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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按照国家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战略决策，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把高等教育的

发展重点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而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

，正是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积极措施。 我

国研究生有哪些种类？初试科目、报考资格和学制要求近年

来有哪些变化？考生应该注意哪些方面？2008年硕士研究生

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启动，为方便广大考生了解关于考研的有

关政策，记者走访了部分高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 种类学制各不相同 据介绍，研究生教育属于国民教育序列

中的高等教育。它分为两个层次，即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种类按照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

不同，可分为普通学术型研究生和职业型研究生。其中，普

通学术型研究生占绝大部分。目前我国已经开展的职业型研

究生主要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和法律硕士(简称法硕)、公共

管理硕士(MPA)、工程硕士、公共卫生硕士、教育硕士等。

职业型研究生和普通学术型研究生在报考资格、学制要求、

学习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差异。 硕士生的学制因学校的不

同而有所差别。通常情况下，普通学术型研究生的学制为2-3

年，而职业型研究生的学制多为2年。MBA学制2年，课程内

容广泛，涉及管理、经济学、金融、财务、法律等等。法硕

学制2-3年，与法学硕士相比，法律硕士侧重于实务方面

。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等8所高校首批试点招收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此

后，又陆续推出了其他多种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不同于法学

硕士。前者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立

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部门以及经济管

理、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后

者则是法学学位系列的一个层次。通常所说的“考法律专业

的研究生”一般都是指报考法学硕士。2000年起，国家不再

允许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报考法律硕士，而只

招收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

对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则鼓励其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

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法律硕士考试的竞争压力。 

命题考试分级管理 据介绍，普通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

由国家教育部进行宏观指导，各级高教行政主管部门和招生

单位分级管理，具体实施。目前硕士研究生招考方式主要包

括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部分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单独考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MBA等专业硕士学位全国联考。 全国统

一招考硕士研究生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全国统考

初试的考试科目设政治理论、外国语和相关专业科目考试。

这当中的部分科目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命题。统

一命题的科目包括政治理论，非外语专业的英语、俄语、日

语，理工类和经济类部分专业的数学，西医综合科目和中医

综合科目。考试范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政治理论考试大纲》、《数学考试大纲》、《英

语考试大纲》、《医学考试大纲》予以确定。这些大纲每年

都在上一年基础之上修订后重新出版。其他考试科目由各招

生单位自行组织命题。 全国统考科目的考试内容每年都会有



所调整，这种调整反映在当年出版的各科《大纲》中。一般

来讲，每年政治考试内容变动较大，英语、数学等有所变化

，其他科目则变动较小。 联考方面主要是指MBA和法律硕士

。从1997年开始，MBA实行联考。联考科目包括政治理论、

综合、外语。除政治理论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外，其余(外

语选考英语、日语或俄语)的命题工作均由教育部委托全

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承担。 法律硕士考试从2000年开始试

行全国联考，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文)、外语、民法学、刑

法学(目前民法学和刑法学合并为法硕专业基础科目)、综合

考试(含宪法、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法制史)，其中，政治理

论(文)和外语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硕专业

基础(含民法学、刑法学)和综合考试等业务考试科目为全国

联考科目。联考科目的考试范围和要求依据全国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考考试大纲》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司法部法规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考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郑州大学研

究生院副院长李君靖认为，初试科目的统一命题和联合命题

改革，有利于研究生招生考试选拔的科学性、安全性、高效

性。统一命题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命题的基本原则，确保试题

的科学性和质量，避免了同一学科专业试题难易度的重大偏

差所引起的不公平竞争。同时，大大减少了初试科目的数量

，减轻了招生单位的工作压力。 统一命题不利于个性化选拔

的局限性问题，应该可以在复试中得到弥补。规范复试，加

大复试力度，也是国家推进研究生招生改革的重点举措，学

生在复试中可以尽显个性特征。 统考科目逐年增多 李君靖说



，过去全国统一命题的科目只有公共课政治、数学和英语，

但近年呈现出逐渐增多趋势。据介绍，继去年教育部将心理

学、教育学、历史等科目纳入全国统考后，今年又新增农学

为全国统考科目。随着初试科目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后专业

课实行全国统考科目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从这些新列入统考

范围的业务科目考试看，其命题特点大体可归结为三点：第

一，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严格按照考试大纲设计、命题，没有

偏题、怪题，体现了加强考核基础知识的精神；第二，试题

所涉及的知识点分布均匀，基础性知识点的考查体现了广度

与深度；第三，注重考查理解与应用的能力。广大考生备考

时一定要以考试大纲为基点，科学安排复习计划，加强理解

和综合能力的训练，不寄希望于猜题、押题。 原先的专业课

由各研招单位自行命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课实行全国统

考。统考科目的考试大纲规定了考核的范围，使得复习备考

更加有章可循。这样，考生备考会更有方向性和针对性，提

高备考效率。同时，专业课统考也能使同等学力考生更加容

易扬长避短，便于合理选择专业和学校部分专业课统考。由

于各校开设的相同专业在初试时的考核都是相同的，使得同

等学力考生在选择学校时增加了选择的余地，可以扬长避短

向更高的学校和更好的专业冲刺。 科目改革益处多多 多年来

，研究生招生考试对本科教育的冲击显而易见。首先，从学

生层面看，许多人从一进大学就着手准备考研，以考研的需

要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学校本科的系统教学计划受到学生

考研计划的冲击。学生关注的是研究生考试科目相关的内容

和知识点，其他方面学业训练只是应付，甚至还会利用各种

方法应对考试，以求勉强过关。其次，从老师和院系层面来



说，又不断受到社会各层面关于考研率统计数字的冲击，久

而久之，在教学安排和管理要求上，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学

生考研需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一些本科重要的基础课教学

不受学生重视、大三课程出勤率持续走低、不及格学生比例

升高等问题。再次，招生单位自命题科目出现从简从易的趋

势。因受到国家分数线的限制，招生单位为了确保生源数量

，在试题内容和难易度上不免出现偏差。 李君靖认为，今年

出台的初试科目改革方案，通过初试科目统一命题、联合命

题或学校按一级学科命题，扩大了考核的基础内容，使初试

更加侧重考查学生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

并使初试功能更加合理。特别是初试科目和内容的改革，直

接触及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纵深领域，对于统筹兼顾本科

、研究生教育阶段的特点、规律，加强研究生的基础能力，

推动本科教学大纲的更好实施，引导学生必须较好地完成宽

口径、厚基础的学习任务。 （记者 胡炳俊 文 李文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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