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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5_A8_c73_205992.htm 现在为大家讲的是2007年全国考

研形势及院校选择分析。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海文资深专业

课辅导专家，人民大学商学院MBA张强老师。 张强：2007年

全国考研形势及院校选择分析。 近几年，全国考研形势，可

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高潮不断迭起。而且我认为，这种考

研“高烧不退”的局面，在5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我

已和近十届的考生一起走过了他们的考研历程。可以说是感

受颇深，我把我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哪就是“今非昔比”

了。前几年我第一次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若大个城市，我所

面对着考生只有几百余名，那时国家招收的名额和报考的比

例几乎是１∶１，甚至是１∶０。１∶０什么意思？有的专

业没人问津。比如哲学，我记的非常清楚，８７、８８年马

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连续两年招不上生来，可把这些导师

急坏了。（现在同学们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专业没人考吗？

）肯定没有了。具我了解，有些热门专业，比如理工科的计

算机专业，通信工程专业，文科的法律，经济类的专业呀，

象有的学校法律专业招才招６个名额，有接近６００考生竞

争这６个名额，太残酷了。 我们国家考研热，应该说是90年

代中期，具体一点说是94年开始，实现了考研飞跃。从这一

年开始，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逐年递增。 应该说，2007年硕士

研究生的考试形势会比往年更加严峻。 报名参加2007年研考

的恰好是本科扩招高峰2003年入学的本科生，而这批学生的

人数全国范围内比2002年增长了60万，达到了320万之多，这



从一个方面导致了2007年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基数相当大。同

时，根据海文教育集团的问卷统计结果，在校的大四学生之

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抱着找工作和考研“两条腿走路”

的想法，在校生的考研比例也越来越多，此外成教、函授、

高自考等同等学历的学生考研的人数也呈上升的趋势。 我们

推测200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的计划招生人数约为40万~42万

人，报名人数将达到146万~152万人。在报名人数增长远多于

计划录取人数的增长的同时，各院校又更加重视学生从事未

来研究工作的科研能力和专业素质，加大了专业课成绩和复

试成绩的权重，2007年考研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专业和院校

的选择 对于专业和院校的填报一定要理性，这已经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了，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考生填报“扎堆”的

现象仍然让业内人士忧心忡忡。 让我们用数字说明了专业和

院校填报“扎堆”的严重性：在2005年研招中，全国800多所

研究生招生单位中的63所集中了1/2的报名者；而在约400个研

招专业之中，又有41个专业集中了1/2的考生；在报考北京

的61所研招单位的考生中，报考“人、北、清、师”这四所

传统名校的约占了全部人数的1/3，而2006年的研招中，这种

现象更加激化，学生只是有增无减，我们建议考生们要做好

充分的心理准备来迎接考研大军的人数上的竞争压力。 所以

，考生报考的专业和院校层次须与考研实力相符。最好选择

既具有挑战性又力所能及的专业和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复

习情况，报考分数要求高一点、质量好一点的学校。这样才

会使你更加努力地复习。 从实际的可能性考虑，必须获取招

生单位真实有效的信息并对其几项指标进行综合对比。首先

是竞争态势。一是看招生单位的录取分数线，是高于还是低



于全国统一最低分数线。二是看所要报考的专业院系的录取

的平均分和最低分数。第三是看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的录取

比例，了解竞争的激烈程度。此外还要看复习资源。考生应

该尽力收集目标单位的复习资源，例如历年考试专业试题，

考试命题所依托的教材，考试复习的参考书目，复习的重点

范围，命题教师的命题风格等等，并根据自身基础进行分析

、比照。这对于考试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同学们还应充分重

视信息获取和沟通。在备考的最后冲刺阶段，特别是报名前

夕，更应该充分重视信息的获取和沟通。有相当一部分考生

会忽视网上的信息源，这是不恰当的。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主管的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来说，上面除了研究生考试网

上报名的功能之外还有专业目录信息检索的功能，让考生可

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上面的在线答疑也搭建了

学生与院校交流的一个信息平台。 而通常我们称9月对于复

习备考来讲是一个疲劳期，考生一定要挺过去。那些“两条

腿走路”的考生，在进入10月份之后要提前做好11月份找工

作和复习的计划并严格执行，否则同时兼顾找工作和考研很

容易“鸡飞蛋打”。对于权重加大了的专业课的准备，建议

考生尽可能与目标学校的老师、师兄师姐等建立联系，获得

信息，自己勾勒起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专业课大纲。尤其是

新入学的硕士生，他们对去年考试的专业课和复试还记忆犹

新，信息尤其可靠和准确，考生应该抓紧9月底和10月初的时

机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 在选择院校、专业方面忌盲目。 如

果在认清自己权衡利弊后确定自己要报考，那就下定决心争

取胜利吧。这时候，决定报考院校及专业是报名前的一段时

间内考生面临的一大难题。考生应参照以下因素：该院校专



业的报考情况、未来发展及就业情况、该校研究生培养侧重

及专业水准、并结合个人综合实力与经济能力做出理性的决

策。 从以往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情况来看，报考北京

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四大地区的考生占总考生人数

的四成左右，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均为热门学校；过半考

生集中在工商管理、计算机应用，法律、企业管理、金融、

通信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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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