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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名考研，到了2006年，考研报名人数达到127.5万人，而

今年全国考研人数仅比去年微增7000人，持续高温不下的“

考研热”多年来首次降温。上海、北京、广东、辽宁、湖南

等地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同时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值

得一提的是，去年全国共有38322人报考天津市研究生招生单

位，而今年这一数字下降到36355人，降幅超过了5%。 近年

来，随着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考不考研已经成为每个大学

毕业生必须面临的选择。然而，考研路到底有多苦，考研族

的心态究竟如何，考研热是否真到了“拐点”？一位连考三

年的考生体会可能更为深刻。 第一年 匆匆上阵名落孙山 毕业

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的齐立巍，从小到大都是个好

学生。2001年，他以611分(文科)的高分，考入南大国际经济

与贸易系。入学时，他压根没想过毕业以后的去向问题。然

而，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2004年秋天，他面临着就业

还是考研的选择。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考研，因为身边的人都在考研，而且提高学历也能增加将

来就业的资本，于是将目光瞄准了北大经济学院。 “其实第

一年准备的时间并不是太长，虽然每天也是起早贪黑地看书

，但没有太大的压力，心态比较平和。初试成绩还不错，376

分，进了北大的复试。可复试着手准备有点儿晚，接到复试

通知书后才开始复习，匆匆上阵难免名落孙山。” 第一年的

考研让齐立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考研一族的庞大， 2004年全



国考研人数为94.5万人，而2005年一举突破百万大关，迅速增

加到117.2万人，增幅高达24%。 感受变化： 变化一：从2005

年起，全国考研尝试网上报名，网络“塞车”的情形让考生

们印象深刻。 变化二：在英语统考中取消了听力部分内容，

将听力的考核放到复试阶段进行。 变化三：在英语阅读理解

部分内新设了“选择搭配题”。此外，英语新增加了一篇作

文，使作文考试变成两篇。 第二年 专业课“马失前蹄” 第一

年的落榜对齐立巍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打击。毕竟，北大考

研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比如北大经院录取比例

大概是1：20，而南开经院则是1：10左右。何况，第一年他

的强项数学考了130多分，政治也超过了80分，证明他的实力

还是有的。 “既有些不甘心，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又觉

得自己头一年没有尽全力，还有潜力可挖，加上也很向往北

大的环境和氛围，所以第二年继续报考北大。不过，第二年

考研，我的想法难免有些多了，没想到会在专业课 ‘马失前

蹄’，初试就惨遭淘汰。” 这一年，让齐立巍最感慨的就是

全国统考的政治和数学“有点简单”，结果各地高校的复试

分数线全面飙升。“我的一个同学考了410多分，这个成绩在

往年可算是绝对高分，没想到竟然没有达到他所报考的复旦

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复试分数线。” 感受变化： 变化一：政治

取消辨析题，而出题形式也越来越灵活。比如分析题都是从

一个现实的时事或者故事为切入点，来分析有关原理。 变化

二：英语又出现新题型排序题和标题内容搭配题。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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