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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7_E5_BF_83_E5_c67_158919.htm 我觉得现在社会对自

考毕业生是颇有微词，大家也是群情激奋，大有群起而攻之

之势。那么大家怎么不想想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呢？ 首先，我

们来看看自考的特点，自考的特点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

宽进严出”，可以没有入学考试，但出口把得很严。社会之

所以承认自考，绝不是欣赏其“宽进”，而是对“严出”的

首肯吧。“严出”实际上在这里成了一个人才筛选机制。 第

二、我们来分析供给一方。由于大量的应用型自考班的出现

，严出到了现在已经不那么严了，现在各个高校纷纷办起了

所谓的“应用型”自考班，大家可以坐在学校里和普通高校

的同学一起学习，有老师讲授，能满足基本的学习要求，可

能就是没寝室之类的生活设施的保障。只要你是认真对待过

关问题是不大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严出”也失去了以

前的意义了。虽然应用型自考的考题也是全国统考的，但是

全日制的学习降低了难度，也就是说减轻了通过自考拿文凭

的成本，使得能力相对低的人也能通过应用型自考拿到文凭

，或者说使他们拿到文凭成本下降到他们能拿到文凭的程度

了。这样以前不敢参加自考的人出敢于参加自考了。导致自

考的“严出”作为人才筛选机制的功能的丧失。随着参加应

用型自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是能力相对以前低的人的进入

，所以职场上的自考毕业生的数量提高了，整体素质下降了

。 第三、需求方和替代品。作为人才需求方的用人单位，并

没有明显提高。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就是那么多，即使有增



长也比不上新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的增长幅度。而作为自考毕

业生替代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也是呈递增态势。这样一来

就业压力自然就很大了。 第四、从道义上分析。从道义上讲

，由于自考制度的“严出”正在慢慢淡化，而进入的门槛又

还是那么低。以前参加自考的老毕业生大多是普通高校的专

科毕业生，或者老中专生，这些人素质应该都是不错的。但

是是因为以前高校招生名额未大规模扩招，或者家庭经济问

题，没能读上一般本科。而现在这几年参加自考的，特别是

那些应用型自考的同学，又是些什么来源？职高毕业生居多

吧。不是我看不起职高毕业生，关键是职高毕业的学生素质

的确不怎样呀。应该说参加应用型自考的同学付出的成本是

低于普通高校同学的，因为他们是宽进的，却也能坐在高校

里读书；对于一般自考，也就是通称的大自考的同学，他们

成本也是低的，因为他们面对的考试难度是下降了的。 第五

、继续把严“严出”关方是自考振兴之道。任何东西的价格

是由供求决定的，如果供大于求，形成买方市场和均衡价格

下降是必然的。如果继续任由这种“宽进但不严出”的“轻

松”自考存在，只会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参加大自考的同学

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是最大的受害者。

建议重新思考自考的定位和“应用型”自考存在的合理性。

可以考虑两种考试发放不同的毕业证以示区别，否则，能力

参差不齐的人可以得到同样的果实，是不是太亏待参加大自

考的同学了？我作为一个老自考毕业生，我是过来人，我也

不想自考制度名誉扫地，因为那也关系着我的利益。 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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