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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复试否决制:复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初试成绩再高也将

落榜。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学生直接认为“复试否决制”的

背后是“出身论”和“血统论”。南开希望借此调整招收到

更优秀的来自名牌院校的生源，而还有学生认为:“‘考分最

高与‘水平最高之间本来就不能画等号，将这项措施与出身

论联系起来，就是低分人群为自己的辩护。”一时间“复试

否决制”成为“我爱南开BBS”上“十大热门话题”之首。 

许多学生的观点争锋相对，记者因此就研究生复试这个话题

采访了部分高校的教授和一些学生，而得到的答案是，如果

你希望跻身于研究生的行列，那么就认真对待复试，这会是

未来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研究生人才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偏爱本校考生是事实 有同学在“我爱南开BBS”上留言:“不

过好多老师还是喜欢本校的学生，因为好用。外校进来完不

成老师项目的学生比例明显比本校生高。”接受采访的教授

们并不否认偏爱本校学生是一个事实。因为经过高考的选拔

，能够进入名校的学生确实略胜一筹，而在大学里又能享受

到四年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专业基础更加扎实是一个事实

，成材率也明显高。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胡教授也同时

指出，对于重点院校的优秀学生，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的比

例非常高，这样普通院校的优秀学生相对还是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的，毕竟剔除了部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胡教师说，他

和很多教授交流过，大家其实很愿意招收非重点院校过来的



学生，因为他们大多非常努力勤奋，珍惜更高层次的学习机

会，所以不要把复试强加在“出身论”身上而左右了自己的

选择。 复试不是双刃剑 在“我爱南开BBS”上，对于“复试

否决制”，有同学认为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增加合理性，有

利于学校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另一方面则增加暗箱操作的可

能性，降低了公平性。而事实上，有南开的教授直接指出:“

复试否决制”的前提是你必须要通过南开规定的复试分数线

。南开属于教育部规定的34所可以自主确定并自行公布复试

分数线的高校，同时按照教育部的有关指示，硕士生招生要

适当加大差额复试的人数，因此在复试中有一些考生落选是

正常的。也许是以往只要过分数线就能上研究生的历史相对

太过漫长，所以复试淘汰制的引入让一些考生接受不了，这

可以理解。而随着我国研究生筛选制度的进一步合理透明，

这种淘汰机制只会被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纳。作为学生，如果

希望进一步深造，则应该储备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在对复试

本身大做文章，任何一位导师都希望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

这是共识。 研究生拒绝考试钻营者 对于很多学生据此提出的

“能力与分数”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胡教授认

为，“各个学校复试的情况千差万别，相同学校文理工科的

复试也是千差万别，但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导师希望招收到综

合素质高，专业基本功扎实的学生，而不是来镀金的文凭混

混。很多学生很善于考试，他花时间钻研英语、政治，将总

分拔得很高，这样的学生并不是导师心目中理想的研究生，

招收进来给导师带来的压力会很大，别说在读研期间出成果

，恐怕还得从头帮他恶补本科学过的专业课。因此考生对所

报考领域是否有兴趣，是否有潜质，是否具备基础研究能力



，一复试便知，这和考生的来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淘汰

机制要进一步严格 南开BBS上一位同学毫不掩饰地说:“太好

了！这个规定可以吓住那些师范生！”马上招来跟帖无数。

有同学直接针锋相对:“人家师范生的本领未必差，不要老自

我感觉良好。再好的学校也有差生，再差的学校也有优秀生

！” 这让记者不由得想起著名电化学家、率先建议恢复高考

的查全性院士在武汉大学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座谈会上的一

段讲话:如果没有更严格的制度，研究生质量下降是必然的。

由于不少学生将考研作为增加就业资本的重要途径，甚至将

整个大学阶段都用于考研的复习备考，有些师范院校、地方

院校甚至成为“考研基地”，这样的学生进入研究生学习后

必然暴露出知识结构单一、创新性不足等缺点。查全性院士

对考研日益泛高考化，研究生“入口”质量下降的现象忧心

忡忡。他建议，扩招必须与质量控制相结合，大学必须建立

更严格的淘汰机制。 研究生要能给“老板”干活 有学生提出

“南开本科录取线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就说南开本科生的

质量好，而对研究生分数则用另外的标准，这不是自相矛盾

吗？”硕士毕业今年开始读博士的白骁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

国内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习惯喊导师叫做“老板”，这

源于国外，在国外，学生是真正给导师打工的，读硕士期间

，要协助导师完成项目，发表论文，那么反过来说就是导师

必须招收到能够给他创造出价值的学生。一声“老板”喊出

，研究生和职场中人一样是能干活的。国家会为研究生的培

养提供资金补贴，而更多时候，导师是从科研经费中为研究

生、博士生发送补贴，这样，招收到能力强的学生，科研项

目完成的出色，导师和学生的日子都会好过，那么有哪位导



师会不愿意要能力强的学生呢？所以抛弃高考思维，研究生

真的不是分数有效的人才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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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