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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振龙 摄 核心提示 去年，湖北省硕士研究生报考首次遇冷，

报考2007年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较上年减少7000多人。刚刚结

束的2008年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湖北省119189人网报成功，

比去年减少3244人。 与此同时，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高速增长

后，全国研究生的报考规模终于在接近130万的高位出现转折

。在研究生报考人数下降的同时，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武汉

部分研究型重点高校，甚至出现了同时期毕业的研究生超过

本科生的现象。 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比例，让研究生难以承受

心理上的落差。这可能是连续两年研究生报考遇冷的根本原

因所在。 研究人士分析说，在研究生就业的巨大压力面前，

中国大学生已经进入了“理性考研”时代。 “我下定决心放

弃考研” 11月13日，在湖北省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的“大限

”之日，湖北大学大四学生童伟(化名)，在自己的博客上郑

重地写了“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考研了⋯⋯”这句话，并在

次日将自己的博客永久关闭。 这个取名为“考研路上”的博

客，原本是童伟为了记录考研历程而开设，“现在决定不考

了，留着这个博客也没用。”他对记者这样说。 虽然开博的

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因其醒目的名字，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

，被有同样考研理想的博友热捧，点击率迅速攀升至上万点

。 在得知童伟放弃考研后，博友对他的选择表示了理解，纷

纷祝福他“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从当初梦想考取研究生

，到最后的放弃，童伟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直到最后一刻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当初想考研，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

作。”童伟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心，“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考研后并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没必要再去花父母的血

汗钱‘虚度’青春。” 在武汉，与童伟有同样想法的大学生

，已不再是少数人。一度蓬勃增长的硕士研究生数量，在经

历了将近7年的疯狂增长之后，终于开始下跌。 报考人数连

续两年负增长 “如同一根挺拔的持续了多年的‘大阳线’，

突然折了腰。”湖北省考试院一位负责人这样描述最近两年

湖北省研究生报考的感受。 在他的电脑上，有一张湖北省最

近几年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图表。柱状图清楚显示了从2001年

起，湖北省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直线攀升。但到2007年突然

下滑，刚刚结束的2008年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人数较之去年

，再度走低。 作为历年研究生报考“大户”，湖北研究生报

名人数被外界看成 “风向标”。而事实上，在湖北研究生报

名人数下降的同时，在其他多个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研

究生报名人数下降的情况。 从全国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

，2001年至2007年，短短7年间，从46万人，猛增至128.2万人

。 在经过了长达7年之长的高速增长之后，全国研究生的报

考规模也终于在接近130万的高位出现转折。 在研究生报考人

数下降的同时，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武汉部分研究型重点高

校，甚至出现了同时期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本科生的现象。 

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该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卢

昌宁介绍说，该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已连续几年超过同期

本科毕业生。 卢昌宁说，研究生超过本科生已不是新现象。

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在近年来已逐渐趋于稳定，而研究生却不

断在扩招。像武汉大学这类研究型高校，研究生人数超过本



科生也算正常，“很可能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没想到在

竞争一个客户代表的职位时，竟被一个本科生挤掉了。” 华

中科技大学的小余一直想不通几天前的求职遭遇。“我已经

彻底降低了自己的待遇要求，只想找个工作安定自己，没想

到还是被用人单位认为不稳定。”小余长叹一声。 在前几年

，绝大多数公众所熟知的情况是，研究生与本科生竞争同一

个工作岗位时，研究生会占上风，而企业也经常出现人才高

消费情况。而从今年开始，很多时候，本科生开始占据上风

受到企业的青睐，而将研究生PK掉。 “要讲做研究工作，硕

士研究生还达不到这个高度，我们如果需要，宁愿花更好的

价钱聘用博士研究生。”武汉某环保企业人力资源部长认为

，硕士研究生实际上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 卢昌宁说，硕士研究生只是学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其实

，在某些方面，比如综合能力以及知识面等方面，并不见得

就比本科生强很多。 来自浙江的一家制造企业的人事主管告

诉记者，现在企业招人，唯一需要认定的就是他能为企业带

来多大的效益。如果同样的能力，我们不愿意花更高的成本

去招一个学历更高的人。 武汉某科技公司人事主管李庆华说

：“过去我们公司比较看重人员学历，感觉高学历可以代表

企业形象。高学历人员来了之后，企业有受益，但也为此吃

了一些亏，很多硕士、博士只是把公司当成镀金的地方，公

司投入很多经费来培养他们，可没过两年，一个个都走了，

流动率非常高。” “现在很少有用人单位明确要求研究生学

历。”湖北省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

本科就足够了。“甚至，江浙一带的企业，现在越来越青睐

大专毕业生。” 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小刘，今年受聘进入



一家单位。到岗后，他发现自己几个大学本科同学竟然和自

己在同样的岗位工作。而这几个同学，因为提早工作，比自

己有工作经验，薪水以及在单位的受重视程度都在自己之上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比例，让研究生

难以承受心理上的落差。”湖北省人才中心鲁处长认为，这

可能是导致研究生报考遇冷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也不

是绝对意义上的难，更多的可能只是就业没有原来顺利，待

遇没有以前好了。”在卢昌宁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与几年前本科生扩招之后，面临的就业难如出一辙。 卢昌

宁回忆，大约在5年前，当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的

硕士毕业生只有几十人。那时候，研究生都很风光。只要考

上研究生，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每到学生毕业前夕，很多的

用人单位主动到学院来要人。往往是在众多的用人单位面前

，让研究生先挑选。“挑选完了之后剩下的工作也足够本科

生的了。” 而现在情况大变，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需要和

本科生一样到处找工作。有的可能还没有本科生找得好。 也

有教育专家认为，近几年研究生就业困难的消息频频见诸报

端，导致不少原来准备考研的学生对研究生的预期下降，“

把考研当成临时避风港”的想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有专家指

出，在市场化就业的格局中，教育自然也有一个“投入”与

“产出”的问题，考研“降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入

”与“产出”不成正比，考生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在比较

中作出更为“理性”、“慎重”的选择。 大学生选择理性考

研 “这次不考研，并不代表以后永远也不迈出这一步了。”

童伟出生在湖北农村，21岁的他明显比同龄人更显成熟。4年

的大学，已让父母不堪重负，加之现在高校公费研究生的比



例逐年降低，以他的成绩即便考上研究生，能不能拿到奖学

金，也不敢保证。否则，父母再也拿不出数万元的研究生学

费了。 因为想考研究生，童伟经常与同专业的研究生师兄交

流。“报考研究生就像一座围城，很多大学生想考上，而真

正在读的研究生却很无奈。并且，越到后来越迷茫。” 提早

接触了围城里的人，让童伟提早打了退堂鼓。 “我不想赴他

们的后尘。”童伟说，以后，他会在需要的时候再报考研究

生,那时候会更有针对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专业大四学生小

叶曾经也有过考研的念头，但是，最终选择了放弃。“有些

专业是不是真的适合一味追求高学历，需要思考。” 据了解

，在小叶之前的该校新闻专业学生，特别是女生，绝大多数

几乎是毫无悬念地选择考研，继续深造。在遭遇了连续几年

的研究生就业低谷之后，他们的选择逐渐理性。“今年我们

同学报考研究生的估计只有一半左右了。”小叶说。 湖北大

学研究生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类研究生和社

会在职研究生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对于考研的选择更加

理性，可能也是导致连续两年来，湖北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

下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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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