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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仍在继续升温。在暑假中采访时看到，不少大学生假期里

仍然留守校园，在教室中挥汗如雨地为考研做准备。然而据

一项随机调查显示，只有12.01%的人考研是为了多学些知识

，其余大部分人都是由于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或随大流而考

研。针对这种现象，一些考研过来人指出，为逃避就业压力

而读研究生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果重新选择，我可能就不会

读研了，先到社会上工作几年再说。复旦大学01级硕士生小

刘说。本科毕业时，小刘觉得当年的就业形势不够理想，于

是就没有去找工作，一心一意地考研，最后考取了本系的研

究生。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就业形势居然一年比一年严

峻，他所中意的几家单位招聘的应届生越来越少，开出的薪

水也比过去低了不少，今后的就业形势也很难预料。真没想

到，读了三年的研究生，起点可能还不如当年高。小刘有些

后悔地说。据了解，和小刘具有同样心态的研究生并不在少

数。 招聘广告和人才交流会最能透露出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翻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可以看出大部分用人单位的招聘条

件都包括以下两条：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几年以上的工作经

验。研究生学历并不特别具有优势。在去年举办的03届华东

地区研究生招聘会上，一向受毕业生欢迎的大型跨国企业一

家都没有出现，而且几乎所有单位提供的薪水和岗位都大大

低于研究生的心理预期。对此，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人力资

源部经理表示：真论实际操作能力，研究生很难说水平能高



出多少，如今企业已经不需要靠学历撑门面，我们还是看实

力。另外，本科生年龄较小，相对来说可塑性强些，能尽快

融入我们的企业文化，不像研究生已基本定型，改变起来就

困难多了。这位负责人的话可能道出了不少企业的心声。 如

今已是一家媒体负责人的林先生仍然感到当初放弃直升研究

生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比较喜欢做实务，而不是搞研究，因

此需要在工作中多积累经验，其实有时在社会上学到的并不

比学校里的少。不过，工作了几年后，林先生又读了在职硕

士，现在已经圆满结束了学业。他认为，工作以后再读书目

标更明确，可以针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这样效果可

能会更好些。据悉，本科毕业先工作几年再读在职硕士已成

为不少白领人士的追求，在职硕士近年来的报名人数也在节

节攀升。 对于考研热现象，上海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指出，

考研应该端正心态，以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为目

的，而不应从躲避某种社会现实出发。如果因为就业形势严

峻而拖后就业，很可能会错过就业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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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