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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考点，当日，2006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拉开序幕。

据悉，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招生计划初步安排40万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5.6万人。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初试

和复试，初试日期为2006年1月14日至15日。入学考试第一天

，来自各地的入学考试考生进入河南农业大学考点。 学校没

有能力保证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到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又不

愿放弃扩招带来的好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充满个性化的

研究生教育变成批量化、模式化的大机器生产。 在6月29日召

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四次工作会议上

，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侯建国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

总结道：“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

现。”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研究生扩招的比例达到25%

～30%。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全国在校研究生数量才不过3

万多人。到了1998年，全国招收了7万研究生，2001年到了16

万，2005年则达到惊人的30万～35万，2006年全国硕士生招生

报考人数更达到127.5万。 这是“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一个

背景吗？ 疲于奔命2年制 2002年以来，国内一些重点大学开

始把研究生培养的3年制，缩短为2年。余梦辉是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专业的2年制研究生，2006年6月毕业

的她，现任职橙天娱乐公司的法务助理。 余梦辉对《中国新

闻周刊》说：“我感觉自己第一年是课多时间紧，第一学期

就有七八门课，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书、沉淀、写一点



东西，感觉不太像研究生的学习状态。”与其他2年制的研究

生一样，余梦辉的第2年忙于毕业论文和找工作。“老师们都

知道2年制时间很短，一般都做不出来很有质量的论文，再加

上现在找工作太难了，对论文的要求不得不降低。”她说。 

“整天都累得要命，上完一门课再赶着上另一门课，就是一

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正在读研二的研究生舒文雯说。与余梦辉一样，她的大一也

被课程挤满了。她解释道，“因为找工作和论文的原因，我

们一般第一年就要把所有学分都修完，如果第二年再上课的

话就会很麻烦，首先你已经没有心思上课，其次你没有时间

。”舒文雯这样说，“2年时间做学问完全不够，但对于混一

个文凭找工作来说也就够了。”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

治学专业读研二的张美阳很干脆地讲：“说真的，要在学术

上、理论上做出成绩的话，两年时间显然不够用。我现在读

研究生，其实就是给我找工作做了一个缓冲而已。” “学士

后”教育 2年制使得学生们疲于奔命、无心向学，与此同时

，由于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研究生的整体质量进一

步恶化。张美阳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们的课一般来

说都是大课，有一百多人的，也有四五十人的，导师带的小

课确实很少。 “有的老师一年甚至能带十几个硕士，加起来

就有几十个，都够组成一个大班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

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外张鸣和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都谈到，江浙一带的某所国内著名大学，每年理科专

业的研究生都招不满，为了用满教育部分配的名额，就强制

各文科专业多招一些。“因为如果你用不满，第二年名额就

会缩减，这样你在教育部的整体评价体系中就会受到影响。



”张鸣解释说。 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研究生与导师

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张鸣说，目前硕士的培养，也还是不

停地在给他们上课，灌输知识,但老师们很少有人能够把本科

和研究生的课程讲出不同的新意来。于是，很多学生重复听

着自己本科时已经了解的知识，甚至还有那些早已熟悉的调

侃。对于这种现象，张鸣形象地说道：“你以为老师都有2桶

不同的水，给本科生浇一桶，给硕士生浇另外一桶？”华东

师大的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则把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干脆戏

称为“学士后”教育。 王仰麟也指出，真正学术型的研究生

，应当是小班，越小越好。比较理想的培养方式，应当是导

师能够和学生在一个课题组里。“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讲课能

够讲出来的，必须通过言传身教。”他说。 学校没有能力保

证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到真正的研究生教育，而又不愿放弃扩

招带来的好处，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充满个性化的研究

生教育变成批量化、模式化的大机器生产，把压力传递给研

究生本人。 考研向高考看齐？ 今年8月，教育部突然宣布，

将对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部分学科门类初试

科目进行改革试点，即把教育学、历史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门类的基础、专业基础两科合并为专业基础综合。合并之后

，专业基础综合科目满分为300分，政治理论、外国语科目的

满分仍各为100分。教育部表示，此后这项改革还将在其他学

科门类稳步推进。 据许纪霖介绍，题型大概分为选择、改错

和史料分析等。其中，大部分为客观题，并且有标准答案。

他对此感到大为失望：“这跟高考没有什么区别啊。”许纪

霖认为，研究生选拔考试应当更加注重学生主观分析问题的

能力。 他进一步把这称之为，用一种制度化的方式，使得考



研更加像高考，鼓励想考研的同学都要去背。“我们真正希

望同学们具有的创造力，根本找不到。如果推广开来，我觉

得是对于中国人才培养的毁灭性打击。”许纪霖说。 实际上

，教育部之所以进行此次改革，是希望把过去的一个程序变

成现在的两个程序。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2002-2010)》征求意见稿中就曾设想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第一阶段国家统考和第二

阶段招生单位自主组织的专业科目考试。第一阶段考试合格

后，即取得第二阶段考试的资格。 但是，劳凯声对于三学科

统一命题的最终效果持保留态度，因为研究生招生目前仍是

以笔试成绩提档，这将会使绝大多数竞争者在第一轮即遭遇

淘汰，理想的人才根本到不了第二轮。“毕竟，一张卷子很

难客观有效地区分一个学生是否适合做研究。所以，不管是

教育部统一命题，还是学校自主命题，一张试卷都无法真正

考查学生的研究能力。” “通过考试招人，导致我们真正想

招的进不来。那些不太好的学校来的学生，他们往往都是考

分很高，但基本没有看过什么专业书籍。最后弄得不得已，

我们还是要费很大劲去偏向自己的学生。说实在的，我们也

是没有办法啊，不是我们想这么做的。”张鸣无奈地说。 而

许纪霖也还有着另外一种担心。他指出，如此改革，研究生

考试的命题权将掌握在国家考试中心手中。随之，各种教材

、辅导书都将由其垄断。从而可能产生像国家英语4、6级考

试一样的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生？ 针对人们对2年制硕士生制度的种种抱怨，清华大学校

长顾秉林近日表示，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分为两种，一种

是应用型硕士，对他们做应用型专业化的培养；另一种是学



术型硕士，作为读博士的一个前期阶段。清华大学将逐渐改

变对于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战略，将在今后5到10年间减少研究

型的硕士招生，把硕士学位变成一个过渡学位。 刊载于《高

等教育》2006年第2期的文章《论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及

其改革》，也谈及了这一点。文章说，尽管社会有关行业对

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全国统招学术型研究

生和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比高达8 ：1，而一些高校对专业

学位的认识不够准确，仍在沿用学术型学位教育的“套路”

和标准举办专业学位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

介绍说，在美国、加拿大的高校，单纯2年制的硕士数量是很

多的，一般都是应用性的学科。2年读完后，如果你想继续读

博士，你认为自己是研究型的人才，就需要做学术论文。如

果不准备读下去，要工作了，只写一份实习报告就行。 “我

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刀切，并不区分应用型和研究型的

硕士培养，将原来三年的研究型硕士培养，压缩成两年，结

果学生压力大，而培养出的人，看来既不适应研究型，也不

适应应用型。”他总结道。 “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大批的应

用型硕士。比如我所在的历史系，培养出的硕士生，现在大

量是在做应用型的工作，媒体、公务员、行政人员⋯⋯所谓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按我的看法，是以专业知识为中心，学

到一个比较好的知识背景，比较广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应用

性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恐怕学校里许多老师并不这样看，

他们更重视培养研究型的研究生。” 张鸣也认为，目前的学

校的环境恐怕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硕士。因为，国内高

校的课程设置，并未与市场相结合，学的东西无法与市场接

轨。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硕士，既无法搞学术，也不能很



好的适应市场。 “在这里，我想区别一个概念：培养应用型

的研究生，并非不要创造性。应用型的研究生培养，也不等

同于职业培训。它对人的创造力是有要求的，这里不仅是说

知识的创造力，而且是能力的创造力，应用型人才，也不是

靠应试教育能培养出来的。”许纪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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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