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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武汉站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现

场不少高校为揽生源，在学费和奖学金问题上打起“价格战

”。 武汉科技学院表示，所有第一志愿录取后的研究生均可

享受每年3000～15000元不等的奖学金；重庆工商大学承诺

，85%的研究生可享受公费；武汉工业学院表示，第一志愿

录取的研究生，直接免去学费，每人每月再发270元“普通奖

学金”；广州大学为全脱产的博士生免去学费，每人每月再

发800元奖学金。 武汉科技学院研招负责人鄢老师解释说，往

年该校研究生一年最高可享受的“优惠”是10400元（一年学

费8000元加每月200元补贴），按新政策，现在最高可享受1.5

万元。 直接“利诱”的同时，部分高校还提出一些新考研政

策吸引考生。上海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提出，在15%以内

的招生名额中实行“研究生招生预选拔制度”，只要符合3个

条件，即品德良好、遵纪守法，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985

高校、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或211工程建设高校的优秀大学本

科毕业生，均有资格申请并参与该选拔。一经选上，只要达

到教育部复试分数线就录取，不受上海大学自定复试分数线

和差额复试的限制，不需再参加正常复试。 研招大战提前三

月打响 离2008年研究生考试还有近8个月，各校招生大战已经

打响。近日2008年研招咨询会开始，而去年武汉站咨询会是9

月初。 来自省内外的58家高校摆开展台揽才，浙江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重点高



校最受考生青睐，而一些二本院校因少人问津，工作人员无

奈提前离场。 考生最关心“能否调剂” “这个专业接受调剂

吗，调的人多不多”。咨询会上，这个问题成了学生最关心

的问题，往年考生关注的公费比例大小、奖学金等则被放到

了第二位。 武汉工业学院机电工程专业的刘同学一开口就给

合肥工业大学老师提了这一问，华中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的殷同学说：“先选211里的名牌报，考不上还能调剂其他学

校。” 据北京林业大学研招办何老师介绍，以往只有两三所

学校可调剂，今年教育部全面实施网上调剂，同时分数线降

低，考生调剂的机会大大增多，主动权增大，“不过，现在

一些条件好的上线考生上午在一个学校复试下午又跑到其他

学校，到处撒网，很容易被重复录取，实际上影响了其他考

生的利益。” 她透露，5月在京高校联合的一次研招会上已

有学校建议，将考生调剂学校的数量限制在2所。 报考外校

时怕遇“本校保护主义” 为给女儿物色一所好学校，家在汉

口的赵女士在研招咨询会现场“泡”了一上午，咨询每个学

校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录取时会不会优先照顾本校学生

？”记者发现，这是跨校考研的学生普遍担心的问题。 赵女

士称，就读黄冈师范学院电子信息专业的女儿成绩优异，考

研分数超过名校分数线应该没问题，但最让她担心的是学校

可能存在的“本校保护主义”。“女儿的几个学长今年考研

报考外校，过了报考学校的最低分数线，但复试阶段都被刷

了，会不会是被本校的考生挤下来了？”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

学院的张雯同样有这个顾虑，她想报考厦门大学新闻学，但

该专业招研计划不多，“外校学生的竞争力肯定不如本校，

不说别的，本校学生至少在导师面前混个脸熟”。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研招办主任陈德琪说，所谓“本校保护主义”的说

法不成立，学校招生录取全程都有监督。考生在复试被淘汰

很正常，因为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差额复试。希望考生不要受

此误导，影响选择，应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是否跨校考研

。 陈德琪同时提醒，复试是考核能力的最重要环节，地位日

趋重要，重在考察考生的科研能力与应用能力，考生应跟上

这一形势，不能只是埋头应试。 一听要考数学考生就“闪人

” “一说要考数学，8个招生计划，一个报名的都没有”。

研招咨询现场，说起新增专业海洋物理学无人可招，中国海

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院洪老师一脸无奈。 洪老师说，新增专

业实际上市场需求不错，没人报名，始料不及，“事后我们

走访才知道，考生放弃主要是因为它要考数学，担心题量大

，复习起来占用时间多”，“其他考数学的矿物学等专业报

名的也不多，和录取比基本是1∶1”。 考生对数学的回避，

让不少学校的工科专业也陷入靠调剂才能维持的境地。211重

点高校北京林业大学研招办何老师表示，该校工学院的专业

都要考数学，因生源不足已连续几年靠调剂才录满。 华中科

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刘传松准备报考法硕专业，他明确告诉

记者：“我不想考数学，比较枯燥，题目也比较难。” 中国

海洋大学研招办张殿震说，其实不光是硕士生报考大家尽量

避开数学专业，“一些在职老师、硕士生考博时，大多也选

不考数学，或只考简单数学的管理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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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