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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是眼下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

事”，不亚于“又一场大考”。在AI浪潮席卷各行各业

的当下，学什么专业不容易被替代，成为每个家庭不

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量。

近年来，AI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进化”，重

塑着各行各业运行逻辑的同时，也给传统就业结构

带来一定冲击，一些昔日的“热门岗”逐渐“降温”，一

些所谓的“铁饭碗”也面临“端不稳”的隐忧。

网络上，“AI影响指数高的专业排名”“难以被AI

淘汰的几大专业”等话题撩拨着人们的眼球，持续引

发热议。但细究之下，那些看似“安全”的专业并非

人人感兴趣、谁都适合学。怎么办？

AI时代，报志愿、选专业或许还需把握好几对关

系———

“专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在“从前慢”的年代，一门手艺够吃一辈子。如

今，不少人仍抱有这样的期待：选择一个“稳定”的专

业，一劳永逸地“锁定”未来。然而，站在智能浪潮奔

涌的时代门槛上，这样的期待正变得越来越不切

实际。

正如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周围的世界正以惊

人的速度向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演变，未来像盛夏的

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

1950年前，知识“半衰期”约为50年；到了21世纪，

这一数字已骤降为平均3.2年，对IT高级工程师而言

更是仅为1.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

20%至30%的职业将被AI取代或实现自动化；到2045

年，50%的职业将被AI取代。另有机构预测，到2036

年，中国一线城市的灵活用工人数或将达到4亿人。

有人说，AI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机器

越来越聪明，而是人类停止“进化”。知识的更新速

度不断加快，职业的“生命周期”持续缩短，在这种背

景下，专注于人的“进化”，或许比纠结于专业是否

“稳定”更为重要。

把握好“专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前者

是后者的阶段性载体，后者是前者的终极目的。未

来就像望不到尽头的大海，专业似船，人是舵手。随

着我们越行越远，船会旧，但舵手可以不断成长。

没有永远热门的专业，只有永葆热情的学习

者。锻造一颗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大脑，可以让我

们在变革的浪潮中练就“以变应变”的本事，这或许

才是我们可以捧牢的“铁饭碗”。

“人机竞争”与“人机协同”的关系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人工智能机器人Moss

展现出极强的智能和理性，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

它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让人类永远保持理

智，确实是一种奢求。”这反而印证了一个观点，技

术越发达，人类的独特价值越彰显，情感、伦理、想象

力、创造力等人性化的特质和能力更显宝贵。

因此不少人认为，真正会被AI替代的，是人身上

“工具性”的部分。也有很多科学家、企业家指出，未

来不是“AI取代人”，而是“会用AI的人”取代“不会用

AI的人”。

微软与领英联合发布一项报告显示，人工智能

技能正迅速成为雇主筛选求职者的重要标准。66%

的企业领导者表示，不会雇佣不具备人工智能技能

的候选人；71%的领导者更愿意雇佣经验较少、但具

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候选人，而不是经验丰富、但不具

备人工智能技能的人选。

当AI渗透到千行百业，我们反倒无需执着于“学

哪个专业不会被AI淘汰”，更重要的是把握好“人机

竞争”与“人机协同”的关系。

无论选择何种专业，我们不必躲避AI的锋芒，不

妨把它当成一个必然出现的竞争者、一个随叫随到

的合作者。

一方面，深挖自己的“护城河”，把“人的优势”发

挥到最大，在“人机竞争”中保持主导地位；另一方

面，学会使用AI，把这个“外挂大脑”开发到极致，利

用“人机协同”创造更大价值。

就比如，医学专家认为，AI可以提供“标准答

案”，但解答健康这道“主观题”，离不开医生丰富的

临床经验、与患者的深入沟通等。只有左手紧握人

的优势，右手驾驭AI潜能，我们才能成为AI时代的

“赢家”。

“深耕专精”与“跨界融合”的关系

“AI+金融”“AI+医学”“AI+交通”……一些考

生还没走进大学校门，已经有了跨专业学习的考

量。在此有一个温馨提示，AI时代的专业选择，还

需在“专精”与“跨界”之间寻找到“黄金分割点”。

许多案例表明，对专业技能的浅尝辄止，很难让

人在这个领域稳稳立足，真正的竞争力，往往来自于

对专业的极致深耕。

比如，不少观点声称，AI翻译已经让外语专业迎

来“黄昏”。实际上，语言不仅是字面信息，还携带着

深层文化密码。在国际会议现场，AI实时传译可以

部分替代人工，但遇到寓言和成语时，它常常直译得

“面目全非”，要想“hold住”全场，还是需要资深外语

人才坐镇。

与此同时，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一招鲜，吃

遍天”逐渐失灵，越来越多的岗位呼唤复合型人才。

近年来，许多高校正在推动“AI+X”跨界人才培

养。比如，青岛大学开设的智能金融微专业，就是将

金融学理论与计算机编程、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云计

算、区块链等技术融合起来。

深耕为根，跨界为翼，没有专业根基的跨界是空

中楼阁，没有跨界思维的专业是坐井观天。先扎根，

再延展，未来才能在专业领域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近两年，AI的快速发展，让“文科消失论”甚嚣尘

上，不少喜欢文科的考生感到焦虑：还能不能选文科

专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何在？

前不久，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谈道，在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新审

视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当一系列技术问题产生的时

候，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如何

建立法律法规，以确保新技术对人类的伤害压缩到

最小，最大限度释放新技术对人类的利处等等。

王树国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人类

进步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我们过分关注自然科

学，而忽略人文社会科学，那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极

大伤害。

技术越是狂飙突进，人文越要保驾护航。AI时

代，科技与人文要像DNA的双螺旋结构那样，共同

进化。

对考生来说，喜欢文科可以大胆选，同时也要积

极拥抱科技。比如，在考古领域，AI可以智能计算分

析文物的三维模型，给文物修复人员帮了大忙。

选择理工科专业的考生，也需要积聚自己的“文

气”。比如，统计学叠加社会学，更容易催生大数据

时代的“首席洞察官”。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

地方。”站在填报志愿的十字路口，不妨抛却杂念，清

醒做自己，选择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专业，利用AI放大优

势。这样的你，未来可期！ (转自青岛宣传)

学啥专业不容易被AI替代 报志愿先吃透这四对关系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室内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