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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E_86_E6_B3_A1_E6_c73_117136.htm 如同一根持续了近

十年的“大阳线”突然折了腰。1月20日，2007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考试如期进行。128.2万的报名人数，相比去年只增长

了0.5%。而在过去数年里，增长率几乎一直维持在20%以上

的高位。 学历泡沫越吹越大来源：www.examda.com 《工人日

报》某文章称，2005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117.2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22.7万人，增幅达24.1%，这是1978年恢复硕士

研究生招生以来考生人数首次突破一百万，这是一个好现象

。，发生这种转变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也与我

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当一个社会的莘莘学子人

人向往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将学历、知识、才能作为“立

身之本”并不懈努力之时，无疑表明这个社会是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 《中国青年报》某文章指出，一些学历、文化

背景相对较低的家长觉得无力改变自身现状，便把所有的精

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多读书，以下一代的成功实

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上了大学还不够，还要考研、考博

，让孩子在读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教育社会学博士楚江亭老师表示

：“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一向以学为上，以学为高，这种

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学上得越高越好。今天，很大程度上，

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是在为孩子活着，常常听到‘

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继续上学’这样的话。父母让孩子读书

从而实现家长愿望的现象很普遍。” 《辽宁日报》某文章表



示，大学生热衷于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形成的考研热潮已持

续了几年的时间，这已成为高校中可圈可点的一道风景。随

着高校不断扩招，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大学生所面临的

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多数在校大学生认为，虽然积累“

资本”的周期很长，投入很大，短时间内得不到回报，但从

长远来看，考研是惟一选择。 《人民日报》某文章指出，到

人才招聘会上转一圈，你会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单位都把研

究生作为用人的首选，全然不顾所有制类型、效益好坏和岗

位的具体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李

守福教授评价说，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实际上是很不成

熟的市场行为。学历越高，单位需给予的工资福利待遇也越

高，每个单位都应充分考虑自己对用人成本的承受能力。 各

种弊端开始显现来源：www.examda.com 《齐鲁晚报》援引山

东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董长瑞的话说，按照本科教育的构

想，毕业生应当具备相当完备的专业知识。高校有专门的本

科教学计划，“考研热”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冲击。考研不应

以牺牲本科的课程为代价。 《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指出，

这些年来，各高校风生水起，纷纷扩招，看起来高等人才源

源不断地下线，实际上就业出口严重堵塞，很多学生求职困

难。究其原因，这是普通教育畸形膨胀、职业教育日渐式微

之故。好多大学一味地追逐体量和规模，却没有根据瞬息万

变的市场信息确定自己的育才方向。社会上明明需要更多蓝

领和普通技术人才，而高校却低着头一味地培养所谓研究型

和管理型人才。大专和中专要么攀龙附凤、并入大学，要么

门庭冷落、设施闲置。一枯一荣之间，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

用工需求形成了断裂。来源：www.examda.com 香港《大公报



》发表文章指出，大学生争着考研，用人单位开出的用人条

件也是非研究生不要，教育体制和用人市场共同炮制了我国

的学历泡沫化，让整个社会惟学历是举。然而，泡沫终究是

要破灭的，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制度设计下的参与者，股市泡

沫化，受害的是股民，楼市泡沫化，受害的是居民，学历泡

沫化，受害的就是学生。然而，泡沫破灭的受害者决不仅仅

是制度设计下的参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泡沫化制度的设

计者受害可能更深更久。近几年来，中专变大专(高职)、大

专变本科、本科纷纷建设研究性大学，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学

生人数一路扩招，学校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但教育质量却没

有得到保证。 市场机制开始显威来源：www.examda.com 《第

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市场化就业的格局中，教育

自然也有一个“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考研降温固然与

硕士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入

”与“产出”不成正比，考生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在比较

中作出更为“理性”、更为“慎重”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

不能忽视研究生教育收费所带来的弊端。研究生教育收费后

，必然有一些优秀的贫困学生面对考研望而却步，出现另一

种无奈。所以就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

才培养的长远之计而言，国家目前最应当采取的办法是收缩

研究生招生规模，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南方都市报》发

表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的文章称，考研热降温，可能反映了

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教育是一种长线投资，其

决策逻辑是放长线钓大鱼。除非个人本钱极大不怕风险，否

则决定是否读本科、读硕士乃至博士，需要相对确定的环境

条件和制度条件作为支撑，才能形成稳定预期。如果太不确



定而无法有稳定预期呢？就会引发规避风险的短期行为，其

决策逻辑是，天上飞的，不如手里抓的。 《文汇报》发表文

章指出，尽管考研报名人数增速放缓数量有限，媒体却都视

之为好消息，并给出了人们选择更趋理性的解释。从不问情

由的“一窝蜂”，到仔细考量读研付出的时间、金钱等成本

，以及未来工作预期是否理想，中国考研之路的起落震荡正

在回归平和的常态，由此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调节的显著

作用。 其实，一个教育体制健全的社会，是不会也不应该出

现所谓的“考研热”的。国家需要高端人才，同样离不开基

础知识扎实又掌握熟练技艺的职业大军。如果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置，能够及早引导青年学子自觉分流，寻找适合自己的

未来社会角色，又何至于出现纷纷博傻考研的怪现象呢？所

以，考研降温传递的理性复归信号，不仅属于大学生们，也

应该成为教育部门的清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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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