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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1：复试地位进一步强化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要求，2007年

研究生招生进一步强化了复试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招生单

位和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的自主权。有专家预计

，2008年后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改革，将继续注重考查考生

能力，在招生过程各环节中将继续把能力考核放在突出位置

，而复试无疑是能力考查的最重要环节。 具体来说，复试环

节将更加突出对考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考核，特别是

对创新精神和能力的考核，考查范围将更加全面，考查方法

也将更为多样化和个性化。涉及初试科目改革的高校还将适

当扩大相关学科门类的差额复试比例，并对复试科目、复试

内容等相关工作做出相应调整。作为衡量考生综合素质的一

个重要方面，心理健康测试的重要性将渐渐凸显出来。 南开

大学的肖老师认为，2008年复试应加强对考生本科阶段学习

成绩、科研活动、课外实践情况等的审查，并将其作为录取

与否的重要依据。 总的来说，复试在研究生录取过程中之所

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每个学校的培养方向与专业设置有很

大不同，只根据初试成绩，并不能全面衡量一个考生的能力

，因此只有加大复试力度，才能提高高校或培育机构的招生

自主性，以找到更适合的考生。同时，进一步提高考研复试

的地位，也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这是我国“十一

五”期间研究生招生改革的着眼点，是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



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又一重要举措。因此

，2008年考研，复试地位进一步强化将是大势所趋。 预言2：

研究生收费改革继续深化 收费改革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

重大举措之一。实际上，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以科学研究

为主导的资助制和导师负责制，这将激发研究生和导师的积

极性，更有利于创新型研究生人才的培养。 2007年，有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试点实施研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革后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将不再区

分公费和自费，而采取发放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

。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同学，将自行承担所有学费。教育部部

长周济曾表示研究生收费“肯定不会全面收费”，但也将“

不是全面自费”。 清华大学研招办相关老师表明：“清华大

学2007年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大约每年学费一万元，但是

学校采取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的学费和生活费

，并且获得奖、助学金人数的比例很大。这样，大多数学生

获得奖、助学金后，相当于仍然享受过去的公费，2008年可

能还会继续实行这项措施。” 如今，用发放奖学金替公费已

逐渐成为我国各大高校通行的措施。例如从2007年始，北京

大学奖学金分学业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其中学业奖学金框

架参照国际上通行的研究生奖学金设置办法，就读北大的博

士生将100%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生获得学业奖学金的覆盖

面也将高达90%以上。同时，北大还为研究生提供教学助理

、管理助理和科研助理岗位，使其获得岗位津贴。 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意味着我国沿用多年的研究生培养类别停止使用

，研究生招生不再有“计划内”、“计划外”、“公费”、

“自费”之分，试点学校将根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具体操



作。 预言3：统考改革更趋合理 2007年教育学、历史学、心

理学等3大科目第一次施行统考。此举引发了各方激烈和持久

的讨论。招生工作结束后，这一已经受实践检验的政策可能

会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老师认为，在历

史学的统考中，合并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两个通史，使原

来很多只考一个通史的学校不复存在，学生们初试选择的余

地没有了。在这种考试模式下，很多人放弃了考研，而如果

参加考试，考生往往需要同时复习两个通史的内容，有不少

一个通史成绩优秀的学生，不得不选报一般的学校，或者在

理想的高校面前马失前蹄，名落孙山。教育学和心理学也传

来了相对应的言论。 有专家分析，基于这种情况，2008年历

史学等3大学科的考试模式应会有所调整，使之更趋合理。统

考的这种合理性应该是全国卷与各高校招生要求的有机结合

，而不应该是完全的脱离。 预言4：在职考研持续走高 2007

年关于“考研降温热”的消息不绝于报端，实际上考研人数

并没有下降，只是涨幅低于往年而已。其中，在职考研人数

稳中有升，从目前就业的大环境来看，2008年在职考研的人

数有望持续走高。 相较于应届生，在职考生积累了一定的工

作经验。在职场的打拼中，他们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考研有更理性的思考。大部分在职考研人都是基于工作

的压力或自身发展的切实需要而选择考研，在当前就业的紧

张形势之下，在职考研也势必愈演愈烈。 中科院研究生院工

程教育学院的卢老师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助于拓宽自

己的思维，增长更多的学识；有了更高的学历，以后在工作

方面选择的余地也会大一些，发展机会会多一些。“对于在

职考研，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卢老师说道，录取人数在



稳步增加，但幅度不会很大，每年报名的人数都很多，“录

取主要看有无工作经验，在复试中考查专业方面的知识以及

在工作中的应用。” 在职读研继续升温，报名人数有增无减

。只要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大的改变，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考研热还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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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