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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3/2021_2022__E7_9B_98_E

7_AE_97_E8_AF_BB_E7_c67_473147.htm 随着10月31日全国研

究生考试报名结束，考研又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作为

一个一心踏入考研征程的“备考族”，你是否考虑过考研的

机会成本呢？ 决策值＝机会收益－机会成本 受访人：影子（

网名）最大的机会成本：时间 其实不光是考研，无论你做出

何种选择，都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的潜在机会，同样存在机

会成本问题。我是学经济管理的，用管理的思维与经济的计

算方法加上辨证哲学的观点可以“计算”得出，考研的机会

成本真的很高。 首先是时间和金钱。选择读研也就意味着要

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与此同时，理所当然的就要放弃三

年的工作经验和收入。一位参加工作且小有成就的师兄极力

反对我读研。他告诉我，本科毕业这个阶段是最有冲劲的时

期，也是最容易取得成就和其他拉开差距的阶段。工作经验

是必须在实践中才能经过锻炼得到的。而读研阶段，即使参

加课题和社会实践，和正式工作的结果还是不一样的，这绝

对没有争议。 但是，我们在谈研究生成本时，必须和机会收

益结合起来，因为成本大小是相对收益来讲的。举个实例，

我于2000年考取复旦大学管理学研究生，我的老婆May同年以

优秀毕业生身份留校任辅导员。4年前我毕业后，以8万元年

薪受聘于一家公司。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将以年薪8万元

的速度逐年增加收益（加薪等暂不考虑），而May仅以3万元

年薪逐年增加收益，扣除其他非正常因素，我考研的机会收

益是5万元／年。 如果用这个机会收益来衡量我考研的机会



成本，谁能简单地说，考研的机会成本太大呢？所以我说，

决策值＝机会收益－机会成本。 爸爸说我损失了20万 受访人

：赵莹最大的机会成本：稳定的工作 作为已经毕业的研究生

，我真心觉得，冲动的考研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

于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专业。那时还没有大学生

扩招一说，虽然是师范专业，工作还是比较好找，毕业后我

进入了一所市重点中学教书，住的是学校宿舍，吃的是学校

食堂，生活很简单，但也很充实。工作两年后，我进入了所

谓的“瓶颈期”，对单调的生活日益感到不满，总想改变点

什么，终于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了考研究生。 考上研究生后，

我也有过犹豫：工作还是读研？工作则有不错的薪水，很好

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单位和机会都很难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读研则会暂时失去优越的工作，丰厚的薪水；放弃读研，

又心有不甘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好的机会。权衡再三，我选

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因为我相信，失去是暂时的，以后我

会加倍赚回来。就这样，我的研究生生涯开始了。 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相对很轻松，研二、研三更是这样，课程基本都结

束了，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然而现实也是残酷的，随着研

究生数量的日益增多，在今年找工作时，我却始终无法找到

中意的工作，几乎所有单位开出的年薪都只有不足3万元，只

是我本科时薪水的一半。而此时我那些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

的同学，大部分都已在年薪7万元左右。爸爸在了解情况之后

，一句话更让我大受打击：你这个研究生太贵了，值20万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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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