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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研人数在经历多年膨胀后，今年呈现跌势。记者获悉，

北京、上海、湖北、山东、河北等许多省市报考2008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的人数都比上年减少。业内人士透露，2008年全

国考研人数下降已成定局。而在过去数年中，我国研究生报

考人数年增长率曾高达20%以上，直至去年出现“涨停”格

局。 “考研热”退烧，原因何在？如何看待？ 扩招规模放缓

有一定影响 从全国情况看，考研人数经历了从“突飞猛进”

到“增幅回落”乃至下跌的过程：2001年到2007年，全国报

考研究生人数从45万增长到128.2万，增加了83万多人。2005

年报考人数比上年增长24%；2006年报考人数为127.5万，比

上年增长9%；2007年报考人数为128.2万，仅比上年增长0.55%

。而今年，被业内人士称为考研“拐点”。 “国家对于研究

生招生的宏观调控，对报考者有一定影响。”高等教育问题

专家、上海交大熊丙奇教授认为。前几年，高校以每

年10%20%的速度扩招研究生，引得大家报考热情高涨；如今

，研究生扩招比例控制在5%以内，而且不少高校扩大了保送

生的名额，许多人感觉考研之路将更艰辛，因此放弃了报考

念头。 考研降温是否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有关？今年秋季

，经教育部批准，全国有17所高校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试点，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列入其中。这些高

校培养研究生将不再区分公费和自费，而是采取奖助学金的

方式资助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改革后，优秀学生获得的资



助完全可以抵作学费，甚至还有盈余；而成绩不佳的学生就

会有一定经济压力，不能“混日子”了。 不少试点高校研招

办老师表示，根据新政策，国家给予研究生的培养经费不减

少，学校也会投入更多经费，总体来说研究生将在各方面获

得更好待遇。但是，好政策没有吸引更多报考者。部分学生

担心研究生入学考试考不到好成绩，或是进校后学习不够优

秀，无缘奖学金。更多的人开始从自身实际出发，审视读研

的价值，权衡之下，放弃了考研。 不再是就业“筹码” 对许

多考研者来说，读研值不值，很大程度上与就业挂钩。 本市

某名牌高校自动化专业的小陈说：“全班30多人，只有1人准

备考研。现在就业压力大，既然读研也不一定能找到理想的

工作，那还不如本科毕业马上就业。” 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

小王在一家媒体工作。“读研期间，经常觉得迷惘，自己不

是搞学术的料，选择这条路是否正确？毕业后，我进报社工

作，发现自己的本科同班同学在这家报社做了几年，已经小

有名气了。而我，还只是个新手，研究生专业学习的内容在

这里派不上用场。”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学生

如果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考研，我劝他们慎重。”他指出

，我国大学从1999年开始扩招，毕业生的就业也开始变得严

峻。许多本科毕业生选择了考研，让就业“缓期三年执行”

，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

高学历者不一定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好的就业机会。3年的研

究生学习，需要在时间和经济上投入相当大的成本。相当一

部分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其薪资水平和本科生不能拉开差

距，于是考研热情回落。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章仁

彪教授等教育界人士认为，理性回归的还有人才市场。越来



越多的用人单位在选才时不再以学历唯上，有的单位认为本

科生更具可塑性，更容易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成长。最近，各

省市教育部门公布了200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许多

省市首次出现了本科生初次就业率高于硕士生的情况。《上

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用人单位看

重的指标中，“学历”被排在“所学专业”、“毕业院校”

、“学习成绩”、 “知识技能”、“实践经验”之后，位列

第六。 教育质量当有反思 小刘是本市某重点高校古汉语专业

研究生，“我是保送读研的，当初抱着学术上继续深造的美

好愿望。可后来，许多同学来自一些以前压根没听到过的学

校，感觉同学的‘层次’不如本科期间的高。导师在校内挺

知名，但是太忙，一两个月召见我们一次。我现在基本放弃

学术追求，四处找地方兼职、实习，希望读研3年不要与社会

脱节。” 教育界人士认为，考研降温有其理性成分，但高校

也需要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反思。 熊丙奇指出，研究生教

育扩容后，相应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没有很好建立。合

格导师数量的增长赶不上研究生增长的步伐，一些高校比较

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也影响了师生关系。有的导师自己社

会活动繁忙，对学生采取“放羊式”管理，学生快毕业了导

师还叫不出他的名字；有的导师课题很多，把一些事务性、

操作型的活扔给学生干，与学生类似“雇佣关系”；还有不

少导师与学生是“论文关系”，学生按校学位办要求写了论

文，正常毕业，导师就算完成任务，平日很少指导。 同时，

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也值得研究。有关教育专家指出，目

前我国高校培养研究生大都按“学术型”人才的标准培养，

社会需要那么多学术人才吗？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硕



士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博士候选人”，学术要求高；

一类是把硕士作为“终结”学历，按应用型人才标准培养。

高校根据人才市场的需要，对研究生培养进行科学定位与分

类，这样才能凸现研究生的价值。(徐敏、喻小珉)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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