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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报考数据统计：本期全市报考总人数接近17万人，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0％。累计报考课程55万科次，其中笔试

课程52万科次，比去年同期减少5.4万科次，降幅达9.5％。报

考人数因何下降？是因为各类高等院校持续扩招的冲击？还

是自考的高难度让很多考生打了退堂鼓？抑或自学考试已不

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说，就北京而言

，虽然报考总人数有所下降，但有3个数据同时在上升：非学

历证书的报考人数、社会考生的比例、考生的学历水平。这

说明，不是自考的吸引力下降了，而是社会对自考的需求发

生了变化。 ●重点高校全日制自学助考班停招 日前教育部下

发通知，要求直属高校从今年起停招成考脱产班和全日制自

考助学班，这对一部分想通过自考体检大学生活的考生形成

了影响，很多考生就是冲着名牌重点大学来的，部属高校的

全日制脱产班没有了，而有些人又不愿意上业余班，也会造

成报考人数的下降。一位教育部直属高校培训部负责人表示

，大部分重点高校的自考助学班按教育部政策停招脱产班，

而业余班的招生则还没有开展起来。部分院校怕影响业余班

招生，不愿意表示自考招生人数下降，但是实际上有些院校

的招生人数还不到往年的一成。由于自考在重点高校的地位

越来越弱，高校能提供给自考生的教室、宿舍等资源越来越

紧张，就算没有政策变化，自考生在重点高校的招生人数也



在逐年下降。 ●主考人群由落榜生转向在职工作者 近年来，

自考生的主考人群正在逐渐从高考落榜生向在职工作者转移

。自考人数下降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自考的主要人群从高

考落榜生转向了在职工作者，自考的主要目的已经从学历文

凭教育转向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像计算机等级考试、PETS

、雅思、托福、物流等证书考试越来越受欢迎。 ●自学考试

机制本身有待完善 除了社会外部因素影响，自考报考人数下

降同时也源自自学考试机制本身存在的不足。北京市工商管

理研修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谭震华告诉记者，自考已经

创立25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考试制度，尤其北京地区的自

考，向来以把关严格、原则性强、含金量高著称。但是自考

严格把持的30%左右的通过率，一方面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认

可度，一方面也使考生的积极性受挫。 另外，自学考试的教

材严重滞后，有的计算机专业的教材甚至还在沿用90年代的

版本。自学考试的教材更新太慢，学生学到的都是没用的东

西，永远比社会同行慢半拍。同时，自学考试与职业培训也

有很大的脱节。自考虽然也有非笔试类考试，但总的来说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差，不能够学以致用。在如今这个讲究

实际，重视效率的年代，空有文凭而缺乏能力，自考难免要

丧失一大部分生源。 谭震华主任最后说，不管怎样，他对自

考还是抱有信心的。自考的报考人数近两三年来一直呈下降

趋势。但是从宏观角度看，社会总人口大致不变，而越来越

多的社会办学机构抢夺生源，自考报考人数相对减少既是合

理的也是可控的。 ●考生对政策反应不灵敏 针对近年来自考

人数下降、缺考率高的现象，北京市自考办也已经不断出台

新的政策以完善自学考试制度，力求在保持原则的前提下给



考生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把报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

使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做选择和准备。又比如今年1月加考全部

专业的政治公共课，2008年1月又将加考包括公共课程在内

的27门专业基础课程，大大提高考生毕业的机会。但是自考

报考率为什么不升反降呢？ 自考365网站的工作人员表示，由

于自考对于考生身份、学历没有限制，除了部分加入民办院

校的脱产班的考生以外，社会考生的分布相当松散。如果考

生不经常上网，不订报，那么他们很难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自

考办的政策。由于考生群体对于政策改变不敏锐，则考试安

排的变化、自考机制的更新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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