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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2_9E_E5_8A_A0_E5_c67_468111.htm 厉丞（化名）决定

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母亲很是惊异，自考不是考不上

大学的人才去的吗？娃都上大学了，还去折腾自考，这不是

倒退吗？ 像厉丞这样的在校本科自考生，在越来越庞大的自

考大军中并不在少数；像厉丞母亲一样对于在校本科生参加

自考百思不得其解的，在旁观者中也不在少数。 来自教育部

自学考试办公室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考

前学历有逐步上升趋势。2004年之前，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考

生一直是自考队伍的主力军；2004年，考前学历为大专及以

上的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考生，出现了“

剪刀差”；2005年和2006年，考前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考生

分别占到了55%和54%. 高考的遗憾自考补 上大学前，当一名

律师是厉丞的梦想。 2003年，厉丞接到浙江台州学院汉语言

文学专业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进来了”，压根

儿没弄明白汉语言到底是学什么的。 开学仅一个多月，厉丞

就感受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无法丈量的距离”，他在空虚

和郁闷中挣扎、徘徊。虽然一度暗下决心，要抛开原来的一

切，学出点名堂来，但是并不喜欢的专业让他怎么都提不起

精神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厉丞碰到了一个正在自考浙大新

闻学专业的师兄。他第一次听说了“自考”这个之前从未接

触过的名词。 那段时间，室友说他“整个人发疯一样”，反

复跟人念叨，嘴边的话题除了“自考”还是“自考”。上网

查了很多有关自考的信息，咨询了不少曾经参加自考的学长



后，律师梦又在厉丞心中重新燃起。 一周后，恰逢市里开始

自考补报名，厉丞毫不犹豫地报了浙大的法律专业，从大一

第一学期就开始了当时看来很是漫长的自考之路。 自考弥补

了高考的遗憾，但即使是在校本科生，这条路依然艰辛。在

很多同学上网聊天、看电影、溜冰、K歌、游山玩水时，厉

丞常常是对着枯燥的法律条文“两眼昏花”。 “如果没有兴

趣和志向的支撑，很难坚持到最后。”跟厉丞同批报名参加

自考的人中，有不少连第一次考试都没有参加，还有的考了

几门没通过之后就全部放弃了。 厉丞说，兴趣不是一个落后

的名词，也不是一个仅仅挂在嘴上的名词。 他是一个信奉“

学海无涯乐作舟”的人。泡在图书馆里查案例资料累了时，

他常常会扳着手指数，还剩下多少门课，离律师的梦还有多

远。 今年7月，厉丞大学本科毕业，同时也顺利通过了所有

自考科目，现在正在积极备战司法考试。 自考，给了他在高

考中遗失的梦想一个出口。 获得双学历给就业再添一个筹码 

在“中国自考论坛”、“自考365”、“中国自考联盟”等各

大自考论坛中，“就业”是在校本科生谈及参加自考原因时

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21岁的小媛大二开始自考，理由很

简单，是为“再求得一张求职入场券”。 小媛就读于当地的

一所省重点大学。虽然学校还不错，但懵懵懂懂地过完大一

，看到师兄师姐们为工作四处奔走，精疲力竭之后，她开始

担心自己的未来。 考研路风险很大，本科毕业就业难，自己

学的专业更是不好找工作，如果修双学位，按学校的规定需

要延期一年毕业，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再三思量后，她

报名参加餐饮管理专业的本科自考，加入了自考大军。 像小

媛这样第一次报名参加自考的在校本科生，大多是大一、大



二的学生。目睹师兄师姐求职的艰辛，他们早早感受到了就

业压力，不断给自己施压。继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之后

，自考也成为部分高校的热门话题，通过自考获得双学历成

为增加就业竞争力的一大筹码。 “不用到指定教室上课，学

费低，毕业时能拿两个文凭，含金量也高，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自学考试的形式比较灵活，在校本科生相对而言基础

也比较好，如果在大一大二开始准备，大部分的同学在大学

毕业时，就能结束全部的自考课程。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盲

目跟风者。 小翟是广东某学院大二学生，被问及自考时，她

说，自考是什么概念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对设置的专业、要

考的课程、在校生如何免考这些政策现在也不是很了解，但

是合适的时候自己还是会去报名的。 更有甚者，报了名之后

尚不清楚获得学历需要参加多少门课程的考试。 有专家提示

，大学生青睐自考，说明学生有了“危机”意识，但是一定

要谨慎对待自考，首先应当确定自己是否学有余力，是否需

要，自考切不可忘“本”。 自考也是一条能够曲线报考公务

员的通道 他们是自考大军中最特殊的一群人。 几年前，还鲜

有人能够理解，参加自考只是为了曲线考公务员，获取公务

员考试的入场券。 小魏是某学校一“冷门”文科专业的学生

。大二时，在家人的影响下，他郑重决定，以后一定要考公

务员。对照当年的公务员报考要求，小魏很是灰心，有不少

岗位尤其是部分热门岗位是他现在所学的专业没法报考的。

为此，大二下学期，他决定报名参加自考。 对于选择什么专

业，小魏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首先，必须是比较容易获得

公务员报考资格的；其次，是能够学到一些实在的东西的。

最后，他锁定了浙大的行政管理学专业。这个专业除了满足



前两个条件，本身就涉及了很多有关公务员考试的内容。 毕

业前顺利通过自考，拿到文凭，考上公务员，这已经成为小

魏大学的一个奋斗方向。 选择走曲线考公务员的路，也缘于

近几年社会对于自考文凭的认可度不断上升。 2007年年初，

厦门市出台了针对厦门生源的自考生的一项规定，毕业或离

校后三年内通过自考获得国家承认学历并取得规定报道证件

的学生参加事业单位招聘时，可按照最高学历办理接收手续

。 关于自考生能否享受和统招生一样待遇的话题一度在网上

炒得很热。“现在大部分地方都是认可的”，小魏说，“最

关键的是能否坚持下去，拿到文凭。” 普通本科与自考学分

互认诱惑大 对小琪来说，参加自考，诱惑最大的，是学校出

台了一项规定，普通本科和自考可以学分互认。 学分互认在

浙江已经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了。 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出台

了有关《普通本科和自学考试学分互认课程》的政策，即校

内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自学考试通过的本科

课程，可免修学校本科相关学科中相应（学分相当、内容基

本一致）的课程；反之，本科生在校期间的主修课程拿到学

分后，在参加自学考试时可免考相应自考课程。 “如果在校

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选择一个和主修专业相近的自考

专业，最少的只要通过不到10门课程就可以拿到另一个文凭

了。”小琪认为，这让他们轻松了很多，不需要今天考完了

主修专业课，改天还要去做一次类似的卷子，耗费精力。 浙

江工商大学自考办主任郑定康告诉笔者，2002年下半年，学

校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目前全校共有28个专业的70多门

课程参与学分互认。2005年秋季，学校第一次组织在校本科

生参加自考报名，人数达到400多名。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



多名在校本科生参加了自学考试。 目前，浙江已有浙江工商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等6所普通高校开展了普通高

校与自考本科学分互认试点。他们普遍认为自考文凭含金量

较高，可以和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接轨，对自考质量充分肯定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自考。 既是自考生也是统招生 “

统招生”这一珍贵的身份为厉丞的自考带来了很多便利。 时

间很充裕，一些公共课程可以免考，学校学习气氛浓厚，自

考同学可以一起讨论，可以去“蹭”自考专业的课，不懂的

问题可以请教学校的老师⋯⋯厉丞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他享受

到的“优惠”。 为团结校内法律专业自考生，做到学以致用

，厉丞和他的同学利用校内资源，成立了台州学院法学社，

通过与临海市司法局的合作，举办了很多大型的便民活动，

惠己惠人。 小琪也认为，自己比一般的自考生幸运，学校是

他们的“保护伞”。 郑定康主任告诉笔者，从2005年开始，

浙江工商大学每年组织两次在校生的自考报名，免去了很多

复杂的手续。因为成教学院和普通本科不在同一校区，为方

便同学们咨询，学校还特意在本科校区也设立了自考办公室

。 统招生和自考生有时候会在网上掀起“口水之战”。厉丞

说，他现在总是站在自考生一边，亲身经历了，才知道自考

需要多少勇气和毅力，更是佩服自考生。 “自考生”这一沉

重的身份，让厉丞感受了另一种生活。 在自考的两年中，他

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书堆题海中，他真正

理解了什么是坚忍不拔、坚持不懈。 报名自考之后的两年多

时间里，很少有过完整的假期，“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

厉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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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