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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考研，我不得不考研” 08年广东考研报名于本月14日划

上句号，目前，全省考研报名人数还在统计中，但来自高校

研究生招生办的预测，人数会有增无减。记者在报名现场发

现，在众多的考研原因中，“逃避接触社会”成为大学生考

研一个新的理由。 时报调查：七成学生硬着头皮考研 针对有

学生“考研逃避接触社会”的现象，《信息时报》联合亿聚

网(大学生实名制社交网站)对广东本科大学生的考研做了个

网上调查。1442名广东本科大学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近

七成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考研，但是碍于种种

原因不得不考研。”其中近三成的学生表示，是因为“留恋

校园不想过早承受社会压力而考研”。 不少学生选择考研，

与家庭经济丰厚、父母的支持不无关系。调查当中近三成学

生表示，由于没有经济压力，父母希望我能多读书，晚一点

步入社会也不迟。在父母千方百计的劝说下，三成学生又向

读研跨了大一步。其中，父母反对考研，认为读研后年龄太

大难以成家的只占6%。 事实上，目前学生考研的心态越来越

功利和务实。超过三成的学生认为，读研匆匆两年，第二年

又要忙着找工，实际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同时也担心考研后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在读研后你最希望做什么的问题当中显

示，超过七成的学生能找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获得可观的

收入。 考研原因很多做学问的不多 “现在就去做人人都能做

的工作，我觉得很不值。”记者采访时，华南理工大学电子



商务专业的何晓东表示，许多考研的同学都有相似的想法，

希望在读研时学得专一点才参与竞争。谈到考研成本，他一

脸不在乎，考研才花两万块，父母也不缺这钱。 中山大学04

地理学院的何梁对此表示赞同：“读这两年就是想舒缓一下

就业压力，看到别人匆匆忙忙找工我也很紧迫啊，可是越急

心里就不想太早面对。” “说句实话，我并不想读研，可是

不读下去没法找工作。”中山大学04物理专业的杨丰嘉告诉

记者。准备考研时浪费了不少找工作的机会，读研出来还不

知道能不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可是，看到往届学生都

难找工作，只好硬着头皮考研。 大多数父母选择支持子女 记

者了解到，像建筑、地理、数学、物理等不少理科的实践性

稍弱的专业学生，即使不希望继续面对枯燥理论，也碍于就

业原因纷纷考研。 大学生逃避现实的直接后果无疑再一次将

生活的重担转嫁给了父母。不过多数父母不管家庭条件允许

不允许，都能理解孩子的选择。大学生小Z的父母，虽然因为

家境不好，希望她早些出来工作，但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能让孩子多读些书，孩子也愿意

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大学生小L要读研的原

因是因为喜欢读书，“我喜欢校园很单纯的感觉，不像社会

那么复杂，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就呆在学校，读完硕士读博士

。”而她的父母也愿意无私地支持她：“我们非常赞成她继

续读书。现在的研究生可能还算是高学历，以后就不一定了

，还是多读几年书比较好。” 研究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 虽然

考研竞争激烈，但是那些希望通过读研提高就业砝码的同学

可能要失望了。因为研究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甚至出现

比本科生还要差的态势。来自省教育厅所属的广东就业指导



中心公布的结果显示，2006年研究生的就业率不仅首次低于

本专科毕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专科毕业生就业率

还要低，这与研究生多年扩招以及培养机制和质量问题密切

相关。 暨南大学文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直言：“现

在的研究生的确比较浮躁，有空不静下心来读书，论文质量

跟以前的学生简直没法比。”他表示，自从该院研究生读研

时间从2004年由3年改为2年后，第一年不得不把所有课程塞

到一起灌给学生，本该在第二年潜心看书的学生，却要工作

和写论文，不得不赶着往外奔。扩招以后，他带的研究生也

从原来的2人变成现在的5人，一些学生往往职务繁忙，真正

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不多，翻翻以前的论文，真觉得现在的

学生没法比了。 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指出，研究生扩招在某

个程度上来讲是缓解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报研并不能

说是逃避现实，它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选择，如果他回家做

啃老族这才是真正的逃避。一个本科生不是不愿意找工作，

而是很难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工作，所以考研只是一个无奈而

又机械性的选择。 请计算成本再读研 辛辛苦苦考上研究生，

读研两年的中文系学生阿焰表示很累：“我真的觉得没有多

大用处，第一年像填鸭似地读书，第二年又得急急忙忙地找

工作。” 阿佳表示，要是读研是为了增加就业的成本，真要

三思而行！“要是当年本科出来找工作，进入一个事业单位

每月5000元保准没问题。现在高学历反而成了自己的负担，

期望值从原 来的5000～6000元降低到3000～4000元。找工时还

常常遭到用人单位的白眼，“人家都觉得中文的学生很闲，

不如学经济和外语的那么立竿见影。”阿佳前前后后已经到

过10多场招聘会，几乎成了面霸，最后在导师的帮助下才找



到一份工作。 对此，专家们给出了建议，想要考研的同学应

该理性分析各种机会与成本，再看看是否适合自己。 首先是

经济成本，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小数字。其次是时间成

本，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他们更重视的是实际能力、实践

经验和可塑性，因此一个新踏上社会的研究生并不一定比有

着三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有太多优势。最后是机会成本，比

如，你的专业，找到一份文秘的工作，第一年工作可能只有

一两千元钱，但三年后，或许已经是人力资源总监或某个部

门主管，这时收入或许已有4000元。但如果这段时间用来读

研，毕业后一切从零开始，三年的经济负增长，是否划得来

，当然不同的专业，就业后回报的价值也不尽相同，大学生

应该根据专业和市场的需求情况，具体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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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