，绝大多数企业只能空手而归。为此，

企业在学生还未毕业时就提前来校要人，

已经成为该学院一些专业毕业生就业的

新常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畜牧兽医类专业

只是研究怎样给动物喂饲料、给动物看病

的“乡巴佬”专业，如今在就业市场上却相

当紧俏。

“由于人才的缺乏、技术的落后、管

理的不科学，很多畜牧类企业仍然局限

在低水平的徘徊阶段。打破传统偏见，

重 视 提 高 科 学 化 管 理 水 平 ，利 用 标 准

化、规模化生产突破行业发展瓶颈，整

合价值链、合理分配资源，为社会提供

绿色健康、安全便利的畜牧产品，已成

为大多数企业的共识和追求，而招聘专

业 人 才 就 成 为 这 些 企 业 最 迫 切 的 需

求。”在京津冀三地畜牧兽医学会支持

下组织过十届“北方畜牧业人才交流会

暨宠物人才招聘会”的刘金奎说，畜牧

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中最活跃的增长

点和主要的支柱产业。

毕业季，畜牧人才被“疯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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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的高考话题中，对报考专业“冷”与

“热”的讨论已经成为高考前民众关注的高频度

词汇，一些排名很“冷”的专业常被弃如敝履。

有业内人士表示，专业选择中“冷门”的

“冷”，更多的是观念中的“冷”，而并非真“冷”。

个体选择行为是否理性，除个人认知外，还可以

从信息获取中获得解释。如果他们能对信息和

未来环境所构成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充分且理性

的分析，他们的选择才是相对理性的。其实，冷

门专业也有优势。

“其实，冷门专业大多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与

继续深造。”朱玉涛说，除了农科类，很多冷门专

业往往是基础学科或高精尖学科，而选择这些学

科更像选择长线投资，虽看不到短期的回报，但

更利于人长远的发展。如，选择数、理、化等这些

学科，在考研(课程)时往往具有极好的优势，可以

轻松地跨向经济学、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等热门

专业，而这些专业的导师也非常倾向于选择具有

扎实基础学科功底的学生。因此，选择冷门专业

的基础学科往往在考研、考博中极具竞争力。

其次，学习冷门专业，更易成为这一领域的

精英。冷门专业虽不会得到热捧，但是细水长

流，他们对社会发展是持续的、不可忽视的，更是

不易被淘汰的。加之选择冷门的人少，竞争力相

对小，如果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下去，可能很

快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同时，一些冷门专业有

国家扶持政策的倾斜，读书时学费很低，一旦做

出成绩，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不错的保障。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冷门”和“热门”不是

一成不变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热门专业与

冷门专业的更替周期基本为4年到5年。因此，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被认为的冷门专业，在大学毕

业时可能就成为就业市场上热需的宠儿。

据《2017 年应届生就业报告》统计，今年应届

毕业生人数又创新高，达到破纪录的795万人，就

业成为每位应届生未出校门就要感受的压力。在

就业的高压下，“能不能找到工作”成为比“能不能

找到如意的工作”更现实的选择。

但数据显示，56.7%的应届生表示就业岗位与

所学专业完全不对口，只有四分之一的应届生就

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直接对口，其他应届生表示就

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但不直接对口。据悉，

2017 年最受应届生青睐的行业是 IT/互联网/通

讯/电子，其次是金融/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保

险，排在第三位的是服务业/医疗/酒店/旅游。然

而，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专业的就业热度并不与

高招填报志愿时的情况相匹配。

“每年招生时，会计专业一直比较热门，录取

分数一直比较高，但近几年工作并不好找。”省会

某高校会计专业的一名班主任说，班里的不少学

生都选择了和专业无关的工作岗位，“因为很多学

校都有类似的专业，导致人才饱和，招聘单位很少

提供会计方面的岗位了。”

而一直被看作是冷门的农科类专业，近年一

直是就业的热门。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团

委书记朱玉涛称，农科类专业在高招时，常常要降

低录取分数线才能招满学生，基本都是靠调剂，但

是就业不愁。近5年来，农牧企业开出的入职起薪

普遍超过3000元，每年毕业季，企业都赶着来抢人

才。虽然岗位不少是在基层，但一般3年内就会得

到晋升，而且招聘企业中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占主

导，提供的发展空间较大。

“现在很多专业，家长都会望文生义，一说起

农学、畜牧业等专业，就觉得以后工作不好找。实

际上，这些专业无论是就业，还是考研，压力都会

小不少。”负责就业工作的朱玉涛表示，就农牧业

专业而言，开设同类专业的院校少，降低了求职竞

争压力，所以在一些大型企业招聘时，该专业的学

生特别占优势。

刘金奎说，饲喂、繁育、胚胎移植、采血

化验、饲草料销售、疾控防疫……甚至是城

市大型娱乐项目中的宠物乐园，对专业人才

的渴望已经成为行业普遍现象。而与企业

丰富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人才的稀

缺。比如，单就动物医学专业来说，有资料

显示，截至去年9月，全国有百余所大学本

科院校中开设动物医学专业，有近半数学生

选择考研或出国深造，每年直接就业的毕业

生不足3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农牧企业每年

需要兽医专业人才3000余人，再加上制药、

检疫、海关、动物医院等，在未来几年内，畜

牧兽医人才供应仍存在巨大缺口。曾经被

认为招生冷门的动物科学类专业，近几年就

业前景一片大好，已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

点。

而与就业形势好相比，牧文畜牧兽医学

院的动物医学、宠物养护与驯导、畜牧兽医

三个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而且待遇很好，

可是在招生时却始终与“热”字无缘。“不少

人觉得大学毕业下农田、进猪场没什么前

途，却不知道，现在很多大规模农企已经发

展得非常成熟，待遇、环境和个人发展机会

都不亚于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刘金奎说。

在校园招聘会上，为了吸引技术专业

型人才，各企业纷纷秀出各自的福利待

遇，大到过节费、员工旅游，小到住宿环

境、食堂就餐福利等。一家企业在薪酬福

利中，除了提到应有的保险之外，还强调

带薪年休假，甚至在招聘时详细标注了每

日的工作餐“两大荤一小荤两素，还有餐

后水果”的菜谱。

“我们还算招生比较火爆的学校了。”刘

金奎说，牧文畜牧兽医学院的前身其实是河

北省畜牧兽医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工程，这个

工程从2008年开始每年培训的学生近600

人，来培训的不仅仅是养殖户，更多的是有

一定学历想学实际技术的人。“我印象最深

的是为了学兽医放弃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

录取学籍的小邓同学，还有想学宠物兽医放

弃公办医院主治大夫、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带

的石家庄张女士。”刘金奎说，应该说有这个

背景，从2015年首届招生，基本就是爆满，

但是和真正的热门专业相比，还是有一定的

差距。

高招时“冷门”，就业时“热门”

冷专业的优势
容易被忽略

冷在一定条件下
也会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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