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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7_A0_94_E8_c73_226356.htm 笔者日前在北京部分高

校采访发现，"研漂一族"成了大学校园的一个新群体，他们

要将考研进行到底。有的人一次就业招聘会都没有去过，只

相信研究生毕业后会有更好的就业前景⋯⋯ "不就业，继续考

研"占5%以上 多数人想通过考研缓解就业压力 北京林业大

学2007年毕业生就业统计表显示，一些学生名字的后面写着"

不就业，继续考研"。该校就业服务中心王老师介绍，截至4

月中旬，选择继续考研的学生占该校应届毕业生的5%，根据

以往工作经验，6月份后，还将有部分未能如愿就业的学生会

加入"研漂一族"。 这部分学生是各学校就业工作的重点关注

对象，但就业中心的老师有点无奈--我们主要为学生提供就

业信息，平时也举办一些职业规划讲座等活动，最后的选择

还是由毕业生本人决定。 为什么加入"研漂"行列？多数毕业

生表示:通过考研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研究生毕业后可以增

加就业砝码，也有利于申请留京户口。学经济管理的张洪亮

说:"我看中的工作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与其现在找个不如意的

工作浪费时间，不如再努一把力，等研究生毕业找一份好工

作。" 非要考名校研究生 致使"研漂"队伍扩大 非要考上名校

也致使一些毕业生成为"研漂"。小沈是北林大毕业生，大学

四年成绩优异，本可以保送本校读研，但她放弃保送报考了

中国人民大学，因为跨校、跨专业，今年的考研以失败告终

。按照小沈的学习成绩和能力，现在找份工作还是很有竞争

力的，班主任老师不支持她继续考研，多次找她交流，但她



决心已定，坚信通过努力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北京化工大学

毕业的小张今年是第三次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由于成绩

不算差曾被调剂到兰州大学，他坚决不去，认为自己有实力

考中科院，结果今年还是在复试中被淘汰，现在母校有意录

取他，他还在犹豫。 就业期望值较高者占很大比例 盲目随大

溜加入"研漂" 眼下，高校里心理咨询热线的问题很多是就业

选择的困惑。中国农大的施刚老师说，就业期望值比较高的

毕业生仍占很大比例，"不就业继续考研"就是其中的一种表

现，他们充分相信"研究生毕业能找到好工作"。当然，有的

毕业生"继续考研"是出于盲目随大溜心理，因为身边的同学

都在考研究生，自己与他们的成绩相仿、能力相当，这次落

榜仅差几分，再考一年肯定成功。由于一些学生考研目的不

够明确，容易在艰辛的备考中打退堂鼓，到那时，最佳的就

业时机已经错过了。 事实上，研究生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

，一名学理论物理的硕士生已决定去深圳打零工，博士毕业

在大学里做着送文件工作也不奇怪。施刚老师建议毕业生，

对未来的选择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可以"先就业再择业"，

积极地将自己从校园人转变成职业人，并不是只有考研究生

才算有出息，应尽量拓宽实现理想的途径。 个案:考研3年又

选择就业 已经落后一大截 "研漂一族"常常把某个师兄、师姐

奋斗成功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榜样，对于很多失败者的经历和"

研漂"成本的大小却没有充分考虑。 徐浩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建

筑学专业2004届毕业生，本科毕业时他原本可以顺利签约来

到北京工作，但他放弃了就业，加入了清华大学的考研大军

。第一次失败，第二次还是失败，经过三年的努力，今年通

过了国家研究生录取分数线。但他最后选择了放弃复试，成



为上海市政设计院的一名新员工。他说，因为不再是应届毕

业生的身份，单位无法为他解决上海户口。本科毕业时，建

筑学专业是北京、上海等很多大城市的紧缺专业，鉴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教学实力，他身边的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给他推荐工作的同学已经成了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其实复习考研这3年所学的书本知识与同学在工作中的收获相

比，徐浩感到自己已落后了一大截。在实际的建筑设计过程

中，到底最需要学一些什么？要注意哪些问题？不了解这些

情况，就不知道自己欠缺什么，学习的重点是哪些。所以，

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若有可能可以在职读研。2007年考研

调剂信息汇总 2007年考研复试完全指南2007年考研国家线及

全国34所高校复试分数线更多资料请访问：考试吧考研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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