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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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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坑专业” 还是“蓝海专业”
讲述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刘平生

生物、化学、材料、环境四大专业被

一些人冠以“天坑专业”的名号。作为

一名在生物学领域学习、工作多年的教

育人，我认为，生物专业的本科生就业

相对较难，是它被大家定义为“坑”的主

要原因。

而本科生就业难，有学生本人能力

没有达到市场需求的原因，也有高校培

养体系与市场脱节的原因。

本科毕业不好找工作，是市场已经

饱和了吗，人才过剩了吗？其

实恰恰相反，生物医药、

生命大健康作为蓝海

市 场 ，用 人 单

位很缺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都有

自己的生物医药企业，我们有一个共同

的感受——招不到符合条件的人。很

多毕业生知识面太窄，大部分人只会背

书考试，不会解决问题。他们对知识的

认知就是：老师永远是对的，书上永远

是对的，我就去照着这个背下来；考试

只要我能记住这些，我把题答对了，我

就成功了。如果是这样，他是很难跳出

这个“坑”的。

当然，这不是学生单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机构，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

主动思考的能力，不然到了大学，等思维

方式已经定型，就很难扭转了。此外，很

多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与市场是脱节的，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而很多学校还在用

老教材。举个简单例子，人工智能已经

热了很长时间，但人工智能在生物学、在

医学上的应用，很多高校没有相对应的

专业，而人工智能生物学、人工智能医学

会为毕业生提供非常好的就业优势，会

很多地方抢着要人，特别是药企。我国

的药企从传统制药转向生物制药，需要

大量培养相关人才。我去年在国内推动

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人工智能生物学分

会的成立，从科研、高校人才培养等方面

都在推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就可能

要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了。

此外，我国大多数高校生物专业

跟医学院是分开的，生命科学与医学

脱钩，培养了大量不懂医学的生物专

业 毕 业 生 ，与 市 场 的 需 求 是 不 匹 配

的。如果人才培养不与市场接轨，以

后生物专业的毕业生还有继续掉到

“坑”里的风险。

分析完原因，我们再来看看，生

物专业本身，究竟是不是个“坑”。

我是 1978 级的大学生，学的专

业是物理化学。当年社会上流行的

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但实际上，在当时有两个专业的

录取分数比数理化专业高，一个是计

算机专业，一个就是生物专业。

那时说 21 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现在的结果也证明了确实是。国外

的生物科学发展比我们要超前一些，

可以做为参考来看。上世纪 90 年

代，国外生物工程往医学上发展，开

始做生物医药，学生还没毕业就有单

位来招人，生物类专业、院校规模也

在迅速扩大。

到了90年代后期，生物技术、生

物医药又冷下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看

到它产出的成果，它研制出来的药物

和治疗方法，并没有像大家想象得

好，整个生物产业就开始往下走。相

对应的，就业市场、高校培养经费就

会缩减，生物专业毕业后找工作就有

一定困难。

而现在，生物专业迎来了它的新

时代。全世界下一个最大的风口、最

大的蓝海，大家都知道是大健康。在

大健康的范畴里，我们要做的事太多

了。比如老年人的康养问题，老年人

普遍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病、脂肪肝，

真正懂这些疾病的人在哪？我们需要

一大批专业的人，他们和医护人员是

有区别的。医护人员的重心在于检测

指标，再对症下药，但生命科学的人会

知道疾病的根源是什么，病人需要在

什么环境下更有尊严、更愉悦地生活。

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终极目标就

是解决生命健康领域最大的难题。

比如说，目前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心

血管病，全世界100个死亡的人里有

约 1/3 死于心血管病；我国人口中

1/3 的人有脂肪肝、10%的人患有糖

尿病……这些疾病都没有根本的解

决方案。2018 年癌症的免疫治疗得

了诺贝尔奖，但这个免疫治疗的方法

有效率只有 1/3，剩下的 2/3 怎么能

被治愈呢？这些生命科学领域的诸

多空白等着被填补。

最后，我想说，选择专

业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天坑”也好，“蓝海”也好，

热爱才是第一驱动力。我

本科学物理化学，硕士学

造纸，而博士改为了化学

生物学，博士后却从事细

胞生物学研究。我一直在

寻找探索我喜欢的事。能

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每天

沉浸在里面，甚至做梦都

在 想 它 ，你 说 这 有 多 幸

福？就跟谈恋爱一样，你

天天在想，那就是幸福。

不管选择什么专业，

想要在这个领域做好，都

是需要努力的。没有一个

专业是“保险箱”，考生一定

要想清楚。

热爱才是第一驱动力

▶ 为什么“坑”？

▶ 真的“坑”吗？

▶ 其实有前途 也有“钱”途

听父母的还是听孩子的

大健康产业一旦发展起来，现在

培养的生物专业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5年至10年，我国生物专业人才

是极其稀缺的。药企、医院、科研院

所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国目前

有 6000 多家药企，传统制药在向生

物制药转变，最缺的就是生命科学人

才。医院里也一样，需要生物医药专

业的人去做研究，很多疑难病例需要

专门的人去解决。

生物专业有无限机遇，但市场的

反应和信息的传播有滞后性，学生和

家长还没看到。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

的现象：很多本科生想往外跑，转行去

做大数据之类的工作；而到了更高层

次，比如我们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很

多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进来的。

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重

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生

物就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专业：所谓

“长坡”，是指行业远没到天

花板，它有非常

好的前景；所谓“厚雪”，是指你每在这

个行业里多耕耘一年，就会有更多积

累和收获，进入这个行业越久，雪球也

会滚得越大。生物是对深度、精度要

求都非常高的专业，本科阶段相当于

刚刚踏上这个坡，收获没那么快，但这

条路本身是对的。

生物专业不仅有前途，也有“钱”

途。从学生深造角度来说，国内外生

物专业的研究生大多有全额奖学

金。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说，美

国的科研基金里生命科学占到70%，

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对生物、生命科学

领域的科研支持。

一些大公司背后就是学生物的

人，比如百济神州、基石药业、君实生

物，这些都是我的同学、校友参与运营

的公司，已做得很好。现代生物医药

公司的创立和发展，都基于生物实验

室的重要发现。生物专业的学习和研

究，不仅是为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更重

要的是要解决人类健康、长寿和愉快

等诸多问题。这必然会为研究者带来

创造知识的愉悦和创造财富

的机会。

我家孩子是男孩，现就读于广渠门

中学高三年级，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

生物。一模成绩预估在全市排名3000至

5000 名的范围，我们想通过强基计划冲

一冲“985”院校。既然是冲刺的院校，我

们就锁定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

工大学两所工科院校，在新兴学科和基

础学科的选择中，基于成绩和孩子的喜

好，我们选择了北理工的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

今年强基计划招生中，各校都偏向理

工结合，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强基计

划启动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

如数学与应用数学+自动化或者数学与应

用数学+通讯工程等专业，本科阶段学习

基础学科，研究生阶段根据学生兴趣再次

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数学专业是大多

数工科专业的基础，我家孩子的数学成绩

比较突出。通过与相关教师、同学沟通，

我们了解到北理工强基计划本硕理工专

业衔接比较明晰，而且北理工的强基只面

试不笔试，对于性格开朗，爱好广泛的孩

子来说更具吸引力。所以经过多方咨询

并结合孩子的特点，我们选择了北京理工

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尊重孩子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强基计

划报名时，在高一选课甚至初中社团选

择时，我们一直都尊重孩子的选择。作

为教师，我更清楚孩子在选课时，哪些学

科更适合将来大学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规

划，当时我建议孩子选择物理、化学、政

治，无论考研还是考公，政治学科都是必

考学科，但孩子坚持选择生物。他强调

学科特点和学习规律，物化生组合更适

合理科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我尊重了

孩子的选择。

初中时，课业负担不重，孩子兴趣广

泛，篮球社团老师和科技社团老师分别邀

请他参加，我们极力推荐他参加科技社

团，将来可以走科技特长生路线，而且国

家大力倡导发展科技，强调科技强国，科

技特长生的发展前景肯定比篮球特长有

发展，但孩子非常喜欢篮球。他说，喜欢

的东西不一定是将来的职业，如果喜欢的

东西成为了职业固然是幸福的，但也是枯

燥的，人生除了工作就再没有别的事情

了。最终，孩子选择了篮球社团，而且在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遇到困惑、焦虑时，他

都会到球场上挥汗来发泄心中的块垒。

现在，我觉得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人生的高度一半始于个人的努力，

一半源自众多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能够认清自己，

做出恰当的选择，谱写一段属于自己的

人生乐章。

（本报记者 宋 迪 整理）

家长提供帮助 但不决定理想
讲述人：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高三学生家长 张威岩

我家孩子最近几次考试的成绩在学

校多数时候是第 3 名，估算全市排名大

概在2000名到4000名之间，能选的学校

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孩子目前对于学校

和专业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我和孩

子爸爸在研究高考志愿方面下了很多功

夫。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直到往年

录取排名6000名左右的学校，我们把每

个分数段内适合孩子的学校都排出来

了，尽可能确保孩子能在出分后得到我

们认真筛选后的报考建议。

在目前这个阶段，由于心智不够成

熟，阅历也比较浅，很多孩子对自己的目

标其实是不明确的，我们的孩子就是这

一类。我们家长也引导过孩子，是否有

兴趣从事解决“卡脖子”问题相关工作，

但是孩子其实对这些工作需要哪些能力

是没有概念的，对于一个言必信、行必果

的孩子来说，他不敢轻易说出这样一个

目标。我最近和清华大学 1993 年入学

的学生交流过，他们已经毕业快 30 年

了，目前很多人也在从事解决“卡脖子”

问题的工作，但他们多数也是进入大学、

走上工作岗位后才逐步走入了这些领

域。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引导，在孩子

心中种下种子，但不必强求孩子现在就

有什么确定的目标。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国外的孩子对自

己未来的规划更早更明确，但我了解到

一些在美华人的孩子，绝大多数在高中

阶段的目标也只是努力申请一所好大

学，谈理想还是为时尚早。面对报考志

愿这件事，孩子们可能了解自己不想学

什么，但不一定知道自己想学什么、选什

么是对的。所以，我们想用自己的经验、

能力，帮助孩子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以

便孩子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和选择。当

然，我和孩子的爸爸也觉得，有时候家长

也要发挥一定的纠偏作用。

我和孩子爸爸建议孩子报考计算机

专业，一方面是基于对孩子自身的判断，

孩子是典型的理工科思维，在初中还自

学过 Python，对计算机表现出了一定的

兴趣和天赋，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和孩子

爸爸的认知，我们认为北京的发展方向

是信息产业，而且我们家孩子无论在哪

读大学，大概率还是要回北京就业，所以

要考虑北京的产业需求。此外，从家庭

的角度来讲，孩子的爸爸也在从事软件

开发相关工作，能在未来孩子的职业生

涯中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谈到兴趣，我家孩子兴趣广泛，比如

他还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感兴趣，对考

古专业也并不排斥。众所周知，这并不

是一个高薪的专业，但作为家长，我们不

能替他决策到底是追求理想，亦或是追

求赚钱，我们要做的是让他分清兴趣爱

好和职业的区别与联系，尽可能地多了

解选择专业、志愿这件事情的实质，了解

专业所学的具体内容，做相关工作面临

的 实

际 情 况 ，

比如中国古代

神话研究，不是简单

地读简体汉字版的神话

故事，可能要阅读大量古籍，

学习很多古文字，在孩子对这些都

有充分的了解后，如果他依然坚持他的

选择，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支持，因为孩

子是最终的执行者，只要他们想清楚

了，下定了决心，他们就能克服困难。

通过交谈，我家孩子虽然对想报考的志

愿还比较模糊，但他很务实地认为，收

入是一个重要标准。

我认为，父母或老师的建议还是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客观性。在我考大学

的时候，我父亲一直主张我学法律，虽然

他并不从事相关行业，但从对我的发展

来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很满意

目前从事的职业。孩子爸爸上学时，他

的老师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

行业在未来将飞速发展，他其实对生物

并不是很感兴趣，但他还是填了第一志

愿，虽然最后调剂到了其他专业，但目前

生物领域的蓬勃发展，再次印证了老师

当初的话。

要想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想法真正传

递给孩子，首先，要对报考志愿这件事

全 面 了

解，为自己“打

好基础”。在孩子

高二下学期临近高考

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会跟

随当届高三家长去听相关讲

座、参加北京各所高校组织的高

招咨询会，向老师请教，和同学家长

沟通交流，了解专业的录取、办学情

况，同时向身边各行各业的朋友咨询行

业情况，调研近年来不同行业的就业形

势。其次，亲子关系也是孩子能否真正聆

听家长建议的关键。我认为，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很多孩子都不

太愿意接受家长的意见，所以拥有良好

的亲子关系，家长才更能从正面影响孩

子，帮助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志愿。

（本报记者 岳 阳）

尊重孩子的选择
讲述人：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教师

高三学生家长 李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