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如何规划未来 

 

关于规划未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顺其自然，凡事不强求。另一种是志存高远，相信人生

意义在于找到目标或使命，并为之奋斗不息。 

 

两种态度并不矛盾。一方面人要有理想并为之奋斗，但是当理想和现实碰撞时，要能宽慰自

己顺其自然。宽慰不是投降，而是休整再战。现实是死的，人是活的，最终胜利的还是人。 

 

具体来说，一个普通人的理想，就是想象未来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工作。每一个年

轻人，如果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经常拷问自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别考虑能不能实现，只考虑想不想。不要在年轻时低估自己的潜力，

一个清晰的自我形象具有强大的力量，推动自己前进。 

 

一旦有对自己的远景想象，剩下的规划就可以倒推：为了实现远景，怎样深造自己，怎么选

本科主修辅修，选哪些选修课，等等。 

 

远景想象是个长期选择。长期选择必然有难度，因为长期必然伴随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完

全依靠理性思维。我们只能有限度地运用理性，比如了解各种职业的可能性，职场趋势等，

了解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估算自己通过每一条路径成功的可能性（假设知道成功如何定义）。 

 

在影响长期选择的因素中，人对自己的想象可能是决定性的。长期选择离不开“非理性”，

一股热情，一个执念，好像是上辈子留给你的。也正因为是非理性的，你会盲目自信，你会

非理性地努力，不考虑什么“机会成本”。 

 

当然，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远景想象也可能发生变化。不过在任何一个时期，人只能

有一个远景想象。同时有多个，那叫纠结、犹豫、动摇。远景想象虽然会变化，但是在每个

时期都能给人一个方向，一股动能。 

 

而在理性的方面，首先，了解各种可能性很重要。我们的视野可能有限，不知道世界上还有

这样和那样迷人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向往一个工作，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一个更适合自己

的。 

 

其次，要把握职场趋势。当然，做到这点很难，因为我们在乎的不是三四年的短期趋势，而

是跨越三四十年工作生涯的长期趋势。在如此长的时间窗口中，职场既有趋势变化，也有周

期变化，这些变化又取决于未来经济趋势和周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做的是避免一些坑。

第一，要避免拥挤的专业。过于热门的选择，必然意味着未来过剩的人才供应。 

 

第二，要避免那些吃老本的职业。好的职业能让人终身学习。大学最多能培养人的学习能力，

不要指望在本科生或研究生阶段学到的知识能用一辈子。如果一个职业可以不学新东西，不

是好职业。 

 

第三，避免把视野局限在国内。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这样的时

代，大学生应该从规划的一开始就瞄准世界职场。不仅考虑老外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还考虑中国企业出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即使选择在国内工作，也要有国际视野，从而有“降

维打击”的能力，或者至少不被别人降维打击。 

 

最后是了解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当然，特长和兴趣都不是静态的，兴趣可以培养，特长可以

训练。年轻人完全没必要被过去的特长所限制，如果过去的特长跟远景想象有冲突，还是让

后者胜出吧。在追求远景想象的过程中，你有无穷的力量培养出新的特长。 

 

总之，大学匆匆四年，一方面学习很重要，要在课程和研究项目中训练思维、学会学习；另

一方面规划至少同样重要，要经常拷问自己、想象自己。大学生不能再做听话的乖孩子，而

应该努力成为自己人生的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