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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两年的考研战终于结束。在这场没有硝烟但充满残酷

的战争中，我既成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者，也成为这次战争的

胜利者。 失败的是两年多的努力并没有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梦

想，而胜利的是由于这次考试让我明白更加多的东西。 首先

，我想以失败者和成功者的身份和大家谈谈经济类的选择方

向和学校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有能力的应该大胆报考名校，

尤其是第一年，而且必须抱着必胜的心态全面备考。毕竟我

还是认为考上名校的经济类专业更加能够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和思维的开阔，我到人大和北大了解过，那里的学生非常主

动和充满自信，各种丰富的学术论坛和社会实践活动让这些

积极的学生得到全面的锻炼。因此，考名校如果成功了，你

的人生将会到达一个新的高起点。就算你失败了，当你第一

年全心全意为很难考上的名校而备考的时候，你的基础将会

就会慢慢地打下来，为来年再考一次其他的学校打下基础。

就以我为例子。我第一次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

，当我确定报考人大的时候，我那时几乎是跟自己玩命，除

了后面几个月有点放松，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去学习，这

一切是因为心中的梦想和竞争残酷对我的压力，那时为了考

试我只有拼命学习。可是，疯狂的学习没有换来我的梦想的

实现，当时留给我的只是三个月的悲伤，我的分数只有337分

，其中英语61，政治66，数学128，专业课82。连最基本的A

区的分数也没有通过，最后连调剂的路子也给断了。第二次



为求安稳，报考华北电力大学会计学，分数是405，其中英

语68，政治73，数学132，政治132，本专业第一。而第二次我

复习的时间也就是4个来月，和我一起二次考的同学分数远比

我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一年积累的扎实的基础。 除

了谈学校以外，我还想谈谈专业的问题，对于为了将来有更

加好的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而考研的同学（当然除去为了搞

学术而念研究生的这部分是同学，我身边也有一位，这些同

学的动机比我们纯），我觉得有时候专业甚至比学校更加重

要。比如说，一些普通学校的财经大学的就业前景比较光明

的专业就比名校的冷门专业就业好，发展空间更加大。像江

西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这些学校的会计

专业就远比一些名校的冷门经济专业更加有发展前景（我想

大部分同学会赞同我这一点，其实从每年名校报考冷门专业

的稀少的人数就可以知道）。再说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

几乎所有好一些学校的金融和财会专业每年报考的人数这么

多？难道这些同学就不懂自己思考一下去考一些比较冷门的

经济专业吗？我个人认为，这部分同学是有一些冲动，但是

也是理智的。因为我们最在乎的是我们研究生毕业后所面临

的情况，而不是只是在乎我现在能不能上的问题。如果毕业

后就业很难，那么对于那些希望通过研究生来提高自己能力

，从而找到好工作的同学还有什么意义啊？也许我的观点有

些极端，我一直认为专业很重要，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我没有

打算报考名校的一些冷门专业，而是选择报考一所理工大学

的会计学专业。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类同学而言，金融和会

计也许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在这里，我还可以和大家推荐一

下我现在报考的学校，这里的老师还是比较可以的，招生人



数不多，一共24人，能带研究生的老师就有15个以上，今年

的公费线是342，但是刷了6位360分到383分的同学，比较可惜

。除此之外，我也是为了安稳，毕竟再考一次人大或者改考

中财的金融风险比较大。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女朋友为了我

和我们的将来而忧心忡忡，毕竟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再接受

挫折，感情还是很脆弱的。她对我付出了太多，四年来一直

在支持着我，我必须考虑她，不能再次冒险，所以最后选择

考会本科的学校，这样给家里省了学费，也跟上了好导师。

将来需要做的是加倍努力，把会计学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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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