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教授坦言对“推免生制度”监管经得起考验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9/2021_2022__E5_8C_97_

E5_A4_A7_E6_95_99_E6_c73_379431.htm 研究生推荐公平吗？ 

“我们一点都不认为申请免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低于统考，因

为申请量很大，个个都是尖子。” 撰稿／贺莉丹（记者） 本

科进了名牌大学，就有不小的机会获得母校推荐免试硕士研

究生，这对普通高校的报考生是否不公平？ 最近北京大学出

炉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提出北大理工科院系接收推

荐免试生的比例为50％到80％，其他院系一般不低于50％。 

免试生比例如此之高，一时成为议论焦点。 7月11日，北京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生玉海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坦言北

大对“推免生制度”的监管经得起考验。 目标：挑最好的学

生 记者：北京大学工学院这次计划招生68人，拟接收的推免

生就达55人，考生们要激烈角逐剩余的13个名额。这样的比

例正常吗？ 生玉海：很正常。各重点大学对理科学生竞争得

非常激烈。我们招的主要是重点大学的尖子生，假设一个北

航的学生，如果能免试进北大，他可能愿意；如果不行，他

可能选择免试留在母校，不会考了。 推免生一般是各兄弟重

点院校尖子生，本科表现非常突出，从研究生课程学习和科

研进展看，教授群体普遍认为，推免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参加

统考考生的平均水平。 成为免试研究生，要经过“一推一接

”两个环节。首先，母校根据学生的本科课业成绩等综合评

价组织推荐；他拿到推免资格之后，才能向包括母校在内的

各高校申请免试，通过各高校的综合复试，排在前面的佼佼

者才可能被录取为免试生。 记者：普通高校的学生就认为，



北大对推免生的偏爱很不公平。 生玉海：从教学和科研的情

况看，推免生的整体质量高，我们的目标是接收最好的学生

。 记者：一个普通考研生，要在千军万马中考上北大非常艰

难。 生玉海：是的，全国具有推荐免试权的高校大概220所，

能在母校表现突出、出类拔萃，也很不容易。北大招生本来

就是凤毛麟角，普通高校每年能考上北大的学生可能就一两

个。我们现在每年最多招的是南开、人大的，大概六七十人

，分布在250个学科。 记者：有人担心，如此一来是否将高考

的“一考定终身”发挥到极致，英雄论出身，高考考上名牌

大学，似乎一劳永逸⋯⋯ 生玉海：不一定。北大招进的本科

生是各省尖子，经过四年培养，一定会出现分层情况。 不同

学校的平均水平不一样，一个很普通的学校也有出类拔萃的

尖子，所以我们没把口子封死，还留着一定比例。先生们普

遍认为，免试生的平均水平比统考的学生高一些。免试生比

应试生录取数多一些，很正常。 复试：集体完成评价 记者：

北大应届本科生如想申请为母校推免生，能否近水楼台先得

月？ 生玉海：可能有学生担心这种政策会导致近亲繁殖，我

跟你说两个数据： 第一，北大近几年每年接收4300名硕士研

究生，来自北大本科的同学，包括考试、免试的不足三分之

一，三分之二来自兄弟院校。第二，北大最近3年接收的推免

生中，来自各兄弟重点院校的比例逐年上升，2005年我们接

收本校与兄弟院校推免生的比例约为7：3，2006年为6：4

，2007年已达5：5，我预计，2008年来自兄弟重点院校的推免

生比例会进一步上升，很可能外校（推免生）超过本校。 北

大在招生过程中只挑选最优秀的、最适合攻读研究生的同学

，这是我们招生的唯一目标。我们一贯坚持对本校和外校学



生一视同仁，不存在保护自己学生的问题。不论本校、外校

，都按统一程序申请；各学院招生委员会对申请资料进行考

评，统一复试。免试生综合复试的分数要公示，我们根据公

示的分数取学生。 另外，最近几年各兄弟院校申请北大免试

生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北

大是否保护自己的学生。 记者：推免生必须有3名教授推荐

，你们如何保证教授们推荐信的公正？ 生玉海：中国学生申

请海外一流大学时，对方教授怎么评价中国学生的推荐信，

我们就怎么评价各兄弟大学学生的推荐信。即便现在常出现

推荐信雷同的情况，我们仍相信各重点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

的推荐信较可信。 比如，某同学申请哈佛大学，推荐者将他

吹得天花乱坠，哈佛招他过去，如果他在修读课程和研究上

出现很大差别，哈佛的教授下次还会再根据那3位教授的推荐

来选拔学生吗？这叫自毁长城！ 就是吃亏，我们顶多吃一次

。之所以现在适度提高（推免生比例），因为我们有了五六

年的基础，对教授的推荐信有我们的判断。 记者：北大吃过

亏吗？ 生玉海：当然吃过。前几年，我们年年接到举报，查

了退回去的（学生）每年都有。 以前出现过这类情况，这个

学生原来可能是第二名，他把自己写成第一名，甚至他所在

学校还盖了戳。我们一公示，名次不对，他的同学自然会告

诉我们，我们马上调查，不仅把他退回去，而且下次我们还

要“重点关照”这个学校这个院系的学生。 记者：有没有发

生过教授写不实推荐信的情况？ 生玉海：一定有。我们有面

试，老师要观察。比如一个学生在申请过程中提交一篇论文

，说是他写的，这很难判断，但一旦我们发现这篇论文有问

题，肯定退掉他。 可能个别老师偏爱他的学生，但总体应坚



持客观评价，得说点事实出来；如果仅说这个学生好，这份

推荐信就没效力。 申请北大的推荐信中，有很大比例货真价

实，有以事实为依据的评价，这相对满篇溢美之词，效力自

然分出来了。 记者：推免生的复试是人在操作，既然没有统

一底线，可能会有猫腻。比如，一名北大本科生参加面试，

他的老师刚好任复试组委员，这位老师是否更倾向自己的学

生？ 生玉海：这种担心很正常，但也请大家相信，爱护自己

声誉的高校会有自己的办法。 比如，我们明文要求每个专业

的复试组要5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委员，5位教师当

场分别打分，如仅有面试，其平均分就是考生最后成绩。我

们相信，一个集体完成评价，会最大可能地避免问题的出现

。 我不敢说没有老师对自己指导过的学生有某些偏爱，也不

能绝对保证每个老师的面试都公平，但我们五六年的实践证

明，申请者、绝大多数教师对这项制度是认可的。 记者：你

历年做北大推免生工作，现在申请者弄虚作假的情况多吗？ 

生玉海：越来越少，在申请北大的学生里极少。 记者：有人

认为，在中国如果不通过统考，说情就很普遍。作为院长，

你是否遇到此类情况？ 生玉海：当然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会

告诉他规则，各院系有委员会先看申请者的材料，之后进入

复试，还有一群教授等着呢。 从2001年、2002年开始，我们

每年接收非常多的推免生，这项工作一直得到各方高度认可

，我们有信心、有制度，也有具体做法保障这个事情的公信

力。关键要看你这个大学追求什么，你追求更高目标，就要

考虑吸引更优秀的生源。 记者：北大规定，申请人必须保证

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这似乎依靠申请人的自律。 生

玉海：申请人要自律。我们专门规定，如有虚假，北大有权



拒绝这个学生的申请，并要求他签字、做个保证。一旦发现

任何问题，马上退了，哪怕他改个年龄都不行。这是纪律。 

记者：招收推免生的过程是否透明？如何监管？ 生玉海：教

育部文件明确规定：首先，母校的推荐免试资格名单要在它

的主页公示，未经公示推免资格无效，这跟高考保送生政策

一样；第二，各高校接收的最终录取名单需公示，未经公示

不得录取。最重要的“一推一接”两个环节，都应进行公示

。据我观察，全国绝大多数具有推荐免试权的高校在推的环

节都做到了。 我们在研究生院主页上年年公示我们的接收名

单，北大获得推荐资格的本科生则在教务处主页上公示。同

时，我们还公示：规则是什么、谁进入复试、复试总成绩、

录取名单等。教育部要求公示7天，我们一般公示10天，2007

年我们接收的推免生名单到现在还挂在主页上。 反思：研究

生如何选拔 记者：一些人提出取消推免生制度，让所有学生

都参加研究生统考。你怎么看？ 生玉海：研究生到底怎么选

拔，现在仍是一个摸索过程，这个过程还需一段时间。 我们

现在的入学方式跟美国、欧洲、日本都有较大差别。我昨天

下午刚和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问我，

中国GPA（本科阶段基点成绩）很高的申请者很多，我们教

授不知该选谁好，你们怎么选？我说，中国有全国性的研究

生统一入学考试，教育部还规定部分高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获

得推荐免试资格。他听后也觉得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美国

没有国家级研究生入学统考，但有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比

如美国ETS组织的GRE，但对中国考生而言相对比较容易。 

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正跟教育部了解我们的高考、研究生统考

怎么设置，有些国家教育部的官员认为我们的办法很好，也



考虑借鉴。 我想各国都要有适合自己国情的选拔方式，要根

据有多少人参加考试、各大学的平均培养质量等诸多因素不

断调整，这是一个渐进的摸索过程。 我认为，现在无论取消

免试还是取消统考，都不现实。现在对全国统考也有不同意

见，学生长时间备考，成本值不值？如果取消统考、全部免

试，现阶段大家一定担心，诚信度怎么保证？ 现在教育部已

在调整政策，比如2007年开始对教育学、医学、历史学三个

一级学科实行全国联考，今年农学也实施全国联考。这些变

化都促使各方认真考虑如何选拔最优秀的学生。 记者：其他

学校是否愿意将它们的尖子免试推荐给北大？ 生玉海：不同

学校政策不一样。有的学校相对较开放，学生获得免试资格

后随便申请哪个学校，北大就是这样；有的学校规定学生获

得免试资格后只要申请外校就不能申请本校；还有的学校免

试资格很少，为培养本校师资，只要学生申请外校就不给资

格。这都客观存在，每个学校都希望招到最好的学生。 我们

一点都不认为申请免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低于统考，因为申请

量很大，个个都是尖子。去年兄弟院校申请北大的人数大概

为2400人，我们接收了700人。 记者：1988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规定，招收保送生的比例不超过招

生计划的3％。 生玉海：你说的是高中生升本科，从1978年研

究生恢复招生以来，研究生招生中推免生制度一直存在，只

不过原来的量不是很大。 既然去年教育部提升了获得推免资

格的比例，各大学当然得适当考虑：基本条件变化了，招生

策略需不需要调整？我们现在做出的判断是，我们应适时调

整。 记者：在你看来，推免生制度仍有亟待完善之处吗？ 生

玉海：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我非常同意前几天中国人民大



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关键在于选拔过程能否公开透明、相关

信息能否对称。如果所有高校都能做到这点，我相信对提高

各校的选拔质量会有非常好的促进。 另外，我们更希望看到

，各高校的学生能相互交流，不仅限于在自己的母校完成研

究生学业，这对克服近亲繁殖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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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