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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热”随着200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落下帷幕终于开始降

温。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考研人数曲线多年来一直是扶摇

直上，现在却突然降温，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关注。2007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28.2万人报名，与去年相比增

加7000人，与预先估计的150万人相差甚远。上海、北京等研

究生报考集中的地区，都出现了报考人数的下降，报考北京

、天津、上海高校的考生，较去年减少3%%至6%%。顶级高

校如北大、清华等均传报考人数下降，降幅2%%至3%%左右

。除报考人数下跌外，今年考生缺考率也创历史之最，上海

地区3.3万名报名者，完成最后一场考试的不足2.5万人。据不

完全统计，考生缺考率约为20%%，比往年最高值15%%又上

涨5个百分点。专家认为，2007年，或许将成为考研史上的“

拐点”之年。选择考研的人们更趋理性化。 硕士考试的首次

降温其实也不足为奇。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副书记桂华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考研热情下降是当前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大

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过大的一个直观反应。在前几年，部分毕

业生们不能很好地适应就业压力，盲目追逐高学历，认为考

研能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但从今年的情况看，很多本科毕业

生认为，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不容易，所以选择先就业，先

积累经验再选择去深造，求职期望日趋理性。因为硕士生就

业前景并不乐观，读了3年研究生并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反

而考研不再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许多大学生对自己



未来的预期和计划也越来越实际。 桂华指出，考研也与许多

的政策相关，在条条政策下，2007年的研究生考试降温也是

很正常的。近几年来，高校研究生扩招的规模也明显加大，

研究生扩招的幅度超过了专科和本科，成为学校扩招的重点

。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施建设跟不上，一名导师一般

都要带二三十个研究生，这样就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着课程

设置不完善、导师责任感薄弱、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受市场

经济的影响急功近利，以及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 取消公费

，报考条件趋严来源：www.examda.com 一位清华老师说：

“2007年全国17所高校将试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革后

的研究生将不再区分公费和自费，而是采取奖励助学金的方

式资助优秀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会取消公费。培养机制改变后，研究生就

不再区分公费和自费。” 小刘，重庆西南大学生物系的本科

生，陕西人。他他立志要考清华大学生物系的硕士研究生。

从2005年到2006年，连续考了两年，分数不是很理想，英语

拉下了分数。但他今年本来还要坚持再考一次，他觉的今年

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的生物系。而2007年，清华大学都已经

取消了公费读研，只采取奖励的办法资助优秀研究生的学费

和生活费，他才开始动摇，决定放弃考研。 对于像他这样的

家庭，就靠父亲在外面帮忙做厨师，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

资来维持他考研考了两年，就已经是负债累累，第一年考试

的时候他还是瞒着父母，凭借在大学期间的奖学金和省吃俭

用的钱，一个人悄悄地从重庆坐火车来北京考研。第一年他

分数差很多，准备时间又短，就没有考上。2006年，父母支

持他来考，足足在北京待了8个月，但还是没有考上。而他在



北京这段期间，一个月500块钱的房租，加上生活费和考研的

资料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他的父母目前还住在窑

洞里，过着白天还要开灯的黑暗日子，已经相当清苦了。 小

刘2007年没有参加考研，选择了工作。他说等他有一定经济

基础之后他才会去考虑，考研真的很累，而且心也有点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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