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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的抉择就摆在大部分本科生的面前能出国的人毕竟是

少数，如果把出国读书也算在广义的考研里的话，那么所有

人都要站在继续读书还是工作的十字路口。把眼光再放远一

点，无论是在国内读还是留洋，无论是只读完硕士还是一直

读到博士，最终都免不了要走向社会，最终找一份工作。于

是，考研，还是工作的抉择就可以转化为早工作还是晚工作

的抉择。 早工作早赚钱，为什么要晚工作？社会越来越重视

人的能力而非文凭，在别人继续读书的三年或两年里，参加

工作的人不仅拿到了薪水，而且增长了经验，等到读研的人

毕业时，他能找到的工作的薪资水平未必比得上已经工作了

三年的本科同学。 因此读研是有机会成本的，这成本不仅包

括不便宜的学费和失去的青春，还包括如果工作的话可以赚

到的钱，可以积累的工作经验，可以培养的社会资源。 考研

：先认清未来的方向 只有仔细权衡之后的决定才可能是明智

的。明白了读研所要付出的代价之后，再来估量一下读研的

收益，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作出正确的规划。大三的时候，我

们班上的同学几乎人人都说要考研，这里面有人是为了梦想

（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有人是为了学术（去考冷门的理

论学科的），但大部分是为了更好的就业，于是按照自己在

班级的实力，按照专业的热门程度，报考了相应的专业最强

的去考了国际法和民商法、次一点的考了刑法和诉讼法等、

再次的考了宪法行政法、最后剩下的是法制史和法理这样的



冷门专业。 所以，在报考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自己，读研是

为了什么？如果是为理想为学术，那么这篇文章与此无关，

尽管我当年选择法理专业时根本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就业。我

曾经为报民商还是报法理挣扎过，不是由于对自己实力的怀

疑，而是对自己究竟要什么的困惑民商在我看来，只是一种

谋生的手段；而法理则代表我对人生的困惑最终我选择读法

理，我希望能有时间思索一些问题，也许不会有最终的答案

，但我愿意为之付出三年的光阴。等我上研之后，听说法理

专业的就业还不错，也只是无动于心的笑笑而已，苏格拉底

说过：不求而得的，不能称为幸福。 如果是和大多数一样，

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读研，那么就要衡量一下考研的收益

：知识上收获且不去说它，相对于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读

研可以给个人带来哪些好处？ 首先是钱的问题，公费的名额

越来越少，全部自费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大部分人将不得

不承担不菲的学费，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读书

期间的生活费用谁来负担？难道再向父母开口？这应该是很

多人要考虑的问题。据我所知，理工科的学生通常都有老板

，虽然被剥削，但是总还可以拿到一些工资。我是学法律的

，谈谈我所了解法律这一行的情形。我本科的寝室里有四个

人考上研究生，三个本校，我是外校，三个本校的有的在外

面代课，有的给老师作秘书，生活开支的自理是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身边的同学，如果出去兼职的话，养活自己也不是

很难的事情，在外面代课，在律所实习，帮人写文章，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做得好的日子还比较宽裕。 其次是工作经

验，法律是一门世俗的学科，法学界的很多老师都会涉足法

律实务。这些从事实务的老师分成两种：自己单干的和带学



生一起干的，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法学院

读国际经济法的硕士，刚考上研究生，导师就让他去律所里

上班。在老板的律所里，全是师兄师姐，有硕士，也有博士

，因为师出同门，大家关系很融洽，导师很大方，同学的日

子过得也很滋润。我曾经戏称，等他毕业时，工作经验已经

有三年了。可是并非每个研究生都会遇到这样的老板，有的

导师自己专心做学问也要求学生专心读书，有的导师严厉禁

止学生出去打工或兼职，有的则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学生自己

选择，所以在考研之前，对相关信息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的

一些同学，他们的导师虽然不做实务，但并不禁止学生在不

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出去兼职。他们在一些著名的外资律所和

外企的法务部兼职，不仅可以赚钱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这

段工作经历，对毕业时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干得好，

毕业后很可能就留在那里。 最后是社会关系，参加工作的人

也许有更广的接触面，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不过，社会有社

会的资源，学校有学校的资源。你去外交部工作和去街道办

事处工作，能培养的社会关系是不同层次的；不同的学校之

间，资源分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如果再进一步细分的话，

不同的专业，乃至不同的老师，掌握的资源都是不同的，这

也是为什么考研时要择校、择师的原因。通常来说名校的老

师有更多社会资源，但有的时候，某个很强的老师，在某个

领域是专家乃至权威，掌握很多的资源，却未必在一流的高

校里，这属于奇货可居型，实力中等的同学，不可错过。 最

近几年来研究生一直扩招得很厉害，走向了物以稀为贵的反

面。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需求曲线永远向下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那些非但不扩招反而压缩名额的学校就值得留意了，



因为这是一个学校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的象征如果把学

校比作一个工厂，研究生就是它的产品。讲就业总是离不开

考研，既然大部分人考研是为了将来找个更好的工作，就有

必要对学校的就业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大致总结一下前

几届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也许可以使后来人在考研时少一

些盲目与偏执。 就业：实力与证书都不能少 读完研究生的一

个好处是，至少可以去当老师。高校教师虽然工资不高，却

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尽管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将门槛提高

到博士，但国内的形势是考博容易考硕难。连续两届我们专

业都有一位师兄成为著名高校的老师，一个在上海，一个在

南京，尽管他们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赢得的机会不是博士，但

水平却比一些平庸的博士要强的多但无论如何你优秀，还没

有哪个高校现在敢让本科生毕业就去当老师，除非是为了制

造轰动新闻。其他专业也有去当老师的，相对来说，这是比

较轻松自由的职业，尤其适合女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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