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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李杭珊 9月17日，应届本科生又开始考研报名了。继高

校扩招之后，研究生的扩招已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从1998年到2007年，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已经增长了五倍，与

此相应，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在2001年至2006年的6年间增加

了80万。在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入“普及”阶段之后

，“考研”似乎也像“高考”一样，成为大学生们不得不走

的又一座独木桥。 考研者6年增长80万 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

招以后，研究生教育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1年，研

究生招生规模是15.6万人，而2003年是26.89万人，2004年约33

万人。200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约为40万人。6年

间，研究生招生数量增加了24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

从2001年到2006年，6年内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从45万增长到127

万，增加了80余万人。如今，高校中全民考研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在高校中流传着“硕士勉勉强强，博士方才够用”

的“名言”。 被动考研比例大 大学生考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本报与某网站的调查显示，“被动考研”是比较普遍的现

象。由于毕业生过多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是考研的最大动力。

调查中，60%的人明确表示考研是为了提高择业竞争力，

有21%的人考研的原因是“择业压力大，先考研再说”，只

有16%的人会因为“对专业有兴趣”而考研。与“考研”相

比，一份好工作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表示“如果有好工

作就不考研的”人占到57%。 还有一些考生会通过考研改变



自己的学习方向，调查中，4成考生表示会跨专业考研，这些

考生认为自己本科所学的专业并不是未来最好的发展方向。 

研究生收费影响考研决心 今年，已经有10所高校进行研究生

培养机制的试点改革，这10所学校为北大、清华、浙大、复

旦、上海交大、同济、西安交大、中国农大、华中科技、哈

工大。 随着改革的实行，试点高校纷纷提升奖学金、助学金

的资助额度，以使受资助的研究生不低于以前公费生的比例

。但研究生收费的消息还是对考研学生的积极性产生了一些

影响。 48%的被调查者认为，昂贵的学费会动摇考研的决心

；另有25%的人决定用勤工俭学来解决学费问题；只有27%的

人认为学费不是考研的障碍。83%的人认为，研究生学费每

年不应高于1万元。 考研人担心复试影响公平 去年教育部规

定，提高研究生考试复试权重，明确复试成绩要占总成绩

的30%至50%。并表示，复试重在考查学生专业素质、发展潜

力、创新精神和能力，考查范围也更加全面，不仅是专业素

质，而且包括文化素养、思想品德。 增加复试权重是为了让

高校有更多自主权，选择合适的人才，但不少考研者却对复

试权重的增加表现出担心。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因为

老师对学生熟悉程度有差别，所以复试会影响公平性。另

有41%的人认为，提高复试权重容易催生招生腐败。 出于同

样的担心，很多考研者认为在考研之前应该先与导师联系

。31%的人认为“一定要先和导师联系”；57%的人表示“如

果有机会就要见导师”；只有12%的人明确表示，不会联系

导师。 导师所带学生数应受限 由于研究生的迅速扩招，一些

学校出现导师短缺现象。于是，热门学科一个导师带十几个

研究生的情况成为无奈的结果。据了解，教师缺乏严重的学



校甚至有一名导师带30个研究生的惊人记录。 生师比的增大

使原本应该是“精英教育”的研究生培养面临“放养”的尴

尬局面。据了解，国外一些高校对每位导师可以指导的研究

生数都做了限额。例如，德国就规定每位正教授每年只可招

生1至3名。面对考研者数量的增加，一些学校和科研院所也

开始制定导师招生限额。这种做法显然也是多数考研者所期

望的。调查中78%的人认为，导师所带研究生数量不应多于5

个。 本版文字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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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