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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9_83_A8_E9_c73_117139.htm 硕士招生改革：不拘

一格选人才 背景：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改

革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为了更好地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教育部表示，“十一五”期间，研

究生招生制度改革要跨入一个新阶段，在总结并借鉴国内外

相关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深化硕士研究生初试和复试改革，

深化推免生制度改革，同时促进招生工作规范化，提升管理

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研究生选拔质量，加大拔尖创新人

才选拔力度，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 即使考生在

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统考中取得很高分数，但如果在招生单

位组织的复试中成绩不合要求，考生将被一票否决不予录取

。而那些有特殊创新能力、学术专长和培养潜质的学生，不

仅有机会通过推荐免初试直接进入复试，而且有望在复试中

获得加分。2007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又有一系列新

举措出台，就这些新的举措如何进一步体现创新人才的选拔

、体现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科学公平等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 统考、联考、单考、推免加复试

，多种途径选拔人才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多

种途径选拔创新人才的研究生招生机制，这一机制在2007年

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来源：www.examda.com 目前，我国硕士

生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初试分为全国统一

考试、联合考试、单独考试以及推荐免试。复试由招生单位

按教育部的规定自行组织进行。初试和复试都是研究生入学



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考试方式，研究生选拔有四种方

式：一是初试统考加复试，二是初试单考加复试，三是初试

联考加复试，四是推荐免试加复试。从2007年开始，初试更

加侧重考查考生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复

试则进一步考查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专业素质、发

展潜力、创新精神和能力等综合素质。 全国统一考试初试科

目为四门：政治理论、外国语和两门业务课。政治理论，非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英语、俄语、日语和部分学科、专业的

基础课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命题，其他考试科目一般由招生单

位自行组织命题。来源：www.examda.com 联合考试是教育部

批准的特定学科、专业的部分考试科目由招生单位联合命题

的考试，或由指定的相关机构组织进行。目前实行联合考试

的主要有MBA、法律硕士、金融联考等。 有些特殊学科专业

，招生单位可以单独考试。单独考试是经教育部确定的部分

高等学校，为符合特定报名条件的在职人员单独组织的考试

，考试科目由招生单位自主确定并自行组织命题，组织单独

考试的高校目前有160所左右。 推荐免试是经教育部确定的部

分高等学校按规定推荐本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确认其免

初试资格，由招生单位进行复试的选拔方式。2007年新增

了20所高校进行推免生工作，目前具有推免生资格的高校已

达230所。2007年有些高校推免比例也有所提高，设立研究生

院的高校一般可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15%左右推免；“211

工程”建设高校可按应届毕业生数的5%左右确定；其他高等

学校一般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2%确定，其中初次开展推荐

工作的高校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1%确定。 不拘一格，加大

创新人才选拔力度来源：www.examda.com 多年来，研究生招



生制度改革一直在积极而稳妥地进行，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并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完善。 “十一五”期间，将继续积极

而稳妥地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整体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既

要遵循研究生招生规律，不拘一格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又要

确保公平公正，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改革的重点有三个方

面，即初试科目和内容改革、复试制度改革、推免生制度改

革。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大力引导高等教育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加大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力度，不拘一格选拔

优秀人才。 按照总体规划、分类指导、稳妥推进、逐步完善

的原则，2007年启动初试科目改革。现行的初试科目设置，

沿袭了招生单位分散自行命制两门专业课的办法，这一办法

最大的问题是专业课命题考务工作成本巨大，安全隐患太多

，科学性差。针对这些问题，2007年开始在教育学、历史学

、医学三个学科门类启动初试科目改革。这三个门类设外国

语、政治理论和专业基础综合三个统考科目（个别专业单独

命题）。专业基础综合科目要涵盖4门以上本专业主干课程。

通过改革，使初试科目功能定位更加明确，更加侧重考生基

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的考查。今后，要遵循高

层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规律，进一步整合、

精简、优化、规范考试科目，完善、规范考试内容，逐步按

照门类或一级学科（群）设置考试科目，并且实现统一命题

和高校联合命题，提高命题质量，进一步提高初试的科学性

、安全性、有效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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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