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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专业领域蕴藏机会

启德留学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婷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一些专业虽然在学生
的传统认知思维中缺乏知名度，但近年来无论
是行业人才需求量还是发展趋势均表现强劲，
就业前景广阔，留学生可以多加关注。

“比如说，物联网专业就是其中之一。作为
互联网专业的延伸，物联网在专业设置上进一
步细化，并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诸如此
类的新兴专业可能是之前较为热门专业的分
支，对学科研究更加深入，同时可以满足行业
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才需求。”王婷说。

“企业创新专业这几年也赢得不少学生青
睐，授课内容中有许多商科学生的关注焦点，
主要包括‘如何将创新想法变为可实施的商业
运营体系’‘如何更好实施方案并盈利’……”
王婷表示，尤其对于之后有回国创业计划的留
学生来说，选择这样的专业可以更有的放矢地
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

事实上，从留学申请的角度来看，有一部
分学生其实对专业方向缺乏清晰的规划，也不
了解国外学科的具体分类。

王婷建议，学生要尽早确定专业方向，或
者至少了解自己留学生涯里的核心诉求。“有一
种情况是，学生虽然没想好学什么专业，但会
有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偏实践类的专业’‘就
业前景好的专业’等等。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
个人条件和现在可选的专业类别提供建议。有
的学生虽然学术成绩没那么优异，但拥有很多
实践经验，如果专业选对了，专业申请要求中
恰好对实践经历有要求，那么学生很可能就会
圆梦名校。”她说。

行业发展影响专业选择

伴随着新兴产业崛起，释放更多就业岗
位，留学专业的选择中也存在“冷热交替”现
象——前几年一度很火的专业变得少人问津，
而一些在招生中常年“遇冷”的专业终于“迎
来春天”。

机械工程专业就是其中之一。作为 5-10年
前当仁不让的热门专业，如今已很少会有学生
选择机械工程。“学生可能会选择机械工程下面
的专业分支，比如中控系统等更现代化的专
业，但实际上这样的学生也并不多。相关专业
在国内的人才缺口很小，留学生将来回国找相
关领域的工作难度较大。”王婷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流专业的升温。
一些发达国家的院校中几十年前便设置了物流
专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生在专业
申请时对物流专业并不“来电”，申请人数不
多。然而，最近几年国内电子商务的迅猛发
展，反过来使物流专业的热度得以增加。

留学荷兰的宋鑫 （化名） 就读于马斯特里
赫特大学供应链管理专业，这是马大的优势专
业之一。对于一直想读商科的宋鑫来说，留学
申请之前，他对供应链管理究竟会学习哪些内
容其实并不熟悉，他先看准了行业发展潜力，
再针对性非常强地选择了专业。

“我们算是伴随着网购成长起来的一代，如
今国内电商领域发展繁荣，就业创业的机会很

多，我就想学点跟电商、物流有关的专业。”宋
鑫说。

车辆工程专业也是近年来“由冷转热”的
代表之一。“以前常有人认为，此类专业专科
教学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现在有不少学生专
门去学车辆工程，将车辆工程与产品设计相结
合一起去学的学生也多了。”王婷认为，国内
汽车产业设计与生产能力的提升，加大了人才
需求量，使得想要进入车企工作的留学生越来
越多。

将兴趣与职业规划相结合

王婷建议，有意向留学的学生在选择专
业时，尽量避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国内已有
的专业，以此作为自己留学的参考。“其实国
外很多专业的分类跟国内相比差异很大，学生
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类比，并不一定能够找到
令自己满意的专业。学生还是要在网上多了解
学校相关方面的信息、多了解相关企业目前
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情况，再结合自身特点做
出选择。”

“专业的‘冷’与‘热’其实没那么重要，
自己的兴趣、与职业规划的契合程度才最重
要。”在宋鑫看来，“学自己喜欢的”虽说是老
生常谈，但每年仍有不少学生最终在申请季将
自己的兴趣让位于“专业冷热”。“我身边这样
的同学并不少见，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提不起兴
趣，学起来真的会很痛苦，缺乏动力。有的最
终还是转专业了。”

“从就业角度来看，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也需
要考虑国家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发展规划。比
如，碳金融专业的受关注程度近年来持续走
高，这个专业之前偏‘冷门’，研究内容包括碳
金融、碳投资、低碳生活，等等。再比如，食
品科学专业的申请人数也在增加，随着人们的
健康观念不断增强，更重视日常饮食中的营养
搭配，这些科目的就业前景也变得更加广阔。”
王婷说。

（一）

在来法国读书之前，我曾被留法勤工俭学这段历史深深吸引。
100年前，为寻求知识与真理、摸索救国图强的道路，一批有志

青年满怀热情、远渡重洋来到法国求学。他们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他们磨炼意志，淬炼思想，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也留下一段中法交流的佳话。

当年留学法国的周恩来总理，曾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这样写
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
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
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
族间者。”透过笔墨，当年留法学子的民族情怀至今仍让我深受震撼。

当来到这片土地，我带着兴奋，也带着紧张，循着先辈的路，希望一
步一步深入了解这里，也希望能在学有所成那天回到我生长的地方。

10 月 28 日，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
（UCAS） 发布了 2022 年第一轮英国本科申请数
据。截至 10 月 15 日，共有 77810 人通过 UCAS 递
交了英国大学本科申请，对比 2020 年的 76940
人，第一阶段申请人数再次上涨1%。

在此其中，英国本土申请者近5.6万人，欧盟
申请者4300余人，非欧盟国家申请者近1.8万人。

在英国，申请某些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如果
想获得“同等对待 （Equal Consideration） ”，需
要在 10 月 15 日截止时间之前递交申请。比如牛
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本科专业，以及其他英国大
学的多数医学类专业。因此，10 月 15 日前通常
被看作是 UCAS 的第一轮申请，人数约占整个申
请周期的 10%，而下一个 UCAS 的申请截止时间
是2022年1月26日，即其余所有课程的申请截止
时间。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持
续影响仍在，但中国学生对赴英求学尤其是进入
英国名校、选择优秀课程的意愿并没有减退。

根据第一阶段申请的有关数据，继去年申请
量上涨超 30%之后，中国学生申请人数今年又增
长5%，中国大陆共有4570人递交了申请。中国依
然是英国本土以外的国家中申请人数最多的国家。

第一轮申请中，共有近 3 万人申请医学课
程，占总申请人数的 38%，相比去年增长了 4%。
其中，重新申请的学生人数也有明显上涨，增长
了 28%，达到 5710 人。有声音认为，这或许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生专业选择
的影响——学医的重要性凸显，报考医学类专业
成为时下热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科第一轮申请人数中，
男生为33660人、女生为44150人，男女比例相差
已超过 1万人。事实上，从 2013年至 2022年，本
科第一轮申请人数中女生相较男生更多，而在最
近几年里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对于留学生来说，选
择 专 业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这不仅是选择海外学
习内容，也给自己的未来
发展路径提供了方向。

在 选 择 留 学 专 业 时 ，
该 如 何 看 待 “ 热 门 ” 与

“冷门”？“准留学生”又该
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
业呢？

初来乍到之时，我缩手缩脚地接触新环境，时刻保持着谨慎，我
观察并模仿着人们的言行，希望能更快适应这里全新而陌生的环境。

然而，我与巴黎的初次相遇，却与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我怀
揣的“昂扬斗志”，很快便被零散、自由而要求高度自律的课程表打
击得七零八碎；我曾幻想过自己动手、顿顿大餐的美好生活，却被节
节高的物价拉回了现实；我也曾期待过埃菲尔铁塔下浪漫野餐的周
末，但最终，却在流浪汉不友好的目光中“逃之夭夭”。

现实让我苦笑，这是“巴黎综合征”吗？至少，我此前对这座城
市的“滤镜”仿佛一下子消失了。

对许多留学生来说，这种“滤镜破碎”并不少见。在我认识巴黎
之前，我将历史与时尚、浪漫与钟情都加在给这座城市的“滤镜”
里，但那毕竟不是它全部的样子，里面还有我的美化与想象。

（二）

一次次的冲击下，我开始变得现实，也变得懈怠。我下意识地重
新给自己规划了一个“舒适圈”——除了上课，其他时间我多数待在
家里，或学习、或读书，偶尔看场电影，与朋友逛逛博物馆……真可
谓是“法式慵懒”。

但潜意识里，我又觉得留学的日子不该是这样。我出国读书的目
的之一是为了开阔眼界，而现在却反而“陷入懒惰”，我懒得做出改
变，更懒得去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真实的样子——它虽然少了几分美
丽，却仍旧不失魅力。

半年时间里，我常常问自己：“‘藏在’自己的壳中，我要继续
这样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对世界带着更大的好奇，想要了解
更多、实现更多，日益精进。这才是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原因啊。

我决定主动做出改变，开始了自己的“破冰”之旅。学习之余，
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份策划案，在受到前辈的肯定和夸奖后，更有信
心动力地投入到下一个活动中；我在朋友的怂恿下鼓起勇气约请法国
朋友一同游玩，我磕磕巴巴地说着并不流畅的法语，她始终微笑地
听，眼神中满是鼓励；我拿出更多时间去图书馆研读推荐书目，面前
是一桌子的查词和笔记摘抄，不理解的内容也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日子似乎越来越走向正轨，我强迫自己跳出“小天地”，学会更
好地规划时间和自己的学业生涯。我鼓起勇气去抓住机会，展示自
己，发掘出自身更大的潜力。

生活是一道开放题，它从未有过标准答案，每个人有自己独特
的理解。面对迷茫和困境，我们也各有各的选择，其间种种谜底，
皆可求解于本心。海外求学的日子，也让我对“学海无涯苦作舟”
的理解更加真切——除了学业本身，还要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真实
的世界。

“滤镜”消失之后，留学才刚刚开始。而对于海外学子来说，“打
破滤镜”的过程，不也同样是成长的过程吗。

（作者系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专业留学生）

滤镜消失之后
留学才刚刚开始

黎彬彬

留学选专业，
视野应更开阔

本报记者 孙亚慧

11月2日，教育部平安留学公众
号发布信息，提醒中国赴美留学人
员注意安全风险。

8月上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 （CBP） 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
国赴美留学的理工科人员审查力
度，重点关注持有赴美学生签证

（F1签证） 的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类 （STEM） 中国留学人员。至
今，多名已获得美国政府签发合法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遭
美方人员滋扰、盘查，部分留学人
员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拒绝入境

遣返回国。同时，部分中国留学人
员离境回国时遭美执法人员盘查，
被没收个人电子设备事件仍有发生。

教育部再次提醒赴美留学人员
提高安全意识，关注赴美留学可能
遭遇的相关风险，加强自我防范和
保护意识及能力，冷静妥善应对。
同时遵守美国高校相关规定，及时
认真查看校方有关信件邮件并按要
求及时回应，以免学业受阻。如遇
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驻当地使领
馆寻求协助。

（业 丰）

教育部提醒中国赴美
留学人员注意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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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孙亚慧） 近日，
全荷学联与广东省海外留学青年联
谊会“磁铁计划”荷兰服务枢纽站
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暨粤港澳大湾区
留学青年人才引进政策宣讲会以线
上形式举行。

活动面向中国留荷学生学者及
其他有意向来大湾区发展的留学青
年，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直播，吸
引不少海外学子在线收看。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教育处参赞
罗平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吸引留学
人才具备三大优势，一是产业发展
迅速，二是人才需求量大，三是针
对留学人才的政策开放程度高。他

鼓励在荷留学人员将中国梦与留学
梦相结合，学有所成，积极投身国
家建设。

广东省人社厅人才服务局一级
调研员李传放全面介绍了广东省人
才政策及大湾区9市人才引进举措和
服务体系，并为有意向来粤发展的
留学生答疑解惑。

据了解，“磁铁计划”荷兰服务
枢纽站今后将定期向在荷中国留学
生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人
才服务等政策举措，对接相关项目
落地实施，并为在荷留学人员回国
工作提供建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招才引智。

“磁铁计划”荷兰服务枢纽站签约“磁铁计划”荷兰服务枢纽站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