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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高考在即，对于学生而言，“大学
专业”成为人生选择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普遍趋势是大学
的专业调整也越来越频繁，今年国内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2800余
个专业布点，占目前专业布点总数的4.5%。

从这些调整中，能否读懂未来发展的方
向呢？

◆跨学科融合趋势

今年科技界最火的事件莫过于Chat GPT
的出圈，人工智能专业也再次成为热门。

不过，从近两年高校新增专业的布局来
看，单纯的“人工智能”专业新增学校数量呈
下滑趋势，2019 年“出道即巅峰”，此后逐步
减少。

像“智能科学与技术”这种大类专业，增
长趋势也减缓，近三年新增学校数量都是个
位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工具，融
入各个领域。基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交
叉学科专业在近两年遍地开花。

根据教育部近三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人工智能技术
与23个学科交融，衍生出像“智能水利”“智
能林业”“智能飞行器技术”等新兴专业。

其中，“智能制造工程”最受欢迎，近三年
有176所学校新增了这一专业。

与人工智能相似，数据相关专业也呈现
交叉、融合的趋势。

2017年，250个学校新增“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此后，基于数据资源、数字
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专业强势破圈，在
2022 年超过人工智能，夺得新增数量的桂
冠。

◆高新工科回归

除了上述交叉学科外，值得注意的是，近
几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工科专业
的“复苏”。最典型的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专业。

早在 2010 年，深圳大学最先开设该专
业，但十年来一直不温不火，仅有极少数学校
开设该专业，直到2019年新增该专业的学校
数量都为个位数。

相关人才培养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也
限制了产业增速。从产业发展规模来看，虽
然国内集成电路产量逐年提高，但由于需求
旺盛，集成电路的对外依赖度较高，还存在较
大的贸易逆差。

转折点在2018年。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更加注重集

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这也直接反映在近两年开设相关专业的

学校数量上。此外，新能源产业、储能产业的
发展，也相继带动了一系列新专业的热度。

以储能产业为例。根据CNESA全球储
能项目库的统计，近两年国内储能行业发展
势头迅猛，截至2022 年年底，国内已投运电
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59.8GW，年增长
率达到38%，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25%，且规
模还将继续增长。

相应的，“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便在各
大高校兴起。例如，上海理工大学就是在
2020年第一批新增该专业的学校之一，依托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满足国内对储能领域
人才和技术的需求。

◆与时俱进的“瘦身”

高校每年专业有增必有减，撤掉专业的
原因有很多，包括生源不足、教育质量不高、

就业质量不佳、学校教育方向调整等。
虽然原因不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定位更具体、培养
更聚焦”。

从近12年数据来看，高校对管理类专业
的调整最为频繁。例如，“公共事业管理”和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被最多学校撤掉
的两大专业，且还处于上涨趋势。

许多网友调侃，在部分学校，管理类专业
的授课内容太过空泛，核心课程缺乏竞争力，
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缺少明确的就业方向与
专业技能。

从专业的交替来看，这几年高校管理类
专业“化虚为实”的改动也在进行。例如，
2020年新增的“养老服务管理”、2021年新增
的“创业管理”、2022年新增的“慈善管理”和

“自然资源登记与管理”等，都将管理专业的
知识与更为具体的行业相结合。

◆上海高校发力“工学”

上海近 12 年高校专业变化趋势也十分
明显——不断探索新学科，建立、突出高校自
身优势特色。

若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来看

（以A+学科占比），上海高校的优势集中在人
文社科、医学与管理学上。

而“工学”是目前上海高校发力的主要方
向。不仅在新增专业总量上远超其他学位，
也是全国较早涉足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等新工学领域，符合国家战略发展
趋势与人才需求。

上海各高校在布局学科专业时，也以发
挥自身特色为主，分类、分项协调发展。例
如，同济大学在近12年来不断壮大工程类专
业，在累计新增的22个专业中，超过30%为工
程类专业，包括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等。

而在医学类享有多项A+学科的上海中
医药大学，也在2019年将人工智能与医学结
合，开设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发挥自身优势。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报告——
《未来工作2023》，至少在未来的5年内，人工
智能都将会是影响行业、就业的关键要素。
而从目前数据来看，国内高校专业变迁与当
下主流趋势吻合，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实现
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促使更多的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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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万家灯
火，一头系着发展大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必须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为每一位劳
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然而，在实际招聘过程中，不少求职者仍
面临不同形式的就业歧视：“只要男性”的性
别歧视；拿985、211学校作为硬性条件的学
历歧视；不招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的健康
歧视；只招35岁以下人员的年龄歧视等等。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公平就业权益，我国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相关部门多次发文，严
禁招聘中含有歧视性内容。一些用人单位转
而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将求职者拒之门外。

这些隐形的就业门槛，打击了求职者的
自信心，侵犯了个人平等就业的权利，破坏
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不久前，即将硕士毕业的张岚岚在招聘
平台上，向沈阳一家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投
递简历后，收到婉拒的回信：“温馨提示，该
岗位工作强度大且需要临时加班、出差，较
适合男性。”

“这种隐晦暗示和‘仅招男性’有啥区
别？”随后，她向该招聘平台投诉称遭遇就业
性别歧视，却被平台驳回，原因是“证据不
足”。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用人单位不会公开
表示只招男性，而是转为隐晦地暗示女性入
职、工作、晋升过程中的困难，甚至打听婚育
状况，使得就业性别歧视由明转暗。而要破
除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还需要建立生育成本
社会化分担机制，为女性打造更包容更友好
的就业环境。

隐蔽“考察”婚育情况
在和宿舍同学聊起求职情况时，张岚岚

发现大家都被委婉地问到过婚育状况：“结
婚了吗”“刚毕业应该还没生孩子吧”“要二
胎吗”……有同学被要求填写包含配偶及子
女的家庭关系，还有同学被提示“单位只有

男性值班室”。
事实上，像张岚岚和女同学们这样的求

职遭遇并不少见。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了
一份3.9万名职场人士参与的《2023中国女
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61.1%的女性在
求职中被问婚育状况，远高于男性的21.5%。

记者了解到，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启事
和招用环节虽没有限定性别，却在面试等过
程隐蔽地“考察”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并
以此作为其能否被录用的重要因素。

“门槛”不仅存在于求职时期，还贯穿于
女性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什么时候结婚、
生小孩？都成了女性在职场中难以回避的
问题。《报告》指出，相较于男性，婚育是女性
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尤其是育龄女性。

谈到职场妈妈面临的晋升障碍，刘淑君
觉得自己很有发言权。从事会计工作的她，
连续3年被评为部门优秀员工。而从职员晋
升至副部长，她花了11年时间，部门其他同
事“基本干3年到5年就会获得升迁机会”。

在刘淑君生育第一个孩子休产假时，公
司就着手招新人接班，使得她产假没休完就
匆匆返岗。“公司总觉得我孩子小需要照顾，
迟迟不给晋升。”直到小儿子3岁后，她的晋
升才被提上日程，但公司同时给出附加条
件，要求“工作时间尽职尽责，非工作时间也
可应酬和工作”。

隐形增加维权取证难度
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工

作，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出台政策措施，
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妇女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不得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
标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归结
了5类易发生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并加以
禁止，包括除个人基本信息外，不得进一步
询问或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不能将
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
（聘）用条件等。

法律层面如此重视且规定细致，为何用
人单位的性别歧视行为依然不绝？

“上岗前说好适岗 3 年，不到半年就生
娃，3年生俩。”记者从工作13年的HR陈勇
口中，听到了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他认为，
女性就业歧视主要原因是，企业认为女职工
会因生育“耽误”更多时间和精力，降低工作
参与度和劳动效率，无形中增加了用工成本。

投诉被驳回后，张岚岚没再继续申诉。
虽然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电话沟通中明确表
示“只招男性”，但她没有录音留证，“仅凭邮
箱回信，有些证据不足”。隐形的就业歧视
增加了劳动者取证难度，加上多地对这一行
为惩处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
业性别歧视。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会法律专家孟
宇平表示，现行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条文
分散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
中，缺乏保障实施机制，“虽然可以用侵犯名誉
权来起诉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但由于维
权成本的问题，实践中并不容易实施。”

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
针对就业性别歧视行为，一些省市明确

了行政处罚标准。今年初，北京市人社局印
发《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明确
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以性别为由拒
绝录（聘）用妇女，最高可处五万元罚款。

在陈勇看来，显性的就业歧视较易识
别，惩处起来也有效果，而对隐性侵权行为，

“仅靠加大惩处还不能解决问题”。
“对用人单位尤其对中小微企业来说，

追求的无外乎员工队伍稳定，降低经营风
险。相关部门在加大对就业歧视行为惩处
力度的同时，还应考虑到企业利益诉求，通
过政策引导其规范用工。”陈勇建议奖罚并
用，对严格落实女性平等就业权的企业加以
奖励，或给予税收优惠、房屋租赁等方面政
策倾斜，提高企业招用女职工的积极性。

一些用人单位总觉得招聘女职工会增
加负担。而上述《报告》显示，不少职场妈妈
比其他职场女性更拼，48.5%的受访职场妈
妈每天工作 9 小时以上，高于未婚女性的
34%、已婚未育女性的39%。54.7%的受访女
性认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是“企业
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

孟宇平认为，要纠正和防止就业性别歧
视，还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一
方面政府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保障生育公共
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加大对托幼机构的建
设力度，帮助女职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好
平衡，提升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财税
补助政策、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等渠道，
适当分担用人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进而为
女性求职者营造公平就业的良好氛围和环
境。（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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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后应如何选择专业

求职被盘问求职被盘问““婚育婚育””，，性别歧视何时休性别歧视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