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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在分析09年考研形势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08年国

家研究生考试政策上的变化。08年国家研究生考试政策有以

下变化： 报考条件趋于严格 不同以往，08年研究生报考条件

中新增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不仅仅要

求考生思想纯正，品质端正，对考生国籍也有限制(外国留学

生报考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有另外的相应招考条件与要求)

。 对于以同等学历报考的考生类别缩小范围。即国家承认学

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再含自考生和

网络教育学生。这些学生必须以往届生的身份报考。也就是

说，研究生入学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基础。 调整初试分数线

分区，协调中西部人才发展 以往，我国研招单位依据初试分

数线的差别被划分成一、二、三三个区域，其中一区为东部

沿海，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它包含上海、山东等18个省市；

二区为中部地区，经济次发达，包含重庆、四川和陕西3个省

市；三区为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包含西藏、新疆

等10个省市。 从历年的报考统计数据看，由于一区的学校之

间没有分数线上的差别，大部分考生报考时，宁愿集中在上

海、北京、江苏、广州等发达、沿海城市。相对而言，报考

二区、三区的学生甚少。国家为了均衡各省市人才培养，鼓

励考生报考中西部地区，2008年特将一区的7个省份即辽宁、

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江西、安徽调到了二区，期望

以分数的优惠拉开考生的报考焦点。 同时对于在职考生，政



策规定，目前在三区就业且定向或委托培养回原单位的在职

考生，如报考地处一、二区的招生单位，按三区分数线予以

照顾；在二区就业且定向或委托培养回原单位的在职考生，

报考地处一区招生单位不享受二区分数线的照顾政策。更大

程度鼓励考生支援西部发展。 招生政策更加倾向少数民族地

区 对于少数民族，我国历来都有照顾政策，无论高考还是研

究生入学考试。相比以前，08年，研究生招生规定，报考地

处二、三地区的招生单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

域自治地方就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及

工作单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

，可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范围从以前的三区扩大

到二区。 “少数民族人才计划”更加规范 为加快少数民族地

区的发展，我国在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领域的政策上都对

其照顾。同样，在教育上，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教育部

也给与特殊优惠，通过制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为这些发展相对较慢的地方提供人力支援。并且确保其招

生质量，相关规定、政策日渐规范。比如该计划不再接收未

报考该计划的调剂考生，而报考该计划的考生也不得调剂到

该计划外录取。既限定了部分考生的乱报、虚报，同时，也

保证了少数民族人才的地域性培养和利用。 再次扩大统考科

目的范围 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西医综合4学科是我们

以往的统考科目。在巩固其历史的基础上，08年进一步将农

学门类定为全国统考，初试科目为：政治理论、外国语、农

学门类公共基础和农学学科基础综合。而农学门类公共基础

的数学、化学，农学学科基础综合的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实行联合命题。参加全国统考的科目再次扩大。 2009年考研



大战即将拉开帷幕，如果想成为最后的赢家。我们就要根据

以上的08年考研政策与形势的变化来进行预测，尽早的确立

报考方向与复习计划。 本文选自万学海文的博客，点击此处

查看原文。 1、报考人数继续增长。 近几年，关于“考研降

温热”的说法不绝于耳。实际上，通过数据显示，考研人数

并没有下降，只是涨幅比前几年略低而已。 1994年全国

有11.2万人报考，1995年增加近40%，达到15.5万人；1996年

继续攀升32%，达20.4万人；1997年，24.2万人；1998年，27.4

万人；1999年，31.9万人，2000年，39.2万人。而2001年至2007

年，报名人数分别为：46万、62.3万、79.7万、94、5万、117

万、127.5万、128.4万。即近两年报考人数稍微缩水，但仍在

增长中。因此，09年，研究生报名人数仍会增长。 2、考研人

群扩大化。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更多的应届毕业生志投于

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而随着社会对学历重视程度的提高，许

多在职工作者都希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升专业技能。

因此，近几年，通过各种方式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在职人群越

来越多，他们有的参加全国统考，有的参加“研究生进修班

”，有的通过函授、有的参加单独考试⋯⋯并且，随着高校

对考试制度的规范，众多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

考研梦想。 3、各研招单位招生规模稳中有长。 为了培养高

层次教育人才，适应社会快速发展并与国际教育接轨，

从2000年开始，我国大力扩招研究生，招生幅度一浪超一浪

。95年至99年每年增幅不到1万，而2000年至2007年，增幅分

别是：2万、2.5万、8.5万、7.5万、6万、3万、4万、2万。也

就是说，02、03年、04年时增幅最大的3年，之后基本保持平

稳增长。那么，预计09年，招生规模仍然会小幅度增长 4、各



高校和研究院的招生专业数量不断扩大，学生选择之路会更

宽。 2006年是中国研究生发展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年。

在2006年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通过了《第十批博士和硕士学位学科、专业名单》。全国

共586个研究生招生单位获得了7330个新的学位授权点。增长

幅度为历年之最。这些授权点从2007年开始招生。 言外之意

，考生在地区和院校的选择上不再是瓶颈之口。08年，在以

往基础上，更多院校开始新增专业和自设专业的招生，比如

湖北大学新增6个专业，人民大学新增4个专业，苏州大学新

增9个专业，郑州大学新增9个专业，而招收教育硕士专业的

院校从去年的49所增加到57所，招收法硕的院校从48增加

到78，工商管理从94增加到127⋯⋯增长幅度之快，之多。由

此窥见09年会有更多的院校开设学生们心仪的专业，学生的

选择道路宽且广。 5、统考专业科目进一步增多。 专业统考

一方面有利于简化考试，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考试制度，使

研究生入学考试更加公平、公正。因此，在以往教育学、心

理学、08年农学等门类改革的成功下，会有更多的专业逐步

走向统考趋势，统考改革日渐合理。 6、二区考研竞争力度

会上升。 为了照顾中部及边远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国家

每年在政策上都会对不同考区的考生在分数线上有所倾斜。

比如二区的分数线要比一区低5分左右，三区的分数线比二区

低5分左右，一区和三区几乎相差10分左右。考生为了分数上

的优惠，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地区，从而降低部分地

区的激烈竞争。 目前，由于一区的7个院校被调至二区，而

二区中的部分院校不乏各省级的重点研招机构。因此，预

测2009年报考二区的考生会出现历年来的一个小高峰。 7、与



传言相反，公费比例会继续增长。 近几年，社会上、学校里

、甚至政府部门都传言，研究生培养将转向全面自费，引起

考生一片骚动。事实上，近三年间中国研究生招生机构的公

费生比例一直在提高，对应的，自费比例在下降。2007年的

总体情况是：10个研究生中，7个公费、3个自费。而

从2004-200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公费比例变化趋势为

：54%54%57%67%。 况且，很多学校都将实验研究生培养奖

励制度，奖金涵盖率很高，从一等奖到三等奖几乎覆盖所有

学生。这项制度非常有助于学术人才的培养，也确实能帮助

不少学生解决学费、生活费问题。因此，相对而言，公费比

例只会是上升，而不是下降。 以上只是我个人在08年考研政

策变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对于09年考研形势的分析与预

测。最后，预祝09年考生金榜题名！ 张锐：万学教育集团总

裁，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研究

生会主席,资深考研辅导专家。 本文选自万学海文的博客，点

击此处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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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