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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所报考院校的自主划定的复试分数线，但由于我所就

读的院校属于西部B类地区，她所要求的英语分数只有52分，

所以我勉强有了调剂的资格。”本科就读西北工业大学的小

张同学谈起自己的调剂很庆幸，他说，幸亏他没有放弃，不

然也不会被调剂上海大学读研。“重要的是，读研期间我有

机会去香港城市大学读博，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初试成绩

和复试分数线公布之后，调剂，成了进入研究生行列的最后

一道“救生符”。但调剂似乎高深莫测，令很多人捉摸不透

。如果你就要放弃，我们想说：别走开，现在是调剂时间，

请跟随我们调准正确时分。 是的，别走开，别放弃。只要拿

准了调剂的“七寸”，新的研院的大门就可能为你敞开。 调

剂印象 调剂还是不调剂，这是一个问题。哪种方法最快捷，

该选择哪个学校，哪里有空缺信息，如同驾船航行的楚门不

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彼岸，“撞大运”，不确定性，大海捞

针，成为大多数考研人对调剂的印象。于是，听天由命的买

彩票式的调剂让很多人的耐心和希望降到了最低点。然而调

剂又总是在很多意志坚定的同学身上体现出不一样的印象，

比如磨练，比如坚持。调剂成功不一定非要经历一番寒彻骨

，关键的，是你对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划。 刚刚

参加过初试的阿美在浙江大学读的本科，她觉得，对于那些

很想上研又不怎么在乎学校和地区的人来说，调剂是很好的

选择。 阿美是调剂进入南京理工大学的。她认为调剂后的结



果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毕竟可以取得一个硕士学位，因此

从本质上讲，与理想中的状态是等同的，只是过程不同而已

。“无论怎样，都是收获，上研之后才是整个人生规划的重

点，又何必在调剂这件事情上计较太多呢？顺其自然比较好

。”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2007年1月，田同学参

加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是她第三次考研，去年她

因为2分之差与北大擦肩而过。“我不想调剂，北京有些学校

第一年我就可以去，但我不想。北大是我的梦，如果实现不

了，那就直接找工作。”但是谈起三年不第所耗费的时间和

金钱，田同学皱起了眉头。 调剂给人的印象一直像是蒙着面

纱的女郎，很多不知身份的人费尽揣测，却不知道女郎想什

么。如阿美同学所言，“上研之后才是整个人生规划的重点

”，人生诸多选择，并且充满了偶然，调剂，或许是一个柳

暗花明的开始。 调剂BLOG路径 条条大路通罗马，调剂的路

径也有很多，很多BLOG也对自己的调剂路径进行了描述。然

而“曲径通幽”，无论什么路径，最后都会迈向同一个目标

。 调剂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网络调剂平台为更多的调剂考生

提供了新选择。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研究生招生处处长张凤有

表示，为了方便广大考生调剂，今年教育部在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上专门开辟了调剂平台。 以前考生调剂都需要经过

同学推荐、老师推荐、朋友推荐，信息渠道比较窄。为此，

教育部搭建这个平台以方便考生的调剂。而像新浪、搜狐、

跨考网等考研人的集聚地，也会发布大量的实时调剂信息。

比如新浪考试频道，2月底就已经有学校发布调剂信息。而像

这样的帖子，在3月和4月成绩出来后会大量涌现。 但是考生

也不能只走网络调剂平台这一条路径。“网上的调剂系统相



比于各个学校的网站消息可能会有所滞后，很多时候当消息

出现在网上调剂系统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调剂已经结束了。

”北京印刷学院的周同学这么认为。 周同学进而对网络调剂

提出了质疑，“我当时给很多调剂系统上显示仍然有空缺的

学校挂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人已经满了。网上的调剂系统

往往只是让这个学校的调剂过程更加符合国家的规定。针对

这种情况，要在调剂开始的时候就关注各个学校的研究生招

生信息，一般上面公布的消息时效性会更强一些。” 对于调

剂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时效性。近几年很多学校已经不

再接受调剂考生，针对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提早下手

，多方面准备，才更有机会。所以除了关注网上调剂系统，

还要关注拟调剂院校研究生网站的讯息，多给院校研招办打

电话，多向师兄师姐打听有关院校的调剂信息，有条件的多

往院校研招办跑一下。 北京邮电大学在读研二的陈同学认为

应该多往研院跑，“要考北京的外地生最好是长住北京，因

为院校和导师随时可能给你打电话，这时去研院拜访导师再

好不过，而如果这时你在外地，可能机会就会错过了。” 调

剂BLOG学院 在调剂中很关键的一环是确保自己的调剂申请

被学校收到，这使得学校在调剂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在这个过程中，导师的一些话，会更具指导性。 “调剂

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与学校研招办的老师联系，确定各

专业是否接受调剂和存在调剂名额，再把调剂申请直接交到

研招办负责调剂工作的老师手中。”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张教

授这样说道。张教授还告诉考生要积极联系接受拟调剂专业

的导师，并有重点地介绍自己的情况让老师对你有所了解。 

有很多考生偏向报考民族类院校，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硕士



生导师李教授指出，民族类院校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录取调

剂类考生时往往比较灵活，各个专业也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对

于录取调剂类考生在具体要求上有些差异。 “考生要广泛的

收集信息，并积极向报考院系递交调剂申请，经常打电话询

问录取情况，随时跟进。民大的信息有时可能会发生变动，

一定要多渠道了解，及时把握。”李教授特别提醒考生，“

最好让导师对你多少有些印象，态度要诚恳，如果只是坐在

那里等待调剂，即使是民族大学本校的学生，也很难有录取

的可能。” 选择调剂到云南大学的小曹在接受学校调剂时，

遇到了要向学校保证可以自筹学习经费的问题。“云南大学

调剂类考生是没有公费名额的，学校之所以关心学生的经济

状况，是因为导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学期间过多的分心，

学生应该安心搞研究。”云南大学硕士生导师王教授指出，

过多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即使被录取了，在上研的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问题。读研期间面对的是学术问题，必须要专注

，需要把握许多细节上的东西，这是一种学术精神，是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自己研究的课题负责。 “有的外校高分考生

在调剂时输给了本校分数比较低的同学，是因为本校的同学

本科时学的课程很全，作实验等动手能力比较强，老师都是

喜欢一上手就能做事的同学。”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学院

的陈教授这样说道，“比如有个同学在调剂前的面谈时，老

师问他七层协议是什么？他答不上来，而本校的相关专业学

生基本上都会答。调剂时要重点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一些学科

专业，特别是实践能力方面。” 调剂BLOG秀场 调剂的枪林

弹雨和纵横交错的“迷魂阵”让很多考研人折戟沉沙，而在

欲火沙场中奋勇冲出来的佼佼者，无疑会像英雄一样对调剂



的考生更有吸引力。别走开，看看别的考研人是怎么把自己

“秀”出去的吧。 秀场1号档案： 首都师范大学的小周同学

提起去年调剂的事来，仍旧无限感慨。2006年A区管理类的国

家线是340分，而小周的分数是345分，且她报考的是炙手可

热的中国人民大学。敏感的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讯

号，因此，根本不等人大给她下“死亡判决书”，她就开始

了调剂生涯。 在那一个月里，她满京城跑，不知给多少所高

校递过材料，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甚至白眼，因为毕竟初

试分数刚刚公布，复试还遥遥无期，是否需要调剂生还是未

知数呢。几乎所有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都是一种调调，

客气点儿的说：先放这吧，有消息会通知你的；不客气的直

接就说不要调剂生。但无论遭受多么不客气的回答，小周都

会毕恭毕敬地说：“那我先把资料放这儿，如果贵校需要调

剂生的话，麻烦您看一下我的资料。” 当问起投了多少份资

料时，小周俏皮地说：“More than twenty！投一次如石沉大

海，过一周我再去投，就为了混个脸儿熟，我也去！”继而

她总结道：“调剂过程需要坚持，坚持到底，别放弃。” 守

得云开见月明，当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电话给

小周说，“你来拿调档函吧”时，小周喜极而泣。 秀场2号

档案： 调剂也能上名校？是的，这绝不是童话。北京邮电大

学在读研一的小陈同学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小陈去年报考的

是北京理工大学，但他只考了370分，离趋之若骛的理工大学

的心仪专业有不小差距，于是他从知道分数第一天起就立即

着手调剂。 调剂空缺信息的匮乏是小陈面临的最大难题，他

除了每天关注了各大考研网站的及时更新，还动员了所有能

动员到的亲朋帮忙打听信息。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他就每



天给投调剂资料的研招办打电话，不断和研招办以及导师“

磨”，甚至一天跑七八个学校的研究生院去亲自询问打探信

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到底总有收获，去年4月，小陈

收到自己被北京邮电大学录取通知时，兴奋得跳了起来。 调

剂也能上名校 调剂也能上名校？是的，这绝不是神话。如今

正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研一的小陈同学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来

自山东的小陈去年报考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但他只考了370分

，离趋之若鹜的理工大学的心仪专业有不小差距，于是他从

知道分数的第一天起就立即着手调剂。 调剂信息的匮乏是小

陈面临的最大难题，他除了每天关注各大考研网站信息的及

时更新外，还动员了所有能动员到的亲朋好友帮忙打听信息

。并且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小陈三次进京。第三次之后

干脆在北京找了个便宜的宾馆住下，全心为调剂。他怕万一

有学校和导师打电话通知他面试，而他却不能按时到达。 一

有点眉目，小陈就直接“杀”到该校，到办公室或上课的地

方找导师本人（课表和教室一般会在教务处贴）。小陈觉得

这个方法对他调剂上名校至关重要，他觉得只要是诚心想学

东西，展示出自己的优点和对该专业的兴趣，一般导师都会

喜欢的。 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他还每天给投调剂资料的高

校研招办打电话，不断和研招办以及导师“磨”，甚至一天

跑七八个学校的研究生院去亲自询问打探信息。 功夫不负有

心人，坚持到底总有收获。去年4月，当小陈收到北京邮电大

学的录取通知时，兴奋得跳了起来。 秀场增加案例： 小赵绝

对是当今调剂大潮中的异类。他本科毕业于江南大学，考研

成绩一般，在调剂人潮汹涌的时候，他并没有更风地选择北

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学校，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报考人



数较少的西部院校上。 小赵把简历做得很专业，跟所报考专

业相关的和曾经做过的项目都写得一目了然。尤其是工科对

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很强，而小赵比较擅长编程，他把这方

面曾在江苏某著名网络公司实习的优异表现加了进去，会让

导师觉得这个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不错。这样既表现了自

己以前在这个专业方面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人，又没有张扬

，使得导师很容易对自己留下好感，而导师的印象可以说对

调剂的考生有直接决定作用。 西部院校大多分数不高，在小

赵“大撒网”般地投递简历后，竟然同时收到了好几所大学

要求复试的通知。“这时候很矛盾，你要选择研究生院，选

择你把握最大的。最忌讳的一点是，你最好不要同时和几个

导师联系。因为既然已经被接受复试了，这时候再广撒网，

会让导师觉得你诚意不足，很可能招致导师的反感，毕竟导

师大都喜欢感情专一的学生。”小赵强调道。 小赵的眼光是

对的，他的分数在北京也就能上一般的研院，而最后他却被

兰州大学录取。 误区提醒 “别放弃”，是调剂过程中必须坚

持的口号。但华丽的“秀”的身后并不是一马平川，还是有

很多考生在调剂阶段容易陷入一个个潜在的误区，要知道，

不到录取通知书拿在手里那一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误

区一：“分数高，肯定不用调剂！” 去年小艾报考的是中国

人民大学老年学。这么冷门的专业，又考了398分，这分数搁

谁身上都能乐得半天找不着北。因此小艾每天满脑子想的都

是复试成功，人大硕士，公费等关键词，既没有联系导师，

也不再关注招生动向，对各种消息也丧失了敏感度，完全忘

了世上还有意外。很不幸，人大那年的分数提到了400分，小

艾没有被录取。由于事先也没有联系调剂，小艾这样的高分



完全派不上用场。 曾经的“准人大硕士”小艾目前正在河南

某市属师范院校就读。 误区二：“分数不高，听天由命。” 

参加调剂的人数众多，分数不高排名又不考前的同学，往往

觉得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可事实上并不尽然。 “3月4号知

道北大出分了，自己差的很远，心里很失落，但是不能放弃

，我要调剂。于是我开始主动找信息，尽最大可能平静自己

的心态。其间打了无数电话，听了无数无奈，发了无数邮件

，发动能找到的所有同学找信息，甚至一面之交的老师。” 

经历了艰辛的调剂历程最终录取到北京理工大学的小王同学

，提到调剂的时候打趣的说道，“我还专门弄了20多个超级

大的牛皮信封，把大学的各种资料的复印件放里面，大面积

的特快专递呢！”他又说，“那年北邮的调剂批复试是11人

录取4人，参加面试的11人中，有380多分考“五道口”（指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有410多分考清华的，而我370多，

排名一点都不靠前。决定是否录取在于当时面试的导师，之

前你有没有联系过导师呢，有没有做好准备呢，有没有把自

己的专业学习与导师交流使他对你留下印象呢，也许在一念

之间导师就给了你机会。” 误区三：“分高，第二志愿没问

题。” 考了380多分的小任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报考湖南大

学，本以为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了，而且即使第一志愿录取不

上，也可以校内调剂到第二志愿上去。但最后，小任考研失

败了，也没有校内调剂的机会。 大家要知道的是，目前用以

存储考生档案的计算机软件对于考生第二志愿院校的有关情

况比较模糊，各校分数线划定以及复试时间也不一样。另外

，被你作为第二志愿的学校本身也会录取相当数量的第一志

愿的考生，所以等到你的第一志愿不能上的时候，你的第二



志愿的学校也会差不多已经招满了。等待第二志愿单位主动

调剂极有可能会贻误时机，所以调剂的实现主要还是以考生

个人为主。 拟调剂的考生一定要有主体意识，主动参与。实

践证明，主动性从始至终贯穿在每个调剂成功的案例中。 抓

住调剂先机 对调剂知根知底了，调剂成功的把握就又多了一

分。调剂已经到来，效率最为关键，跟调剂时间赛跑，是调

剂成功的加速器。 预备时刻：调剂信息大搜集 STEP1:确认有

调剂资格 考生只要参加了全国统考，并且分数上了国家线，

就已经具备了调剂的资格。教育部规定，考生如果符合复试

条件而不能在第一志愿院校参加复试的，考生档案应送至第

二志愿院校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调剂。 STEP2:选择需

要调剂院校 如果院校在某些专业方面出现较大的空缺，院校

会通过一些媒体公布相关信息，并查阅考生的调剂需求。有

些院校如果常年某几个专业生源不足，也可能会和其他院校

形成固定的调剂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专业设置相近、考试难

度相近等原因，但也不拒绝个人考生的调剂申请。 考生首先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多撒网，确定几个合适的调剂院校，

然后才能有下一步的动作。知道院校的空缺信息，是进入调

剂的第一道门槛。 特别提醒： 考生报考院校大多集中在东部

，对于西部院校则报考人数很少。其实西部也有很多好学校

，很多院校的学科专业在国内是顶尖的，只是由于西部整体

经济的欠发达，迷惑了考生的眼睛。由于报考人数少，西部

院校的分数普遍偏低。 所以建议考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注

意力更多地放在西部院校上，或者东部往年调剂名额比较多

的院校上，这样被调剂的机会更大。 STEP3: 填写调剂申请登

记 考生在确定院校后就可以去高校研究生院网站下载调剂申



请表申请调剂了。 调剂申请的内容除了必须的考生自身的正

确信息，还可附带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背景或学术成果，尽

量把能够表现出考生特点的活动项目写清楚，一定要让院校

知道自己的调剂要求。 但是在写调剂申请时应注意简洁明了

，不必繁杂冗长。有些考生的调剂申请内容庞杂，甚至把懊

悔自己在考研时状态不佳这样的话都写上了，这是相当没有

必要的。 起跑时刻：左右出击，多多益善 STEP1:多份寄送申

请表 考生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寄送调剂申请表，最好用特快专

递，并且尽早和拟调剂的研招办取得联系，争取第一时间获

得调剂信息。同时，要和研招办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以便随

时了解调剂情况。 获取调剂信息的方式： ★网络渠道。 现在

几乎所有大学都会在他们的研究生网站上公布调剂信息，并

且不少都有自己的网上调剂信息登记系统。考生在填写信息

一定要准确完整，基本信息应该与原始报名信息卡一致，尤

其是准考证和身份证号码不能有丝毫错误。等到国家线下达

后，学校将和符合该校调剂条件的考生本人联系，所以考生

也需要及时将调剂材料(原始报名材料)寄交所选择的学院研

招办。 ★ 电话渠道。 打电话是必要的途径。考生要多向拟调

剂的研究生院打电话获取最新信息，并最好联系上该学院相

关专业的导师，往往导师的肯定在这时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 这时最大的障碍是电话号码怎么查询？首先从网上搜索，

输入“全国研究生院研招办联系方式”或者拟调剂的院校，

一般都会有一些考生所需要的信息；其次可以向当地114查询

；第三，考生向师兄师姐，去网上论坛询问，和考研调剂的

人打听，也是必要的办法。 ★ 人情渠道。 这条渠道要求拟调

剂的考生和报考专业的导师有比较良好的关系，或者考生可



以请求他们介绍其他的学校或导师。在调剂中，导师的主导

性非常明显，往往导师说一句话就会为你节省不少的时间，

避免一些无谓的周折和麻烦。另外，考生还要和相熟的师兄

师姐多打听多交流，向他们表达需要帮助的心情，有些“举

手之劳”，可能决定考生的成败。 特别提醒： 这一阶段的心

态非常重要，考生要有信心，积极主动，不慌乱，调整好心

情，顶住压力，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STEP2:向原报考学

院提出调剂申请 拟调剂的考生必须要向原报考单位提出调剂

申请，经过原单位允许，原单位才会将考生的报考材料寄往

拟接受调剂的单位。 考生要对所寄材料认真核对，包括各种

加盖的公章以及所有报考表格、各科目试题和试卷等。

STEP3:调剂学校接受报考材料 各学校接受调剂生的情况各不

相同。一般而言，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各学校的考题不同

，所以在要求考生必须具有国家规定的复试资格外，还要求

入学考试的统考科目中两科与所调剂专业的考试科目完全相

同，两科专业考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如果拟调剂招生单位接

受了调剂考生的报考材料，就表示拟调剂单位接收了考生的

调剂申请。这样，考生就可以准备参加拟调剂单位的复试了

，一般这时招生单位会电话通知考生。 冲刺时刻：杀复试一

个“回马枪” 即便进入了调剂的复试，考生也一定要认真对

待，不能马虎。复试权重加大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求学

考研》在前两期专门对复试做了详细的专题策划，考生可以

再查阅具体细节。 但是要注意，由于是“二次复试”，很多

在第一次复试时自己觉得表现不好的地方，一定要在这次复

试过程中解决，不要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主动出击是调剂

成功最锋利的武器。别走开，不放弃，广撒网，一定能捞到



“鱼”。这些搜集到的真实事例，和各学校单位给出的参考

意见，希望能够给予参加调剂的考生最大的帮助。《求学考

研》祝大家成功进入理想的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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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