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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日，山东省2023年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投档情况表出炉，共包含
19230个专业（类），投档计划人数为236967人。记者梳理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和信
息渠道的拓宽，考生对专业选择的重视日益凸显。纵览山东省2023年的投档情
况，一些高校的传统优势专业“遇冷”，计算机等工科专业热度不减。

有专业“降温” 有专业“逆袭”

我省发布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投档情况表

  近年来，受到行业大背景的影响，各大高
校土木建筑类专业的“投档线”一降再降，即
便建筑类高校的“执牛耳者”也未能幸免。
2023年，同济大学的工科试验班中，建筑规划
景观与设计类和智慧建造与低碳环境类的投档
最低位次分别为2771和3377，从投档位次看，
远远落后于信息类1685的最低投档位次。
  在省外高校中，东南大学的建筑类专业同
样久负盛名。2023年的“投档线”却显示，东
南大学建筑类专业投档最低位次3844，土木交
通材料实验班投档最低位次为5319，与工科试
验班(吴健雄班)1450的投档最低位次相距甚
远；“985高校”大连理工大学的建筑类专业
“爆冷”，投档最低位次64076，相比2022年
8962的投档位次，狂降5万多个位次。
  在省内高校中，山东建筑大学的建筑类专
业受到考生欢迎，投档最低位次为66737，而
土木工程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131331，呈现出
“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同样以建筑类专业见
长的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等相关专业投档位
次均在9万名开外，远逊色于同校计算机、电

子、电气等专业。
  除了土木建筑专业，在传统文科中，语言
类专业录取位次一退再退。例如，北京外国语
大学各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1919，专业为西班
牙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联合培
养)，英语专业投档位次在7000名开外；上海
外国语大学投档最低位次为英语专业的
9313位。
  其中，“小语种”专业投档位次退步较为
明显，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投档位
次为32940，日语专业投档位次为18182；天津
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语专业投档位次从3.8万
狂降至12.5万位；大连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
语、葡萄牙语和朝鲜语专业遭遇超级“大冷
门”，投档位次均在25万名开外。
  除了语言类高校，综合类高校中的语言
类专业投档情况同样不太理想，山东大学外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16249，在
所有专业中名次垫底；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
学类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4171，同样在所有专
业中排名垫底。

“小语种”风光不再

  此前，会计、经济学、金融等财经类专业是不少
考生眼中的“香饽饽”，然而，近年来，财经类高校
热度呈逐年下降态势。作为王牌院校的“两财一贸”
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3年投档最低位次有了进一步“下探”。
  2023年，中央财经大学“王牌”专业金融学的投档
最低位次为1978，而2022年的位次为1493；保险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类投档最低位次在7000名开外，公共管理
类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12452。
  2023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所有专业中，投档位
次在4000位-7000位之间，金融工程(量化金融实验班)的
投档位次最低，为4206位，对比同专业2022年2878的投
档位次，下降趋势较为明显；2023年，上海财经大学金
融学专业受到高分考生的欢迎，投档最低位1628，但相
较于2022年1378位的最低投档位次，同样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
  在综合类院校中，经济类相关专业同样“风光不
再”，山东大学经济学类投档最低位为8916，而2022年
的投档最低位次为6261；青岛大学各专业中，金融学的
投档位次出现明显下滑，经济类专业相比电气、软件
工程等专业，投档位次并不突出。
  2023年高考志愿填报期间，新闻学成功接替“生化
环材”等专业，成为众多网友热议的话题。记者梳理
发现，在2023年的投档位次中，各大高校的新闻传播类
专业的投档位次并不占优势，在部分高校，新闻学专
业、管理类专业成为分数线“守门员”。例如，复旦
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专业投档最低
位次为865，相比2022年的投档位次有所下滑；中央财
经大学新闻传播学类的投档最低位次11299，仅优于公
共管理类的12452位。
  在省内高校中，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类的投档最
低位次为14321，录取位次仅高于外国语言文学类的
16249位和公共管理类的14554位，而在2022年，山大的
新闻传播学类的投档最低位次为7907；中国海洋大学的
新闻传播学类投档最低位次为17881，物流管理等专业
投档位次均在19000位之后。

经济类专业跌落“神坛”

  近年来，随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电气、
电子等工科专业齐头并进，投档分数线“水涨船高”。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工科试验班类(计算机拔尖计划)的最
低投档位次为438；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类(元班)的投档最
低位次为2158位，与2022年相比较为稳定；从投档表上
看，拥有多个热门专业的“双一流”高校电子科技大学收
获颇丰，投档最低位次在4000名以内，其中，电子信息类
(成电英才计划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的投档最低位次为
176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双A联合
学位实验班)的投档最低位次为1837位。
  在省内高校中，山东大学计算机类(计算机与智能方
向)的投档最低位次为5134位；中国海洋大学的计算机类

投档最低位次为10500；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投档最低位次为
14593，在该校所有专业中位次最低；山
东理工大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投档最低位次为54921，相比于2022年的
6 9 7 2 8 位，投档位次“狂飙”一万
多名。

  每年高考季，医学类专业一直都是
热门专业。在今年的投档表中，临床医学

专业热度不减。在省内高校中，山东大学临床
医学(本博连读，齐鲁医学堂)的最低投档位次为

1616，在所有专业中独占鳌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的投档最低位次为37569，同样大幅度领先其他专业。
  在省外高校中，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
连读，卓越医生计划)投档最低位次为297；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投档最低位次为287；四
川大学口腔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的投档最低
位次为478和676；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最低投
档位次为618位；中南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779位。在投

档表上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成为
一些高分“学霸”的首选。

临床医学成“学霸”首选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前一度被列为“红
牌专业”的法学类专业成功“逆袭”，受到众
多考生的追捧。在省内高校中，中国海洋大学
的法学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9651，这也是所有
专业中唯一一个最低投档位次在1万名以内的专
业；烟台大学的法学专业实力有目共睹，今年
投档最低位次40855，同样在所有专业中名列前
茅；山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今年投档计划
1027，投档最低位次为99477位，相比于2022年
120261的最低投档位次，可谓“狂飙突进”。
  在省外高校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法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投档最低位次为
1972，法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培养涉外法治
人才)投档最低位次为1340；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 西南政法大学等法学类相关专业投档位

次均在1万名以内；吉林大学
法学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
4796，仅次于该校临床医
学(5+3一体化)专业。
  另外，记者盘点发

现，在所有专业中，有一个

专业虽然低调，却“闷声发大财”，在各高校
专业投档位次上位居前列。这个专业就是此前
被认为是“万金油”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在省外高校中，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3668，仅次于计算机、
微电子及金融学（双学位）等专业；中山大
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3510，
仅次于法学的3161和临床医学（八年制）的
543。
  在省内高校中，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
汉语言文学专业投档最低位次为18525，领先于
不少工科专业；青岛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
业最低投档位次为92504，在所有专业中排名第
一；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和曲
阜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师范类)专业，最低
投档位次在所有专业中遥遥领先。
  从投档表上看，法学专业焕发“第二
春”，汉语言文学专业可谓“异军突起”。在
不少网友看来，专业“冷热”变化折射社会变
迁，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近年来，考生和
家长的专业选择日趋理性。    据大众网

汉语言文学“异军突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