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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3/2021_2022__E2_80_9C_

E6_BC_82_E2_80_9D_E7_c73_173396.htm 新学年，新一批研究

生已陆续入校，而新的考研大军也早已披挂上阵了。对于落

榜了却又重整旗鼓的考研者来说，是继续考研还是就业？他

们要在这之间做个细致而痛苦的权衡：漂着考研，利弊谁大

？成功者：成本不是问题 李让辉是武汉科技大学97级采矿工

程专业的学生，连考3年，今年终于考上华中科技大学信息管

理与电子商务专业研究生。我的投入很大，但我相信几年后

产出会更大。我认为我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所说的代价

，包括社会和家人的压力、时间的消耗以及跟同学相比欠缺

的社会阅历。他说，2001年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公司只工作一

个月就辞职了。环境太差，离我想象的实在太远。于是，他

决定考经济类研究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考就是3年。

这期间，他的同学有的已考上博士研究生，有的已谋到高薪

位置。而他，即使考上了，还要交巨额学费，继续学业。假

如当初你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环境较好的工作，你还会考

虑考研吗？他说：这样的工作可能是一份好工作，却不一定

适合我。我要的工作应该是自己喜欢的、能够体现人生价值

的，薪水只是表象，重要的是看发展前途。考研是一种手段

，而不是目的。 在李让辉看来，考研带给他的绝不仅仅是一

纸录取通知书，还带来许多附加值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缜

密而发散的逻辑思维能力、踏实的态度、面对挫折的坦然与

执着和对为人处世的一些深切感悟。退出者：路其实很宽许

凌凌，去年毕业于武汉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也是个经历了



两次考研的漂族。今年成绩出来，她再次落榜，于是放弃继

续考研,开始找工作，现在已经进入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

策划。考研不是唯一出路，现在走出来了，发现真的没必要

太钻牛角尖。许凌凌坦然地说。她说，当初自己和周围很多

同学一样，考研目的就是为了找份更好的工作，然而经历两

次失败后，只好放弃，感觉再考下去没意义了，更重要的是

，年龄越来越大，这对女孩子来说是个相当严峻的问题。 华

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朱若霞担任专职辅导员，她在职业生涯

规划课上会向每一届新生讲述同一个例子：1999年会计系毕

业的一位女生，没有考上研究生，就在厦门找了一份月

薪1200元的工作。才干一个月，朱若霞就接到她的电话，带

着哭腔：辅导员，我实在不想干了，一个月的工资扣除保险

、住房、医药和其他的，到手的只有100元，不过在这儿的确

又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该怎么办呀？朱若霞当即鼓励她咬咬

牙，坚持下去。过了半年，她拿到手的工资有了800元。过了

一年，她跳槽到东莞的一家企业，月薪1500元。第三年，又

跳槽到上海一家咨询公司，月薪9000元。第四年，朱若霞问

她月薪涨了没有，她神秘一笑：2万往上走吧！而这位女生的

一个同班同学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前年毕业

供职于上海一家银行，月薪比她低得多。现实中：不是每个

人都适合读研 秦亮1999年毕业于武汉某高校法学专业，在深

圳工作不顺心，不到两年就辞职了。回去考研，读完研究生

再工作，前景肯定与现在大不相同！抱此想法，他于2002年

回到武汉复习备考。一番拼搏之后，总成绩虽然过线，英语

却差1分。面对落榜，他很不服气，想自己尚有潜力可挖，决

定再考。去年，秦亮二度考研又栽倒在英语上。2004年，第



三次参考还是因为英语1分之差而失之交臂。尽管屡遭打击

，26岁的秦亮还是重新踏上了考研的征程。 与秦亮交往的好

友发现，和两年前跃跃欲试的秦亮相比，现在的他，已经丧

失了激情和乐观，不太爱说话了，更忌讳别人问考研的事。 

据统计，今年全国的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人，再加上去年未

能就业的，进入就业市场求职的毕业生在300万人左右。而去

年底公布的200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是94.5万人，

比2003年的79.7万净增长14.8万人，增幅18.4%。 另据湖北省

教育厅2003年公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12月20日，湖北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为77.66%，其中研究生就业率为95.17%，本科

生就业率为62.09%。就整体状况而言，研究生的就业状况要

优于本科生。 然而，这是不是就说明研究生一定比本科生高

一等，学校、社会就鼓励所有本科生都去考研呢？武汉科技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祁小梅教授认为，这些漂着考研的学

生了解社会、国家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但却不是全面的了

解。他们知道很多用人单位招收研究生，却不晓得更多的单

位用人观念已经向科学人才观发生转变要学历但不要唯学历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

人才的主要标准，本科生就能做好的工作干嘛还要增加成本

用研究生做？另外，对自己要有清晰全面的认识，不要盲目

地跟风。有些人可能就不适合考研，而是适合进入社会做一

些自己擅长的工作。将时间、精力、金钱浪费在不适合自己

的事情上，得到的只能是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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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