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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据北京教育考试院透露，2008年全国共有214450名考

生报考北京地区高校硕士研究生，较2007年减少7127名。这

是继2007年全国报考北京高校研究生人数比2006年减少5777名

之后的第二次“降温”。专家认为，考研人数的连年下降显

示出社会对学历教育的冷静。(12月13日《北京晚报》) 一句

“社会对学历教育的冷静”，似不足以解释考研降温的全部

原因。一方面，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就业功能”有了重新

认识。不少学生意识到，读研究生费时费力又费钱，毕业后

找工作却没有什么优势，考研越来越不划算了，还不如早点

儿找份好工作。另一方面，研究生扩招使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削弱了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所以，考研降温也是对研究

生教育“大跃进”的必然反弹。 与考研降温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四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员考试，报考人数和平均竞争比例(报考与计划录取比例)分

别为31万和37.3∶1、50万和48.6∶1、74.2万和50∶1、80万

和60∶1，公务员考试呈现出持续升温的火爆局面。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同时报考了研究生和公务员，又有多少人放弃了考

研而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我大胆猜测，在后一种考生中，一

定有人怀有如下想法：反正读研究生对就业也没多大帮助，

还不如直接考公务员，有了一官半职后，再读硕士、博士就

容易多了⋯⋯ 这些“小九九”并非一厢情愿。与前些年“考

研热”几乎同时兴起(甚或早于“考研热”)的，正是官员在



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热潮，后者至今仍然盛行不衰

，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结出了丰硕果实近段时间各地在换届

选举和领导干部的调整、提拔、转任的过程中，对部分干部

的学历情况进行了公示，情况显示，大部分官员都通过在职

研究生的学习，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他们是怎么“攻读

”学位的呢？据全国政协委员陶化成先生介绍，一些官员忙

于官场事务，根本没有工夫读书，全靠学校在上课、写论文

、答辩等各个环节上大开绿灯。学校当然在诸多方面也有求

于官员，比如希望官员在分配科研经费时给予“倾斜”。学

校和官员“一方手握博士学位，一方手握公共资源，你投我

以桃，我报之以李，满足的是双方私利，败坏的是公平正义

”。 有人认为官员热衷于“攻读”学位，是因为官员选拔过

程中的“高学历崇拜症”使然。此说未免言过其实。官员选

拔是一个多方面力量运作、博弈的复杂过程，学位充其量只

是一个次要的参考因素。官员“学位热”的真正原因是，某

些官员怀着“赢者通吃”的野心，觉得自己既然为官，就应

当“一有百有全都有”，不但要享有官员的权力，而且还要

享有学者的荣誉，要兼具“学者型官员”和“官员型学者”

的双重身份。然而，令这些官员始料未及的是，在一定程度

上，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竟然无形中降低了硕士、博

士学位的“含学量”。综上比较，考研降温与官员“学位热

”恐怕大有关系。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英俊的

丑角》等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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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