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关注：研究生－考还是不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2/2021_2022__E7_A4_BE_

E4_BC_9A_E5_85_B3_E6_c73_112432.htm 正在找工作的小杨最

近很烦，“花了三年时间读研，不仅没有换来一个更好的工

作机会，相反，连原本放弃的工作都找不上了。”她告诉《

中国经济周刊》。 考研之前的小杨已经在河北某县城高中做

了几年语文教师，为了能在城市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小杨

选择了考研。 “当时觉得研究生肯定比本科生强，哪想到今

天就业这么难。要是当时不辞职，现在也该是教学骨干了，

何必到处乱撞。” 来源：www.examda.com说这话时的小杨已

经在好几家媒体辗转实习了大半年，不过，没有任何一家给

出录用信号。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想我不会考研了，”

小杨黯然地说。而对于未来的发展，小杨的打算是先在北京

闯闯，只要能找到一份月薪2000多元的工作就好，以后边干

边寻找机会。 和小杨相比，刚读研一的小周似乎更清楚自己

的读研目的。 “我想有一个北京户口，有一个相对比较好又

稳定的收入，”新闻专业毕业的小周也曾在毕业后找过工作

，但是户口、工资、稳定这三者总是很难做到平衡，因此选

择了考研。虽然知道研究生就业形式不一定就比本科生好，

但是小周还是有自己的理由。 “基本上好的国家机关都要求

研究生学历，这是一块敲门砖，而且读研可以认识导师，参

与一些项目，有很多机会。” 和小杨、小周相同，中央民族

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小丁也把考研作为自己的目标。不

过不同的是，小丁并不指望考研会给她带来更好的收入和就

业机会。 小丁刚刚毕业半年，之前在一家港资企业工作，月



薪5000多元。最近，她为了考研辞了职。对于这一决定，小

丁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难以接受。在她们看来，既然都找到了

好工作，何必还考研？就算研究生读出来，也不一定能再找

到好工作。 “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考研，我知道自己

要什么，”小丁说，“我不喜欢和商业有关的东西，我想考

研，我想去做老师。” “和前几年不一样的是，近年来，考

研心态已日趋理性。”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王振向

《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在早几年研究生就业形势很好的

情况下，很多人考研是为了有一份更好的工作；之后，因为

本科生大扩招，就业压力日益加大，因此，很多人选择考研

以逃避当下就业压力；而如今，相当一部分人的考研则是为

了和自己的职业规划相匹配，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而近年

来的就业市场表明，研究生不仅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吃香，相

反，和本科生一样面临就业压力，甚至出现了研究生就业率

不如本科生的情况。来源：www.examda.com “前些年，社会

对研究生的需求比较大，很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在招研

究生，这也刺激了研究生报名的增长。但是几年下来，这些

岗位的需求相对满足了，新增需求远远低于研究生的供给。

”王振说。 他表示，目前，学历对应聘进入一些政府机关、

科研单位还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且在薪酬待遇上也会有所

体现。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而言，更看重的是个人

能力及综合素质。 王振表示，社会提供了这么多研究生，然

而却没能提供这么多合适的研究生岗位，大部分岗位只要本

科生、专科生甚至更低学历的人就可以做。因而，在某些岗

位的竞争上，研究生并无优势。考研还是应该综合各种因素

理性对待。 另外，“毕业生就业、择业的困难，在心理上提



前筛选了“盲从型”考研者。”天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田永伟老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对于有职业生涯规划的

学生而言，他们会设计自我人生道路，今天不考，不等于明

天不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