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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考试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市报名参加2008年考研 的考生

有2264人(不含华侨大学MBA联考考生)，比上年减少520人，

减幅达18.68%，这是几年来考研人数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

考研“主力军”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报考人数比上年减少了两

成多，是导致考研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不仅是我市，从全

国的情况来看，考研人数也经历了从“突飞猛进”到“增幅

回落”的过程。2007年考研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上海、北

京等研究生 报考集中的地区，都出现了报考人数的下降，广

东、辽宁、湖南等地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也同时出现不同幅

度的下降。 泉州考研人数为何出现负增长？是什么原因让考

研不再那么热？考研与就业之间，该如何理性选择？本期《

新闻调查》将为您分析。 □本期执行：曾聪虹 黄宝阳 陈小阳

文 现状 考研人数首次负增长 从“突飞猛进”到“增幅回落”

再到首次出现负增长来自我市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我

市的考研热出现降温趋势。 研究生报考人数今年减幅18.68% 

来自市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市报名参加2008

年考研的考生有2264人(不含华侨大学MBA联考考生)，比上

年减少520人，减幅达18.68%，这是这几年来考研人数首次出

现负增长。 此前，我市的考研人数呈逐年增长。据统计，

从2002年至2007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分别为662人、1036人

、1399人、2070人、2702人、2784人。由此可见，5年之间我

市考研人数增长了3倍多。2006年以后，增幅逐渐回落，考研



热有所“退烧”。 “就在三年前，报考研究生可是一件热门

的事。”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小刘说，那时，总有一批又

一批抱着考研书籍的同学穿梭在各种各样的考研辅导班和自

习室、图书馆之间，“我们班四十几人，就有三十多人报考

研究生。”小刘说，当年有7位考上了研究生。 据调查，几

年前，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不少本科毕业班，每个班至少

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名参加考研，有的班级甚至有高

达90%以上的学生报名考研。而如今，一个班级大概只有四

分之一的学生在考研。一些适合学术研究的专业如医学、教

育、环境科学等考研的人数仍然较多，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

学科如会计、机电、英语等考研的人数有所减少，其中女生

的报考数量减少较多。 高校“考研主力军”减少两成多 2008

年我市研究生报考人数统计显示，考生来源中，高校应届本

科毕业生的考生为1341人，减少385人，减幅22.31%。高校应

届本科毕业生的考生仍是报考研究生的“主力军”，这部分

考生的减少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整体的考研人数。 华侨大学研

究生处招生办主任陈中表示，从今年我市研究生报考数据来

看，并不能片面地说考研降温，其实是有升有降，25岁及25

岁以下考生减少627人，减幅26.11%；但25岁至30岁考生增

加107人，增长29.08%。高校教师的考生减少42人，减

幅27.45%；中学教师的考生减少111人，减幅43%；但其他在

职的考生增加29人，增长9.6%。 全国考研人数增幅逐渐回落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考研人数也经历了从“突飞猛进”到“

增幅回落”的过程。从2001年到2007年，6年内全国报考研究

生的人数从45万增长到128.2万，增加了83万多人。2005年报

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达117万人，增幅为24.11%。至2006年



报考人数为127.5万，与2005年同比增加10万余人，增幅仅

为9%。至2007年，全国共有128.2万人报名考研，比2006年增

加了7000人，仅增长了0.55%。 2007年，我国许多地区的考研

呈现“降温”趋势，上海、北京等研究生报考集中的地区，

都出现了报考人数的下降，广东、辽宁、湖南等地也出现不

同幅度的下降。 先找工作后考研、先考研后找工作、边工作

边考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调查中，记者发现，本

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在职人士的考研、就业各有特点。 

硕士毕业生： 理想与现实有些距离 小孙是华侨大学文学院今

年的硕士毕业生。历经周折后，她应聘于泉州一家知名民企

任人力资源培训师，月薪不到2000元，一周上6天班。“研究

生学历既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小孙说，她应聘的

岗位本科生就可胜任，因此他们只提供她本科生的薪资待遇

。由于担心留不住她，企业还希望能跟她签3年的合同。“当

初考研是为了充实自己，但工作后才发现，似乎又回到了本

科毕业的起点了。” 今年研究生毕业的小林也有类似的感受

。2004年，他本科毕业后，学校有意让他留校工作，结果他

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发现留校工作最适合自己

，但此时留校已成为研究生就业的“香馍馍”。经过多次考

试，他终于顺利留校。“本来读研是为了让自己就业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可读了三年，结果还是同本科毕业时找的工作

一样。” 毕业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小吴苦恼更多。

由于和理想的工作状态相差太远，她只工作了两个月便辞职

了，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那时压力太大，周围的人都认

为我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应该能找到好的工作。”经过调

整，她心态有了改变，决定先工作积累些经验再选择适合自



己的职业。 据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今年组织的《文

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显示，65.9%的被访者认为

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或“非常严峻”。而据教育部

资料显示，近一两年毕业的研究生，年递增速度超过了26.9%

。 本科毕业生：可以先找工作再充电 调查中，记者发现，许

多本科毕业生不再像往年那样热衷于考研，大多抱着“先找

工作再充电”的态度。 泉州师范学院新闻系2004级学生小邓

说，班上五十几名同学仅有3人报名考研。小邓说，考研、读

研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现在就业形势严峻，她想早点出

来工作。“考研花费至少上千元，考上后如果自费还要花费

好几万元。”小邓说，自己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想先工作

后再考虑考研。 泉州师范学院2003级毕业生小林考上了研究

生，但是她却放弃读研先找工作。“现在正好有合适的工作

让自己做，可以先积累工作经验，将来还可以再考研，拥有

工作经验去学习更有针对性。” 一部分仍在坚持考研的学生

也有自己的想法。华侨大学数学系的小黄说，虽说就业形势

严峻，但读完研究生后，专业素养会比本科生强，在竞争力

上也比本科生有优势。如果考不上，也可以先找工作磨炼，

等有了一定经验再考研。 在职人士：考研为自己开辟新天地 

拥有本科学历的小林在我市某医院眼科工作3年。为提高竞争

力，他攻读在职研究生，并在今年考上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

。 在市区一家外贸企业工作的小许则干脆辞去工作，专心给

自己“充电”。“看不到好的发展前景，想考研给自己开辟

更多的就业空间。”她说。 高校教师、中学教师继续深造读

研的也不在少数。泉州师范学院方老师说，现在高校教职工

大部分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科学历的职工受环境影响，



必须“充电”提升自己的学历和能力。 考生中，已经工作又

投入到考研大军中的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专家说，在有较好

的就业机会条件下，经过一定的职场磨炼后，考生可以了解

目前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样在今后读研时就有了明确

的方向。在终身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学习的机会更加有弹性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应该逐步深入人心。 “考研人

数减少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陈中认为，客观上

与国家对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控制有一定关系，主观上与考生

个人不同就业心态有关系。但总的来说，从“一窝蜂”考研

到仔细考量读研的效果，说明考生对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

趋于理性，也说明社会对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看法更趋理

性。 用人单位不惟学历重能力 近两年来，用人单位对学历的

要求在降低，对经验和能力的要求却在提高，特别是一些民

营企业招聘时会考虑成本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都希望能

招到马上能创造生产力的职员。 我市某民营企业人事部黄经

理表示，研究生对自身定位较高，而社会经验、实际操作能

力、应用技能等却不一定好。因此，招聘时同等条件下，出

于成本考虑，企业一般会选择本科生或专科生。不少企业的

负责人说，本科直接考上硕士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而聘

用硕士生要付出比本科生更高的报酬，成本将大大增加，所

以在学历与能力方面，用人单位越来越理智。 泉州师范学院

宣传部方老师说，泉州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而技术密集型

企业较少，前者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高于学历要求，这也在

客观上导致了泉州本科生就业比研究生相对容易一些。 研究

生光环有所“褪色” 调查中，记者发现曾是社会精英代名词

的“研究生”，在不少人的观念中慢慢地发生变化。 1999年



大学扩招以来，迫于就业压力，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考研延

迟三年就业。然而，几年后，研究生的就业之路同样亮起了

红灯。华侨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许总教授表示，许多人选择读

研的心态比较功利，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其实，读研的专业

方向更加精深，就业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变得更窄了。但从

长远看，研究生的素质决定其在职场的发展与本科生相比还

是有优势的。 此外，有教授告诉记者，随着前几年研究生招

生大幅度增加，研究生质量下降不可避免。现在的研究生，

普遍存在从此前导师和学生一对一或一对二、一对三，到现

在的一对八，甚至一个导师带着二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而且

当前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完善、教学内容陈旧

枯燥、学生学术意识缺乏等情况，研究生教育质量有所下降

，也是导致研究生光环不再耀眼的原因之一。 读研机会成本

较大 专家表示，从总体上说，现在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

是增长的，但是对于学生而言，需要考虑自己在教育上的投

入产出。按经济学观点，预算成本有两种意义：一是衡量支

付能力；二是预测成本收益。 首先要考虑机会成本。所谓机

会成本，通俗地理解为：选择一种机会时，你同时要放弃其

他机会，而其他机会的成本需要低于你所选择的机会。例如

，一个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的花费一般在1000元4000元，如

果是自费读研，3年起码要花费3万元的费用，而少参加工作3

年的“经济损失”至少有6万元。换言之，选择读研至少要付

出10万元的机会成本，没考上再考，机会成本还会增大。 其

次，从时间成本看，毕竟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的3年是人生中

一段黄金时间，在就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先占要路津”

即通常所说的“占位子”很重要。投入时间成本，不一定能



够换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往往是错过很多不错的发展机会。

对于女生来说，年龄的增加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包括

工作几年内可能就要结婚生育，用人单位肯定会有各种各样

的考虑，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另外，从心理成本看，

读研究生的知识要比本科更集中到某一个专业领域，来自社

会、家庭及自身的压力很大，对自己的期望值也会更高，造

成心理成本投入太大。而本科生就像一个“原材料”，心态

比较务实，干什么都能接受，而且上手很快。 高校指导学生

先就业后择业 考生群体开始冷静对待考研，和近年来国家加

大对在职教育的扶持力度及大部分高校加强对学生的职业发

展教育和就业指导不无关系。 陈中主任表示，从今年华侨大

学研究生报名情况来看，在职报考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

了100%以上。越来越多人选择先工作几年再决定是否考研，

国家近年来出台了许多政策扶持在职教育，职场上有心想深

造的人有了更多机会，工作后再考研的群体在学科选择上更

理性，学习也更有方向性。 陈中主任说，大学扩招几年来，

全国上下已形成就业形势严峻的共识，为促进学生就业，许

多高校从大二、大三便开始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许多学生

都形成了“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 “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才

是最明智的选择。”调查中，不少教育专家提醒说，在选择

考研或就业的过程中，应该理性选择未来之路。 读研与就业

可两手准备 “读研与就业并不矛盾，学生应根据个人的能力

和特点理性选择，也可以两手准备。”泉州师范学院就业指

导中心林老师说，大学生进入校园后应有计划地进行职业生

涯规划，一般来说，大学三年级时就应决定是否要考研，如

果要考研就要提前准备，这样更有针对性。其实考研和就业



并不冲突，在合理安排的情况下两者可以相互调剂。考研的

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积累的过程，如果考不上研究生再找工作

也可以。 专家表示，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端教育，是否考研应

该理性看待。一个人接受了研究生教育有所付出必定有所收

获。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考研与工作之间的选择。考研对一

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通过研究生深造能使人的水平

得到提高，让自己在就业时拥有更强的竞争实力。两全其美

，这也是这几年考研热一浪高过一浪的主要原因。专家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读研是一件好事。但真正明智的选择

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理性选择。 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兴趣 “

学生考研应综合自身兴趣、能力、经济条件和社会需求各方

面来考虑。”泉州师范学院宣传部方老师表示，在自身条件

符合考研的情况下，也要考虑选择对研究生有较大社会需求

和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比如一些学术研究性的专业如生物

工程、环境科学等。考研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应仔

细考虑，慎重选择。 专家认为，考生在选择考研专业时，首

先要考虑兴趣，自己对什么专业最感兴趣，对什么专业了解

最多，对哪个研究领域最擅长，以后想从事哪方面工作等。

兴趣是内在驱动力，是内因，最能调动起考生的主观能动性

。即使最后失败了，但自己曾为自己的追求努力过，从过程

中也会得到宝贵的经验。 社会需求也是考生在选择专业时要

考虑的因素。专家说，现在有些研究生专业虽然社会认可度

高，但随着该专业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社会需求就会呈现

递减趋势，考生毕业后的就业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考生

在选择社会评价较高的专业时，也要考虑社会需求，了解所

选专业的社会评价与社会需求是否平衡。 加强研究生职业生



涯规划 许总表示，研究生特别是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研的学生

，社会阅历等比较欠缺，但他们有后劲。经过几年的研究生

学习，理解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如果能很

好地调整过渡期的心态，建立良好的职场心态，相信优势将

十分明显。 目前高校在研究生毕业指导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

，许多研究生找工作时很茫然，心态上并不务实，建议高校

为研究生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加强就业指导，让研究

生早一点确认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同时，研究生在深造时，

要更加注意个人能力的提高，多走出象牙塔，接触、了解社

会，为将来就业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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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