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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工商管理
专业本科毕业生规模为 5.5 至 6 万人，就业率
区间在 85%至 90%之间。从数据可以看出，
该专业的毕业生规模较大，总体就业情况尚
可。当然，名校和一般学校的就业情况差别
是很大的。

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就业渠道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各级政府、企业的管理部
门;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类型的咨询服务
等中介企业;三是包括银行、证券公司等各类
金融机构;四是在国内院校继续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或到国外学校深造学习。

除考研外，该专业毕业生到银行、保险公
司、证券公司等工作的都有，部分学生报考公
务员，还有的学生自主创业。从具体岗位来
看，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战略发展部、市场部、
策划部等都需要相关人才。本科毕业生一般
需要从基层做起，研究生毕业后则一般会在相
关职能部门做管理工作。

很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也有顾虑，本科毕
业生没有社会经验，学的都是管理理论，用人
单位会提供管理岗位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吗?
当然，本科毕业生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想直接进入各级单位的管理部门是不太现实
的。缺乏实践的历练也是毕业生求职时最大
的“短板”。如何才能弥补“短板”，使毕业生
在就业求职时更具有竞争力呢？

其实，工商管理专业可以在很多领域里选
择工作。考生可根据个人爱好选择，如企业
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企业投资等方
向。在校期间，考生不要只学一个学科，可以
再选修一个其他学科，如学习计算机、法学、
外贸、旅游管理、物流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或
有选择性地向某一专业领域倾斜，形成“工商
管理+××专业”的复合型知识结构。既懂管
理又懂技术的毕业生，才是用人单位所看好
的“香饽饽”。

另外，很多人抱着一毕业就能进企业当管
理人员的想法也是很不现实的。卓越的管理
能力是要有科学的理念和来自一线实践的支
撑，实践能力是从具体工作和实际操作中积
累的。因此，学生在校期间要有意识地多接
触社会和企业，利用寒暑假和更多的业余时
间，到企业进行锻炼，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积
累从业经验，锻炼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
在求职时才会具有竞争力，也能为今后从事相
关工作或走上管理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鸡肋”还是“机会”?

工商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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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涛 整理

每一个考生和家长都明白，大学专业的选择对今后的就业
乃至一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日前对多
个稳定性好、报考热度较高的专业进行解析，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选取部分备受关注的热门专业分批
推出，为高考生们支招。

本科需求下降 高端人才走俏金融学：
金融学专业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报考热门。根据教

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金融
学专业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 55000 至 60000
人，本科就业率连续三年在85%至90%区间。

中国加入WTO后，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都面临着外国巨型银行、保险公
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巨大挑战。从而加大了国内金融
机构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金融人才，也带
动了金融专业的蓬勃发展。

现在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机会很多，不像 20 多年
前，北京只有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就业选择有限。
而现在除了四大行，还有中信、民生、华夏、招商等股份
制银行。外资银行也越来越多，如花旗、渣打、德意志
银行等。另外，每年还有一些地方性银行也会转成股
份制商业银行，如浙江商业银行就从原来的区域性银
行转变成了全国性的银行。杭州银行、上海银行都在
北京有分行。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越来越广。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向银行及金融系
统。除了商业银行、股份制商行、外资银行驻国内分
支机构以外，还有几大主要去向：一、中央（人民）银
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金融业监督管理机
构。当然，进入这些机构的难度较大，本科生受学历
要求所限会更难一些。二、证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控股集团等风险性金融公
司。这些类型的公司一般要求求职者有硕士学历。
三、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担保公
司等。如果有在银行、证券的从业经历，进入金融租
赁、担保行业中更有作为。四、保险公司、保险经纪
公司。五、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六、上市
（欲上市）股份公司证券部、财务部、证券事务代表
等。七、国家公务员序列的政府行政机构如财政、审
计、海关部门等；高等院校金融财政专业教师；研究
机构研究人员等。

目前，很多热点问题亟待海洋科学专业的人才
来解决，如：深海中的生物是否预示着生命起源，海
洋污损生物如何防治，海洋沉积及油气储藏，海洋渔
业如何发展，近海污染如何治理，海岸带如何管理，
等等。我国的海洋科学发展较晚，客观来讲，如今的
水平比起一些开发海洋较早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
等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除了
利用当下已有的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优势，继续保持
和加强之外，在如今落后的领域，会增加研究和开发
的资金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主席提出
了“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在这
样的战略背景下，国家对于海洋科学采取积极支持
发展的政策。近几年，我国在海洋科学上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海洋资源利用、海底石油勘测、
海产品生产等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今后，
海洋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将存在持续的需求，特别
是高级人才供不应求。海洋科学涉及的相关学科非
常广泛，所以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范围也非常广阔。

中国海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为国家海洋
事业的发展培养领军人才，海大师生也一直积极参
与极地科考和海洋研究。到目前为止，学校毕业生
中已有 12 位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 75 位科学家中一半以上是海

大毕业生；中国第一个登上南极的科学家是校友董
兆乾；中国第一个徒步考察南极的科学家是校友蒋
家伦；中国第一个南北两极都登上的科学家是校友
赵进平。近年来海大还成为国内第一所进入北极大
学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海大与国家海洋局、海尔、海
信、华为、朗讯等 500 多家大型用人单位以及沿海省
份建立了密切的毕业生供需合作关系，约 40%左右
毕业生考研或出国深造，其余的大多数毕业生在各
大主要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就业。

浙江大学海洋科学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
矿产、环保、食品、水利和医药卫生等行业。如国家
石油企业、矿产企业、国土、水利等企事业单位；与海
洋化学、环保有关的机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大
型食品企业、医药公司、海洋局、海关、环境监管部门
等。除了直接就业之外，本专业与英国阿伯丁大学
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可以直接
赴国外深造。

21 世纪是中国走向蓝海的时代，相信海洋科学
专业培养的学生也一定能够紧随时代脉搏，助力中
国梦扬帆远航。

和很多基础学科类似，海洋科学专业偏向于科
研，本科毕业后对口工作岗位不是很多，因此相当多
的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深造。海洋科学专业毕业生考
研时选择较集中的专业有：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
学、海洋地质、海洋科学。

探索海洋的奥秘海洋科学：

解析热门专业 助力志愿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