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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填报失误分析 

本书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分析高考改革对考生选择志愿的影响

以普通类考生为例，我们先看看新旧高考在志愿选择上的对比： 

 

相较于 2016 年，2017 年的高考志愿填报难度大幅上升，因此在 2017 年的高

考志愿填报中出现了部分填报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误报专科专业 

部分高校同时招收本科和专科专业，部分专科专业名称和本科专业名称相同，

使得考生无法分辨出是专科还是本科，最终导致考生误报。 

下表统计了在 2017 年高考志愿填报中一段线部分考生误报专科专业的情况。 

注：以下专业（类）均为专科专业 

学校名称 专业（类）名称 考生分数 最低分 分数差 

安徽大学 
金融类(中外合作办学) 600 484 116 

财务会计类(中外合作) 589 480 109 

哈尔滨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技术 600 490 110 

临床医学 595 515 80 

医学检验技术 579 487 92 

湖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580 503 77 

华东交通大学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580 513 67 

南昌大学 

行政管理 612 532 80 

建筑工程技术 608 500 108 

电子商务 606 510 96 

商务英语 604 493 111 

会计 600 505 95 

广告设计与制作 598 539 59 

新高考 
需从17925个院
校专业中挑选 

所有学校在每
段可同时填报 

本专科在每段
均可同时报考 

填报80个院校
加专业志愿 

老高考 
只需要从1407
个院校中挑选 

将学校分三个
批次分开填报 

本专科在不同 
的批次分开报 

填报5个院校志
愿并选6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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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 590 501 89 

临床医学 586 496 90 

医学检验技术 585 497 88 

国际经济与贸易 583 532 51 

市场营销 580 495 85 

药学 580 497 8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应用电子技术 581 490 91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金融类(中外合作办学) 583 480 103 

上海商学院 会计(注册会计师) 580 485 95 

温州医科大学 眼视光技术 577 521 56 

中国民航大学 
民航运输(机场指挥) 620 534 86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584 489 95 

中国药科大学 
药品制造类 585 495 90 

药品经营与管理 580 536 44 

本书统计了专科专业名称和本科专业名称相同的专业，考生可查看《附录三 

本科与专科名称相同的专业》。在本书软件中会将专科专业特别标注，以供考生区

分参考： 

 

2. 误报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属于民办院校的一种。虽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得不

承认的是，独立学院和国内高水平院校（如 985 工程、211 工程院校）相比较，还

有较大的差距。 

独立学院在学校名称上和二级学院很相似，考生极易混淆。例如华北电力大

学科技学院就是一所独立学院，而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就不是独立

学院，而是内设二级学院。 

下表列举了在 2017 年志愿填报中一段线考生误报独立学院的部分专业名单： 

学校名称 专业（类）名称 考生分数 最低分 分数差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46 516 130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电子信息类 637 517 120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汉语言文学 631 549 82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618 516 102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17 524 93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612 528 84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609 492 117 

http://electric.nce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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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06 516 90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602 487 1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机械工程 584 514 7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

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582 520 62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波兰语 582 512 70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579 545 34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保险学 578 487 91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环境工程 578 512 66 

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 口腔医学 577 531 46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77 516 61 

本书软件将独立学院特别标注，以供考生参考： 

 

3. 盲目选择导致落榜或高分低报 

2017 年以前的录取分数较为复杂。首先分文理科录取，其次在三个批次中的

总分不相同（本科一批总分为 810 分，本科二批总分为 750 分，专科批总分为 550

分）；而 2017 年不再分文理科，总分统一为 750 分。这样就导致了考生在填报时

对往年的分数无法直观比较，不能够对自身的分数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举例说明，下面是通过本书软件查询的 3 个专业志愿在 2014 年至 2016 年的

录取分数线：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志愿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专业和第二个志愿温州肯恩大学

金融学专业，以 2015 年的文科为例，前者的分数为 572 分，后者的分数为 629 分，

字面上的分数相差 57 分。但实际在填报时不能这样简单的比较，前者的 572 分是

基于总分 750 分计算的，而后者的 629 分是基于总分 810 分计算的。经过本书软

件通过大数据分析折算后，前者可以折算为 2017 年等位分 581 分，后者可以折算

为 2017 年等位分 590 分，实际相差只有 9 分。到 2017 年录取时，前者最低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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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564 分（实际应该按 572 分计算，），后者最低录取分数 572 分，两者相差 8

分。 

同样道理，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志愿浙江农林大学生命科学类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录取分数线，前者 530 分基于总分 750 分计算，后者 614 分基于总分 810 分

计算，两者字面上的分数相差 84 分。在经过本书软件分析折算后，其分别对应折

算分 570 分和 593 分，相差 23 分。 

考生可自行分析其他分数间的差异。本书后面将介绍如何对分数进行折算，

以及如何通过折算分预测今年录取分数。 

2017 年高考需要填报 80 个志愿，虽然加大了考生的选择难度和选择负担，但

总体来讲有利于考生，增加了选择机会，减少了落榜的风险。很多考生在填报时

只重视了前面的志愿，忽略了后面的志愿，而且在选择前面志愿时对自身分数的

定位估计过高，导致前面重视了的志愿全部落选，而后面的志愿因为随意填报而

导致了落榜或高分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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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高校专业实力的七大指标 

1. 什么是专业 

（1）专业 

专业又称之为学科，一般在本科和专科阶段称为专业，在研究生阶段称为学

科。学科分为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一级学科我们称之为专业类，二级学科就是

我们常说的专业。每个一级学科包含了若干个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之上还有学

科门类，每个学科门类也包含了若干个一级学科。 

专业分为三种类型：研究生专业（硕士、博士）、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一般

研究生用学科来称谓，本科和专科用专业来称谓。每个学科门类有唯一的代码，

用两位数表示（如本科的工学为 08）；每个一级学科也有唯一的代码，用 4 位数表

示（如本科的电气类为 0806）；每个二级学科同样有唯一的代码，用 6 位数表示（如

本科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为 08060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处所指的专业代码

是指的国家统一编码，不是填报志愿时的专业招生代码。填报志愿时的专业招生

代码由省考生院设置，一般由两位数组成。 

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和审核。研究生专业和本科专业具有

相同的 13 个专业门类；而专科专业的专业门类有 19 个，与研究生专业和本科专

业完全不相同。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在专业类和专业上面的设置也不相同。例

如： 

本科专业在[02]经济学门类中分为 4 个专业类：[0201]经济学类、[0202]财政学

类、[0203] 金融学类、[0204]经济与贸易类；而研究生专业在[02]经济学门类中分

为 2 个一级学科：[0201]理论经济学、[0202]应用经济学。至于二级学科就更不相

同了。当然也有少量的专业名称在研究生和本科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之间相同。 

 研究生学科分为学术学科和专业学科。国家在公布学科评估（即专业排名）、

世界一流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使用的是研究生学术学科；

在批准博士点、硕士点的时候同时使用学术学科和专业学科。学术学科和专业学

科的名称由教育部统一制定。除此之外，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还可以设置自定义

学科和跨学科门类的学科，这些学科名称可由高校自定义。 

而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名称由教育部统一制定，高校不能更改。按教育部的

规定，本科专业每五年大改一次，每年小改一次，最近一次修改由教育部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布。网上所查询到的专业列表一般不完整，需要考生特别注意。截

止至 2018 年，教育部审定的本科专业一共有 630 个。本书的《附录一 本科专业

目录》列出了教育部公布的全部 630 个本科专业，《附录二 专科专业目录》列出

了教育部公布的全部 767 个专科专业。《附录三 本科与专科名称相同的专业》统

计了专科专业名称和本科专业名称相同的专业。 

 

（2）专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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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院校某个专业的实力，可以通过以下 7 个方面进行：学科评估（专

业排名）、一流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国家特色

专业等。 

国家在公布这些指标的时候，除了国家特色专业是用本科专业公布的以外，

其他专业均以研究生专业进行公布。本书通过对研究生专业和本科专业的关系进

行深入研究，以及对每个高校在其研究生领域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得出了具体

每个高校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的对照关系，从而将研究生专业的指标标注到

本科专业中。 

本书软件为了让考生直观的进行专业比较，对每个专业进行了图标标注，例

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标注： 

 

第 1 个图标“A+”表示该专业在学科评估（专业排名）中被评为 A+等级；第

2 个图标“一流”表示该专业进入一流学科建设；第 3 个图标“重”表示该专业为

国家重点学科；第 4 个图标“后”表示该专业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第 5 个图标“博”

表示该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第 6 个图标“硕”表示该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

予权；第 7 个指标“特”表示该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 

练习：下图是某同学查询到的预测分数相近的部分院校专业，考生可尝试分

析图中的专业指标（注：院校指标在下章介绍，图中预测分尚未进行 2018 年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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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实力比较 

在大部分情况下，高校的专业实力按以下梯队排序： 

第一梯队 国内顶尖  

第二梯队 国内一流  

第三梯队 较高水平  

第四梯队 中等水平  

第五梯队 一般水平  

第六梯队 较低水平 无硕士点 

以上所列举的指标，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即可；同时满足多项指标，以最高指

标为准。当然上述排名亦非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能反映出高校专业实力对比。 

2. 专业排名 

本书软件标记为  

我们通常把学科评估称为专业排名。学科评估每 4 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的

学科评估为第 4 轮学科评估，由教育部于 2016 年 4 月启动，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

布评估结果。 

在学科评估中，按评估结果分成 3 个大段，分别用 A、B、C 表示，每个大段

又分为 3 个小段，分别在后面用“+”号、无符号和“-”表示；全部排名分为 9

个等级，A+最高，C-最低。全国只有少量的学校少量专业没有参与评估，因此该评

估结果可以视为官方专业排名。 

学科评估以研究生一级学科为单位进行评估，评为 A+的为国内顶尖专业，大

部分一级学科全国只有 2 所院校能评为 A+等级，少部分一级学科有 3 至 5 个 A+院

校。按评估结果，可以将评估结果分成以下层次： 

A+ 国内顶尖水平专业 占总评估数排名 2%以内或前 2 名 

A A- 国内一流水平专业 占总评估数排名 10%以内 

B+ B 国内较高水平专业 占总评估数排名 30%以内 

B- C+ C C- 国内中等水平专业 占总评估数排名 70%以内 

无排名 国内一般水平专业 占总评估数排名 70%以外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设有博士点的专业没有参与学科评估，比如南京大学的

临床医学专业。而部分有学科排名的院校没有博士点，尤其是 C 级和 C-级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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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评价其实力的时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3. 一流学科 

本书软件标记为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合称双一流建设，进入双一流建设的

学科本书标记为一流学科。高校的一流学科分为评估学科和高校自定学科，评估

学科由国家评估后指定，表示该学科已经是国内的一流学科，需要继续努力创建

为世界一流学科；而高校自定学科表示该学科尚未能成为国内一流学科，但国家

也大力支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本书在标识上不分开标识评估一流学科和自定一流学科，统一标识为“一流”，

考生可将鼠标移动到“一流”图标上，会提示该学科是评估一流学科还是自定一

流学科。 

可以理解为带有“一流”标识的专业为国内顶尖专业，或者即将成为国内的

顶尖专业。目前拥有一流建设学科的院校共有 140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8 所）。 

4. 国家重点学科 

本书软件标记为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

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国家重点学科是一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学科。

除了国家重点学科外，还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严格意义上讲，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并不算国家重点学科。本书为了简化考生的选择，将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统一标记为“重”。考生可将鼠标移动到“重”图标上，会提示该专业是

重点学科还是重点培育学科。 

5. 博士后流动站 

本书软件标记为  

博士后流动站全称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指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的某个

一级学科范围内，经批准设立的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 

注意，博士后不是学位。一般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的院校，都是科研实力较强

的院校，因此博士后流动站也是衡量一个学校终合实力的标志之一。 



9 
 

6. 博士点 

本书软件标记为  

博士点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博士

研究生是硕士研究生之后的深造学历。 

7. 硕士点 

本书软件标记为  

硕士学位授权点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的学

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硕士研究生是本科之后的深造学历。 

8. 国家特色专业 

本书软件标记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是高校在一定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和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

成的具有特色的专业。具体而言，特色专业是指一所学校的某一专业，在教育目

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

鲜明的办学特色。国家级特色专业已产生较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是一种高

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专业。

国家级特色专业则表明高校的此专业在国内具有特色，在全国都具有优越性。 

特色专业是专业实力七大评价指标中最弱的一项指标，在标有前面 6 项中任

一项指标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本指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9%80%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9%80%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B5%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7%B3%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BA%A7%E7%89%B9%E8%89%B2%E4%B8%93%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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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映高校综合实力的十大指标 

1. 高校基本情况及实力比较 

截止目前为止，全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 2703 所，其中本科院校 1281 所，专

科院校 1422 所。按权属性质来分，共有公办高校 1957 所，民办院校 746 所（其

中独立学院 265 所，中外合作办学 11 所）。 

不同高校之间办学实力上有一定的差距，社会上亦有各种各样的高校排名。

本书使用 10 个国家指标对院校综合实力进行分类，这 10 个指标分别是： 

985 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 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

重点学科、研究生保送资格、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国家特色专业。 

在大部分情况下，高校的综合实力按以下梯队排序： 

第一梯队 42 所 985 工程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第二梯队 140 所 211 工程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第三梯队 222 所 国家重点学科 

第四梯队 392 所 研究生保送资格、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 

第五梯队 603 所 硕士点 

第六梯队 657 所 国家特色专业 

第七梯队  其他院校 

 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前面梯队的院校同时包含后面梯队院校的指标，比如

985 工程院校均同为 211 工程院校；211 院校都有国家重点学科，均有研究生保送

资格。 

另外，这个梯队排名也不是绝对的，比如部分 211 院校实力超过部分 985 院

校。但总体来看可以反映出高校的实力特征。 

本书软件使用简称对院校指标进行标注，如： 

 

该图表示浙江大学属于 985 工程建设高校（简称 985）、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

设高校（双一流 A 类，简称双 A）、211 工程建设高校（简称 211），同时具有世界

一流建设学科 18 个（简写为一流 18）、研究生保送率为 25%（简写为保 25）、国

家重点学科 81 个（简写为重 81）、博士后流动站 54 个（简写为后 54）、博士点 212

个（简写为博 212）、硕士点 247 个（简写为硕 247）、国家特色专业 35 个（简写

为特 35）。 

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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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表示宁波大学具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1 个（简写为一流 1）、研究生保送

率为 3%（简写为保 3）、博士后流动站 3 个（简写为后 3）、博士点 12 个（简写为

博 12）、硕士点 114 个（简写为硕 114）、国家特色专业 6 个（简写为特 6）。 

 

该图表示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保送率为 10%（简写为保 10）、国家重点学科 1

个（简写为重 1）、博士后流动站 6 个（简写为后 6）、博士点 27 个（简写为博 27）、

硕士点 97 个（简写为硕 97）、国家特色专业 7 个（简写为特 7）。 

通过指标标记，考生可以一目了然的比较院校实力。 

练习：下图中是某同学查询到的预测分数相近的部分院校，考生可尝试分析

图中的院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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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85 工程 

本书软件标记为  

985 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名称源自于 1998 年 5 月 4 日，领导在北

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讲话。985 工程院校为国内顶尖院校，共有

39 所。2016 年 6 月 985 工程正式停止实施，一般认为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双

一流）取代，但 985 工程仍然是国内顶尖高校的标志。 

985 工程院校名单如下： 

院校名称 院校类型 主管部门 所在省份 所在城市 

北京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北京 北京 

清华大学 工科 教育部 北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北京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 教育部 北京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 教育部 北京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科 工信部 北京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工科 工信部 北京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 国家民委 北京 北京 

南开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天津 天津 

天津大学 工科 教育部 天津 天津 

大连理工大学 工科 教育部 辽宁 大连 

东北大学 工科 教育部 辽宁 沈阳 

吉林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吉林 长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 工信部 黑龙江 哈尔滨 

复旦大学 综合 教育部 上海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 教育部 上海 上海 

同济大学 工科 教育部 上海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师范 教育部 上海 上海 

南京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江苏 南京 

东南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江苏 南京 

浙江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浙江 杭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工科 中科院 安徽 合肥 

厦门大学 综合 教育部 福建 厦门 

山东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山东 济南 

中国海洋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山东 青岛 

武汉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湖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湖北 武汉 



13 
 

国防科技大学 军事 解放军 湖南 长沙 

中南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湖南 长沙 

湖南大学 综合 教育部 湖南 长沙 

中山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广东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工科 教育部 广东 广州 

重庆大学 综合 教育部 重庆 重庆 

四川大学 综合 教育部 四川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工科 教育部 四川 成都 

西安交通大学 综合 教育部 陕西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 工科 工信部 陕西 西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 教育部 陕西 杨凌 

兰州大学 综合 教育部 甘肃 兰州 

3.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本书软件标记为 和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合称双一流建设。2017 年 9 月 21 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 140 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 42 所（A 类 36 所，B 类 6 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8 所。 

本书将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标注为“双 A”，将世界一流大学 B 类建设

高校标注为“双 B”。和 985 工程高校一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属于国内顶尖

高校。 

原 39 所 985 工程高校全部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中 36 所进入一流 A

类建设高校，3 所进入一流 B 类建设高校（东北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另有 3 所原 211 工程院校进入一流 B 类建设高校（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

疆大学）。 

4. 211 工程 

本书软件标记为  

211 工程是指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专业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 211 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来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是国家九五

期间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 

211 工程在 1995 年 11 月开始实施，2016 年 6 月与 985 工程同时停止实施，

一般认为由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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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共有 115 所 211 工程高校，是国内高水平院校。211 工程院校名单分省

统计如下： 

区域 学校名称 

北京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

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

京体育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华北电力大

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天津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内 蒙

古 
内蒙古大学 

辽宁 辽宁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延边大学 

黑 龙

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 华东师

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大学 海军军医大学 

江苏 

河海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

京农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江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苏州大学 

浙江 浙江大学 

安徽 安徽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 福州大学 厦门大学 

江西 南昌大学 

山东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南 郑州大学 

湖北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农

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广东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西 广西大学 

海南 海南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贵州 贵州大学 

云南 云南大学 

西藏 西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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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甘肃 兰州大学 

青海 青海大学 

宁夏 宁夏大学 

新疆 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5.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一流学科数量。 

所有 211 工程院校均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另有 15 所非 211 工程高校

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合称为双一流建

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 140 所（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其中原

211 工程建设高校 115 所，非 211 工程高校 25 所，因此可以简单的认为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取代了 211 工程成为国内高水平院校的标签。 

25 所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非 211 工程高校名单如下： 

区域 学校名称 

北京 北京协和医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 外交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音乐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津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上海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江苏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浙江 中国美术学院 宁波大学 

河南 河南大学 

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 

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6. 国家重点学科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重点学科数量。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统计的高校国家重点学科数量（含重点培育学科），是以

研究生二级学科为标准的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所有一级学科均已换算为二级学科。

据统计，具有国家重点学科（含重点培育学科）的院校有 222 所。由于本书篇幅

有限，就不在此一一列举，考生可以通过本书软件进行查询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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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生保送资格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研究生保送率，如本图“保 52”

表示保送率为 52%。 

保送研究生的正式称谓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简称推免；保送读研的学生简称推免生；研究生保送率简称推免率。本书为

了通俗易懂，将推免简称为保送研究生。在这里有几点特别说明： 

1、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具有推免研究生的资格。我国目前具有推免资格的院校

一共有 365 所，每一所具有推免资格的大学的推免率也不相同，且相差较大（最

低为 1%，最高为清华大学的 62%）。高校的推免率由教育部制定。 

2、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更青睐推免生。顶尖 985 高校招收研究生时推免生占

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国家重点学科，往往推免生的招生比例达到 80%以上，甚至

部分院校的重点学科只招收推免生。 

3、高校的推免率针对整个学校，而不是针对专业。全校每个院系每个专业的

推免率基本都相同。因此对有意于深造的考生来说，读推免率高的院校的非优势

专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例如中国矿业大学（推免率 16%）的非矿产类专业（如

建筑类专业）。 

4、高校的定向委培生、专升本学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免费师范生、独立

学院的学生均不具有推免资格。另外，部分高校给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推

免名额，部分高校不给予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推免名额。 

5、本书因篇幅有限，不在此列举具有推免资格的高校，考生可使用本书软件

查询推免高校及推免比例。 

8. 博士后流动站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博士后流动站的数量。 

注意，博士后不是学位。一般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的院校，都是科研实力较强

的院校，因此博士后流动站也是衡量一个学校终合实力的标志之一。 

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的院校有 311 所（不含军事院校）。 

9. 博士点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博士点的数量。 

本书对博士点的统计以二级学科为准，将所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换算为二级学

科博士点。 

设有博士点的院校有 355 所（不含军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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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硕士点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硕士点的数量。 

本书对硕士点的统计以二级学科为准，将所有一级学科硕士点换算为二级学

科硕士点。 

设有硕士点的院校有 603 所（不含军事院校）。 

11.国家特色专业 

本书软件标记为 ，后面的数字表示高校国家特色专业的数量。 

特色专业是高校实力十大评价指标中最弱的一项指标，在标有前面 6 项中任

一项指标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本指标。 

具有国家特色专业的院校有 657 所（不含军事院校）。 

12.其他指标 

当然，还有很多反映院校实力特征的指标本书软件没有统计，如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副教授人数、两院院士人数、长江学者人数、青年千人计划人数、ESI

千分之一学科数量等，考生如有需要可自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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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何挑选志愿 

1. 对志愿分层次 

浙江普通类考生最多可以填写 80 个“院校+专业（类）”的志愿组合，本书建

议考生对这 80 个志愿分为赌、冲、稳、保、垫 5 个层次。本书软件中用这 5 个图

标进行标记： 

 

“赌”是赌一赌运气的意思，挑选预测录取分数高于考生分数 15 分以上的专

业志愿。这些专业虽然录取的机会较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在本书的后面

将会介绍如何挑选赌一赌志愿。 

“冲”是冲刺一下的意思，一般挑选预测录取分数高于考生分数，但分数差

不超过 15 分的志愿。“冲”的录取几率一般比“赌”要高。 

“稳”是指稳健的志愿，一般挑选预测录取分数低于考生分数，但分数差值

不超过 5 分的志愿。 

“保”是指需要保证录取的志愿，一般挑选预测录取分数低于考生分数 5 分

至 10 分的志愿。 

“垫”是指垫底的志愿，如果考生在前面的 4 个志愿均无法保证录取，则必

须保证“垫”志愿能被录取，一般挑选预测录取分数低于考生分数 10 分以上的志

愿。挑选“垫”志愿必须排除伪“垫”志愿，本书后面讲介绍如何排除伪“垫”

志愿。 

根据考生对软件水平掌握的不同，本书提供三类志愿填报方案供考生参考。

表中分数比较是指考生实际考试分数和预测分数的比较；三种类型方案下方的数

字表示在该相应层次的志愿填报数量。 

层次 分数比较 保守型方案 稳健型方案 冒险型方案 

赌 高 15 分以上 10 10 20 

冲 高 1-15 分 10 15 30 

稳 低 0-5 分 15 25 10 

保 低 6-15 分 25 15 10 

垫 低 15 分以上 20 15 10 

注：非专业人士请慎用冒险型方案。考生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分配每个层次的

志愿数量。 

冒险型方案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但同时也能获取最大收益。使用冒险型方案

必须能通过波动分差正确分析出大小年院校，并能通过分差正确排除伪“垫”志

愿。若能正确使用软件分析功能，从众多志愿中挑选出正确的“赌”和“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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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则有较大几率被超出预期的院校录取。 

2. 预测录取分数 

通过往年的录取分数预测今年的录取分数，是挑选志愿中最重要的工作。由

于每年考试试题的难度并不相同，分数区间分布往往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对本

年的录取分数进行预测时，不能直接使用往年的录取分数进行比较。也就是说，

在使用往年的分数进行预测时，必须经过合理的算法换算成本年度的分数。常用

的换算方法有线差换算和等位分换算。 

一般来说等位分换算在预测分数时较为准确，下面举例来说明等位分的换算

方法。 

比如浙江海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2017年的最低录取分数为573

分，录取位次为 54324。在 2018 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高考成绩

一分一段表来查找位次 54324 所对应的分数。假如 2018 年一分一段表的部分数据

如下表： 

科类名称 分数 小计 累计 

…… 

普通 582 1001 52832 

普通 581 986 53818 

普通 580 957 54775 

普通 579 959 55734 

普通 578 1047 56781 

普通 577 1046 57827 

普通 576 1009 58836 

普通 575 1017 59853 

…… 

表中“累计”列的数据即为分数对应的位次数据。我们在累计列中找到两行

数据，使得位次 54324 刚好介于这两个数据之间。如表中的粗体部分，54324 刚好

介于 53818 和 54775 之间，因此 2017 年的 573 分就可以换算为 2018 年的 580 分

或 581 分（本数据为假设情况，实际换算分数以 2018 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的折算值

为准）。 

当然考生也可以将自身的分数折算为 2017 年的分数后再进行预测；还可以直

接使用考生的位次进行预测。本书不建议考生直接使用位次进行预测，主要原因

是位次在各分段的波动并不一致，且波动数据值较大，考生不易于把握自身位次

的上下安全边际。 

将往年分数折算成本年分数以后，就可以通过往年的分数对本年的录取分数

进行预测了。常用的预测算法有三八线差和加权平均算法。经过本书作者近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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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加权平均算法的预测精度较高。本书使用 4 年加权平均算法，因为

2017 年是浙江的第一次新高考，因此 2017 年的分数权重较大，4 年的权重分别为

75%，15%，5%，5%，算法如下： 

2018 年预测分数=2017 年等位分×75%＋2016 年等位分×15%＋2015 年等位

分×5%＋2014 年等位分×5% 

需要注意的是，浙江省 2017 年以前采用的是传统高考模式，无法使用线差和

等位分换算来折算往年分数。若只用 2017 年的考分进行 2018 年预测，则无法分

析大小年现象，对录取分数的波动情况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增大落榜风险。

本书软件通过大数据分析对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录取数据使用纵向波动分析算法

进行等位折算，从而直观清晰的看出录取分数的波动情况。 

下面以浙江海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例： 

 

其 2014 年至 2017 年的录取分数如下： 

 

上图中列出了该专业在各年的录取分数，其中 2014 年至 2016 年在理科招生，

分数分别为 521 分、532 分和 535 分，招生人数分别为 17 人、13 人、12 人；2017

年在一段线和二段线均有招生，录取分数分别为 577 分和 573 分，招生人数 14 人

和 7 人。 

本书软件对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录取分数进行大数据分析，使用纵向波动算

法进行折算，将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录取分数折算为 2017 年的录取分数分别为 564

分、567 分和 572 分；2017 年的等位分为 2017 年的实际最低录取分。 

这样考生就可以只用关注 2014 年至 2017 年 4 年的等位分 564 分、567 分、572

分、573 分，而不用去关注实际录取分数，从而可以直观的观察该专业在近 4 年内

的录取分数变化趋势。通过 4 年的等位分数，本书软件预测该专业 2018 年的录取

分数换算为 2017 年的分数为 570 分，如上图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软件将会在 2018 年 6 月 23 日浙江高考成绩公布后

重新计算 2014 年至 2017 年的等位分和 2018 年的录取预测分，并同步更新到软件

客户端。届时考生只需要简单的比较该专业的预测分数和自身的实际考试分数，

就能方便快捷的挑选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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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预测分数 

1. 影响录取分数的因素 

录取分数从本质上看是考生与考生之间的博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如

果一个学校的某专业只录取一个人，你的分比我的分高，如果你填报了这个专业，

我就不会再有机会。 

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就是该校最后一个被投档进去的考生的分数。因此是

先有投档，再有最低录取分数，而不是反过来理解。高校的最低录取分数，反映

了整个考生群体对高校和专业在心目中的定位。高分的考生优先选择，他往往会

选择对他来说最优的学校和专业，而低分考生只能在高分考生选剩的学校和专业

里挑选对他来说最优的学校和专业。每个人对最优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而所有

考生在相同的时间填报和录取对考生来说让这种挑选变得不透明，也就是说你无

法准确的知道位次在你前面的考生都挑选了哪些学校专业，还剩下哪些学校专业

可以供你挑选。因此我们就必须对这种挑选进行预测，最直观的预测方法就是预

测学校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影响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不仅仅影

响了自身的分数线，还会影响其下游院校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这就像一个多米诺

骨牌效应。举例说明，如果北京大学的招生计划由 100 人增加到 300 人，则不仅

仅会影响到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还会影响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这

样的影响会层层下传，形成蝴蝶效应。 

但考生也不用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院校专业最低录取位

次在相邻年份之间的波动值不会过于剧烈。且部分波动剧烈的院校专业也有一定

的规律可循。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影响院校录取分数的因素。 

（1）录取规则 

批次合并、录取方式、志愿填报方式等发生变化，均会影响录取分数。如 2017

年浙江实行新高考后，等位分数波动超过 10 分的院校专业达到了 24.6%。 

（2）大小年 

当一个学校专业的上一年录取过低的时候，本年就会有过多的考生填报该学

校专业，造成录取分数上升，形成大年情况；到了下一年度就会因为录取分数过

高导致少人报考，造成录取分数下降，形成小年情况。大小年情况在很多学校存

在。 

（3）招生计划 

一般招生计划增加会降低最低录取分数，招生计划减少会增加录取分数。招

生人数和招生人数的变动值越大，分数波动越大。比如招生人数由 2 人变成 1 人，

其录取分数波动值就比由 50 人变成 49 人的波动值大。 

（4）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越多，分数的波动值越小；招人人数越少，分数的波动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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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院校改名 

将学院改名为大学、或将一个不是很好听的名字改为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录

取分数会增加。例如华北联合大学改名为华北理工大学，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相对

于上一年上涨了 65 分。 

（6）国家政策导向 

比如学校升级降级、院校合并、国家对产业的支持等，对 2018 年的考生来说，

应该重点关注双一流建设院校。 

（7）社会导向 

不同的时间阶段有不同的社会舆论热点，部分舆论热点会影响考生对学校和

专业的关注。 

（8）其他因数 

比如就业形势、社会经济情况、行业经济情况等。 

2. 部分高校分数趋势预测 

2017 年下半年公布的双一流高校建设将会引起 2018 年度的录取分数波动；另

外部分高校即将改名，也可引起录取分数波动，现列举如下： 

院校名称 趋势 变动原因 

湖南大学 下降 落选双一流 A 

东北大学 下降 落选双一流 A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下降 落选双一流 A 

郑州大学 上升 进入双一流 B 

云南大学 上升 进入双一流 B 

新疆大学 上升 进入双一流 B 

宁波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河南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南京邮电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成都理工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天津工业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首都师范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西南石油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上海海洋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南京林业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上海体育学院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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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 上升 入选一流学科 

上海电力学院  预期改名上海电力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预期改名南宁师范大学 

成都学院  预期改名成都大学 

四川理工学院  预期改名四川科技大学 

西安财经学院  预期改名西安财经大学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预期改名吉林外国语大学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预期改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泰山医学院  预期改名齐鲁医科大学 

郑州轻工业学院  预期改名郑州轻工业大学 

湖北民族学院  预期改名湖北民族大学 

遵义医学院  预期改名遵义医科大学 

贵阳中医学院  预期改名贵阳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预期改名云南中医药大学 

注意：预期改名院校不是已经改名，而是已经提交到教育部，正等待教育部

改名审批。按以往经验来看，上述预期改名院校将会有部分院校改名成功，部分

院校改名失败。院校更名成功后录取分数会上涨。 

3. 通过近四年的录取分数波动预测分数趋势 

（1）了解数据含义 

在本书软件中提供了最近 4 年的原始录取分数、录取人数和分数换算为当年

的等位分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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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有限，上图将具体的院校名称和专业名称隐藏了。图中共有 5 行数据，

分别标记为第 1 个专业到第 5 个专业。我们以第 1 个专业的数据为例，来了解各

个数据的含义，并从这些数据中分析 2018 年的分数变动趋势。 

“预测分/差距”栏第一行是本书软件计算的预测分数；第二行是考生的分数

减去预测分数，如果为正表示预测能考上，如果为负表示预测不能考上。注意，

该分数将在 2018 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更新。 

“分数波差”表示最近两年录取等位分数的波动差值，用 2017 年的等位分减

去 2016 年的等位分，可以部分反映出录取分数的波动情况。 

“等位”栏中的第一行数据表示该年的原始录取分数折合成今年的分数，同

样该分数在 2018 年高考成绩公布后会更新；第二行数据表示该年的合计录取人数。 

2017 年的“一段”“二段”“三段”栏中的第一行数据表示该校在该段的最低

投档分数（未经折算的原始分数）；第二行表示在该段的招生人数。短横线表示在

该段没有人报考或者在前段已经招生完毕。 

2014 年至 2016 年的“文科”“理科”栏中的第一行数据表示该校在该年的原

始录取分数；第二行表示录取人数。短横线表示没有招生。 

 

（2）排除干扰分数 

在分析趋势之前，我们需要学会先排除干扰分数。若看不懂本节的内容也不

用担心，可直接跳过本节去学习下一节内容，而且需要排除干扰分数的情况也不

会很多，主要用于填“赌”志愿和排除伪“垫”志愿时更精准。排除干扰分数需

要一定的经验和对数据的敏感性，新手不容易学会，本书只简单的举例说明。 

第一种情况，当录取分数在两个段同时存在时，需要判断是否为退档的情况，

如下图： 

 

该专业在第一段和第二段均有录取分数，像这样的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在一段中考生投档人数不足；另一种情况是考生投档后被学校退档。两种不

同的情况，最低录取分数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该专业的分数情况，第一段招生 7 人，分数 607 分，第二段招生 1

人，分数 595 分。我们可以查到 2017 年一段线的划线分数为 577 分，该专业在一

段的投档分数高出划线分数 30 分，且在第一段录取人数占了绝大部分，而在第二

段录取的分数亦高于 577 分。因此这种情况下，该专业在第一段投档不足的可能

性非常小，而极大的可能是档案投满后有 1 人被退档。 

因此，该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 595 分就是一个假的最低录取分数，需要将最

低录取分数修正为 607 分。这样就需要按照本书所说的方法手动将 607 分换算成

2018 年的等位分，并通过该等位分重新计算预测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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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是同时两段有录取分数的情况都是退档情况，如下图所示： 

 

这个分数和上图的分数很相似，但是有两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第一段的招

生人数为 0 人，这表示在该段有考生投档，但是又被退档了；第二个不同是该专

业在第二段的录取分数远低于一段划线分（577 分），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 602 分

的考生误报该专业，该校的实际最低录取分数为 487 分。系统提供的数据是正确

的，无需排除。 

一般来说，排除退档干扰分数需要同时满足以下 3 个条件： 

1、上一段的录取分数远高于划线分数（高 20 分以上）； 

2、下一段的录取分数高于上一段的划线分数，或只略低于上一段的划线分数； 

3、招生人数较多，且绝大部分在上一段录取，下一段只录取了 1 至 2 个人。 

 

第二种情况，在 4 年的分数波动中，有异常的分数跃迁。如下图： 

 

从该图中可看出，这两个专业的分数波差（2017年等位分减去2016年等位分）

非常大，其原因是 2016 年理科录取分数异常。我们可以看出，2017 年的等位分与

2015 年、2014 年的等位分相差均不大，但和 2016 年的等位分相差巨大，因此我

们可以判断为该专业在 2016 年爆冷。这样我们就需要忽略 2016 年的分数来计算

预测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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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医学专业的特别说明 

医学专业作为高考的最热门专业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考生报考，录取分数

也都居高不下。学医是个笼统的说法，广义的学医指的是所有的医学类专业，包

括本科的医学类和专科的医药卫生类专业。狭义的学医，指的是能考执业医师资

格证（简称医师资格证）的专业。要想毕业后从医，就必须考取医师资格证，否

则就是非法行医，会触犯法律。 

很多同学不知道，并不是所有医学类专业都能报考医师资格证。为了方便各

位同学报考，我将本科和专科中能报考医师资格证和不能报考医师资格证的专业

分别列出来。 

  

本科专业报考医师资格证的情况归类： 

能 
 

 
 

考 

临床类别执业医师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眼视光医学  

精神医学  放射医学  儿科学 

口腔类别执业医师 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 预防医学  妇幼保健医学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中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针灸推拿学  藏医

学  蒙医学  维医学  傣医学  壮医学  哈医

学（哈萨克医学）  中医儿科学 

不 
 

能 
 

考 

基础医学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科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卫生监督  

全球健康学  药学  药物制剂  临床药学  药事管理  药物分析  药物

化学  海洋药学  中药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藏药学  蒙药学  中药制

药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法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实验技术  医学

影像技术  眼视光学  康复治疗学  口腔医学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康复物理治疗  康复作业治疗  智能医学工程  护

理学  助产学 

所有非医学学士学位均不能报考（如工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制药工程、生

物制药） 

尚未规定 
回医学（2015 年新专业）  中医康复学（2016 年新专业）  中医

养生学（2016 年新专业） 

注意，上表中“能考”中列举出来的专业必须是五年及以上学制才能报考医

师资格考试。若为四年制，则也不能报考。考生请记住这几个特点： 

1、所有四年制的本科专业都不能报考； 

2、所有名称中带有“技术”字样的均不能报考，每年都有报了医学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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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学影像技术的考生后悔； 

3、眼视光医学可以报考，眼视光学不可以报考，很多同学傻傻分不清；同样

医学影像学可以报考，医学影像技术不能报考。 

 

专科专业只有临床医学类能报考医师资格证，如下表： 

能报考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中医学  中医骨伤  针灸推拿  蒙医学  

藏医学  维医学  傣医学  哈医学  朝医学 

不能报考 

护理   助产  药学  中药学  蒙药学  维药学  藏药学  医学

检验技术  医学生物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美容技术  口腔

医学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眼视光技术  放射治疗技术  

呼吸治疗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中医康复技

术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管理  卫生监督  卫生信息管理  人口

与家庭发展服务  生殖健康服务与管理  健康管理  医学营养  

中医养生保健  心理咨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精密医疗器械技

术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康复工程技术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假肢与矫形器技术  老年保健与管理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初中起点 5 年制医学专业毕业生不能

报考 

在本科里面，医学最吃香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除了五年制，还

有七年制和八年制。七年制是本硕（目前已经停招），而八年制是本博（只有牛校

才有，又叫八年一贯制，毕业发博士文凭）。注意，还有一种也是读八年的，叫“5+3”

一体化培养，这是本硕，毕业发硕士文凭。很多考生对两种同样读 8 年的专业傻

傻分不清。一般招生的时候学校是这样写的： 

临床医学（八年制）← 这是本博 

临床医学（本博连读）←  这是本博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育）←  这是本硕 

对这两个同样读 8 年的专业，毕业后都能获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简称规培证），这个证书和执业医师合格证书是医学行业最重要的两大证书。本

博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只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如果不能毕业，则只会发本

科毕业证，不会发硕士文凭。 

在报考方面，大部分院校对医学类专业有体检要求，如温州医科大学规定要

求：惯用左手的考生不能录取到口腔医学专业，色觉异常的考生不能录取到医学

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生物科学类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应用心理学专业。 

一般来说，色弱、色盲的考生不能报考医学类专业，部分院校对左利手（俗

称左憋子）也有要求。因此考生还需要详细查看所报院校的招生章程对医学类专

业的要求。 

国内高校临床医学专业实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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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排名 学校名称 

A+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A 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A-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B+ 

重庆医科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第

四军医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

医科大学 

B 
天津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南方医科大

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B- 
广州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南

昌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 

C+ 
济南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兰州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青岛大学、 

C 
贵州医科大学、广东医科大学、新乡医学院、厦门大学、锦州医科

大学、江苏大学、南通大学、延边大学、 

C- 
内蒙古医科大学、河北大学、蚌埠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河南

大学、西南医科大学、遵义医学院、青海大学、石河子大学 

有博士点 
南京大学（未参评）  宁波大学  东南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  南华

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有硕士点 

山东中医药大学  泰山医学院  潍坊医学院  扬州大学  安徽理

工大学、北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滨州医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

长江大学、长治医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成都医学院、成都中医药

大学、承德医学院、川北医学院、大理大学、大连大学、福建中医

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赣南医学院、广东药科大学、广西中医

药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海南医学

院、杭州师范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河北工程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湖北医药学

院、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华北理工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吉首大学、济宁医学院、佳木斯大学、江汉

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牡丹江医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三峡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深

圳大学、沈阳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皖南医学院、武汉科技大

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

民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延安大学、右江民族医学院 

注意：上图有排名专业中标红的院校没有博士点，其实力低于有博士点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