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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0/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C_97_E8_80_83_E7_c73_390709.htm (本报记者：武岩生；

实习生：闫东坡) 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参加全

国研究生统考报名58047人，各报考点报名人数比去年下

降2.9%(全国下降6%)，其中非应届考生考研人数比去年下

降14.3%。已持续多年快速增长的考研人数，今年首次出现下

降，这也是近年来考生人数首次下降的一年。 专家认为，在

这种下降背后，是大学毕业生对待考研更趋于理性，对于薪

金要求、心理定位、行业选择等逐渐回归合理的情态反应，

是就业意愿的逐渐高涨。 -现实：考研热乍现拐点 华侨大学

河北籍大四学生小王现在新浪实习。今年10月份，学校打来

电话说，因为他的本科期间成绩优秀，可以保送他上本校的

研究生。按说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机会，而小王却婉言谢绝

了学校的好意，选择继续实习找工作。 “我就没考虑过要读

研究生，我早就算过这笔账了。虽然是公费读研，自己不用

花多少钱，但耽误的这两三年的青春，对于正值事业开创阶

段的我们而言，损失可就大了。”小王对记者说，“我现在

有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关系不错的几个同学商量好了一起

创业呢。机会难得，现在的市场变化莫测，机会不等人，没

准等我读完研究生，‘凉的黄花菜’都吃不上了。”小王调

侃道。 小王也坦言，在外实习的半年，确实发现知识储备上

还有很多欠缺，需要继续深造，但他觉得如果一直呆在学校

里，就会离社会越来越远。而如果经过几年工作的锤炼，就

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比如财务管理、法律、管理方面的



知识都是我未来需要及时补充的。”小王表示，他可能在有

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去读一个MBA，还能扩展一下自己的圈

子，而且那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也坦然许多。 如今，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对自己进行了理智的分析后，做出了和小王

相同的选择。来自衡水的夏希东，两年前从福建某高校毕业

之后选择了参加工作，如今在厦门某路桥公司工作的他，月

收入已达到3000元。 “考研人数下降，我觉得是大学生回归

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考研好不好，而应

该先看看自己适不适合。考研的人应当是知识基础比较扎实

、想做学问、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单从这一点来看，大多数

人是不适合考研的。读研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读研的目

的是给自己镀一层金，拿一个硕士头衔。我当年的同学就有

毕业以后读研的，我一点也不羡慕他们。”小夏说，如果他

当初选择读研究生，那么花费的可能不仅仅是两三年的时间

和金钱，更重要的是可能巨大的机会成本，“比如我在这两

年多的工作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人脉关系、还有一些为

人处世的经验。我不会惧怕一个研究生跟我竞争。”小夏很

有信心地说。 在小夏看来，考研可以看作一项投资，是否合

适就要看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尤其是女生，等研究生毕业

，二十五六岁，婚姻的压力都很大，别说工作了。另一方面

，学历在很多时候只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因为你肯定不甘落

后于一个学历不如你的人。” “就业难”已经是困扰大学生

多年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认为，形成这种就业难的原因，主

要是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对薪金待遇等期望过高，或者缺乏

实际经验，纷纷铩羽而归。而如今，许多大学生开始像上文

的小王和小夏一样，开始放下“天之骄子”的高傲，更为理



性地看待每一个就业机会。 心态：不妨先“就业”再“择业

” 算账：考研成本vs就业 审视：考研不是“万灵丹” “前几

天，我到石家庄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我报考的是海事部

门的一个职位，听说符合报名标准的就有600多人。我没抱多

少希望，主要是经历一下。因为，我今年铁了心要就业的。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专业周丽娟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班

有30%的人选择了考研，其余的都在四处找工作，相比较而

言他们班比上届学生找工作的人要多。 小周说，虽然离毕业

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她已经早早开始了求职之路。“12月1日

那天在河北师大举行的招聘会，我们几个姐妹也去了，都是

拿着一摞简历去的，等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是一摞简历。”这

种令人沮丧的心情，小周已经多次体尝。“其实，我们的准

备还是挺充分的，平时都在做准备，简历、试讲教案都做好

了，平时也关注求职方面的信息。但没办法，我们学的是教

育学，就业面本来就有些窄。”进过几轮的求职面试，小周

发现，她感兴趣的公立学校基本上已经饱和了，连代课都不

行。如今，她已经把目标放到了私立学校，而薪金要求也基

本在1000元上下。“实在不行就回我们老家的乡镇中学代课

，一个月580元。‘先就业再择业’嘛，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

单位干一辈子，哪怕先放弃自己当老师的理想，从文秘干起

也行”。小周说，她想尽快自食其力。 相比小周，河北师范

大学经贸俄语专业的小梁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这是冷门

专业，热门就业。这些年，咱们国家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越

来越紧密，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懂俄语的人才。俄语是小语种

，懂得人不多。所以我们的工作相对好找，趁着这样的大环

境，我想尽快就业，”河北师范大学经贸俄语专业的小梁说



，为了顺利找到工作，在大学期间，她把该拿的证都拿了，

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证、英语四六级证书，还有导游证，

她全都拿了下来。她觉得这些证，比考研实惠多了，既不用

多花三年的时间，也比考研少花许多钱，还给就业增加许多

研究生头衔也不能带来的竞争力。“虽然，我还没一个很具

体的工作目标，但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小梁说。 “我

的学生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她一边报考研究生一边找

工作，她研究生也考上了，也被河北中化录取了，权衡之后

，她选择了就业。”河北经贸大学的郭宏说，“大学生出现

这种就业意愿的理性回归，是值得赞许奋的”他认为，出现

这种回归，应该说是综合性因素造成的，考研的难度大是一

方面，还有就是考研出来就业也不一定好。另外重要的原因

是，如今研究生实行了收费制，而且大部分要上三年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这三年的时间和金钱的付出，不

如找工作后再深造来得实惠”。 “考研书籍花费总共500元，

报辅导班700元，生活费4000元，房租2400元(住的地下室)，

来回车费1000元，合计8600元。”这是今年考研的小陈给自

己考研进行的一笔预算。 “考研花费大，钱哗哗地流。”小

陈说，自打他准备考研以来，花费的最大一块是报辅导班，

光是这方面我就花费六七百元。“我上的还是视频班，面授

班更贵。一般英语、政治培训的全程班，每门差不多要两千

五。北京的一些培训机构，一个星期的学费都要七八百元。

” 另外，小陈说，“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都要准备，有点草

木皆兵了，看见别人有什么好资料，不管自己看不看也要买

来。专业方面的书，我买了十几本，花了四五百元。买英语

、政治方面的书，花了有两三百元。网上下载的资料打印费



六七百。报考的院校出的学术前沿的杂志也不能不买。”为

了能保证安静学习，租房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到校外租房

，半年租金怎么也要一两千。”还有日常的花销，“学习累

了，自习完去吃点夜宵，买点营养品，也得花费，时间累计

久了，都是惊人的开支。”小陈说，看着父母日益苍老的脸

庞，他真不忍心为了考研再伸手向父母要钱了。 专家认为，

考研是继续深造的一种方式，然而延续几年的“考研热”中

，有不少大学生并不是因为打算继续深造而选择考研，而是

希望通过考研暂时躲避就业压力。“我们班一共28名同学，

报考研究生的就有20名。我也报名了。但是说实话，我能考

上研究生的希望不大，只是借此回避就业。”河北师大李同

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心态。而在这样的目的之

下，考研成为一种减压和博取功利的手段，直接影响了考试

成绩。 河北经贸大学的一位老师表示，每年的研究生考试中

，都有很多报名考生中途弃考，不仅浪费了一年的时间、金

钱，还影响了找工作，因此考研不能盲从。如果从就业形势

变化上来看，读研究生三年后的形势或许更严重。而且，有

些单位已经认识到，有些岗位不见得非是研究生才能胜任，

因为研究生的学习可能更“专”。另外，从考研的成本上来

分析，考研需要付出的精力、学费以及3年的学习时间，连同

毕业后能否很快适应社会的严峻现实，都需要考生三思而后

行。 “社会发展太快了，你永远也不了解三年之后的就业形

势。让考研的归考研，让就业的归就业，现在的考研‘降温

’是公众回归理性的表现。”作为用人单位的河北安信保险

代理公司王女士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个本科生工作三

年之后，比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研究生更有竞争力。“就我



们这个行业来说，公司的中层都会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我们不可能聘用一个学历高但是没有什么工作经历的人担当

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学历越高的毕业生，心态也越高，对

自己的现状更不容易满足，不安于现状。从这方面说，专科

生比本科生工作更踏实。” 王女士表示，这两年大学生的就

业心态更实际了。他们公司去年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面试，

有些学生不再过度关注薪酬，而更加看重企业给个人的成长

空间和企业的发展前景。 从宏观层面看，河北经贸大学的郭

宏教授认为，明年我国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按照菲利普

斯曲线来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率，这是经济学上

的两难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势必要实施一系列促进

就业的优惠政策，所以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来讲是一件好事

，“考研不应单是一个找工作的砝码，而应该回归兴趣爱好

和个人人生理想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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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