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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8_E6_98_AF_E4_c67_475851.htm 研究生，考还是不考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社会的发展需要

越来越多更高学历的人才？要在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中胜出

，高学历是重要砝码之一？想在自己喜欢的专业领域有更深

的造诣？不喜欢在读的专业？学校太小了？工作太难找先考

个研？不想太早进入社会？周围的人都在考研？说不出什么

理由就是觉得应该考研？⋯⋯ 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

困惑，近几年，似乎只要你进了大学，就无法逃脱“考研”

这只巨大的“魔掌”。我是不是应该考研？我的情况适合考

研吗？是先读研还是先工作？徘徊在考研面前，很多人迫切

地需要解除内心的困惑。日前，记者采访了几位人力资源专

家、职业规划专家、高校的教授导师，以及研究生本人，不

妨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拿什么决定考研 考研，要有明

确的职业目标！ 人生规划专家 徐小平 考研还是不考研，每个

人情况不一样，但是必须有一点，考研一定要有职业意识，

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每一个考研的人都必须清楚自己将来想

干什么，今天很多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模糊，这也是当

前的社会风气造成的。考研究生不是为了更高的学位，但是

很多人考研却把学位本身当成了目标，事实上这完全是错误

的，这是造成一个人失败的根本原因。你考研的目标是什么

？是职业，我提倡为了你的职业目标去考研。 高考阶段，大

家的人生理想、理性和志趣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在就业目

标上也许甚至必须可以稍微缓一缓，不必要那么急切地决定



。但临到大学毕业时期，如果你决定考研，你就一定要仔细

想清楚你的考研的目的毕业后出来干什么？ 如果你的回答不

是那么自信和肯定，如果你的导师本人也说不清楚，不能拿

出过去几年他的研究生就业和出路数据，那你对考研这个决

策，就要非常慎重，三思而行。 1、过去几年你的学科研究

生的就业方向和出路是什么？ 2、这个专业、以及这个专业

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是你喜欢的吗？ 3、这个专业的研究

生，其学位是从事相关工作需要的必备条件（即“从业资格

”）吗？ 比如当教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做研究、研发应该

需要硕士以上，当律师假如你以非法律本科考法律硕士就一

定需要通过这个法硕给你补上法律教育这一环⋯⋯中国职场

最大的谎言之一，是把硕士当作一种比学士更高的素质，而

不是当作一种从业资格。你考的这个硕士学位，是你本人目

标职业的从业资格吗？如果你不确定，千万要再思而行。因

为，大量工作岗位尤其是工资更高的外企，他们看中的更是

三年的实践工作经验，而不是三年的考研读研“资质”。 如

果你没有想好这些，就不要去考研，千万不要说，等我拿了

学位再说。我不反对考研，但是反对没有职业目标地考研。 

研究生读，关键是什么时候读！ 北京市智慧之光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 人力资源经济师 职业指导师 张琼文 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考研模式，读研首先要把自己弄清楚。 如果迷惘就更需

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 第一，如果是本研连读，专业要不

要跨？跨的时候如何去跨？哪个是自己最终生命的选择？我

们说，如果一开始自己很喜欢自己的专业，那么可以考虑在

本校或者直接在大四时读研。但如果想跨专业，自己又没有

把握，这个通常需要分成两步走：一是在校期间能够通过多



种渠道确定出自己未来的职业定向来，这是比较良性的。二

是在不能确定自己未来职业定向的情况下，建议先参加工作

，然后再在工作的过程中寻找定位。 第二，如果要读研，还

真的需要一些牺牲精神，要有足够多的思想准备为着未来的

增值来考虑。不能以在读研期间研究生待遇下降了多少、这

几年如果就业工资将升到多少来衡量。研究生的未来需求必

定是上升的，尤其是中国的人才环境越来越趋于稳定与科学

、合理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不同学历的人在职场中不同的

表现。 第三，读研也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基础。对于家庭经济

负担比较重，同时自己又没有在校期间有过生意经验的大学

生，建议还是先参加工作，承担起家庭、自己的费用的责任

。只不过在内心深处不要泯灭考研的梦想。并为着这个考研

的目标做持续而有益的准备。 第四，读研还要考虑相关专业

的连接性。如果在本专业以外考研，还要考虑本人在时间、

未来要进入的行业、期望成就的领域等都需要做相应的连接

性探讨，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需要在这个领域去考取相应的

研究生。 因此考不考研，还是要根据本人的情况来考虑，看

你对自己的定位，这是核心。但如果在那四个情况之外，通

常考研的事情在做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不是为了

未来而考研，而是像完成某个任务一样去考研，甚至在一考

不中的时候，会把考研当成一种赌的行为，这不是我们所期

望的。而且不少大学生把考研当成躲避职场就业的一种手段

，期望能够在学校里再多待几年，让家里人来养活自己。毕

竟从学哥学姐那里来的信息太恐怖了，校园里相对还是一片

净土。于是考研者也不乏此类。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有一

个博士学位是人才，有两个是能力，有三个博士学位的人通



常不要去用他，这样的人才难管理、不合群、能力低且怕事

，而且自恃多才要求多。 最希望读研者：有良好学术能力与

读研心态 著名传媒学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教授 展江 个人是否适合读研究生？这个问题很难说。 如果从

做学术的角度来看，目前研究生人群中真正注重学术的并不

是主流。前阵子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结果，超过半

数的硕士生导师和近半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不满如今的研究生质量，这个有他一定的道理。当然也有

人批评社会与导师的质量，这个东西很难讲，不同的专业情

况不一样。就本专业或者相近的文科专业来说，我个人觉得

还是有一些问题，研究生不比本科生强，转专业考研过来的

学生比较多，而真正想读书做学问的人并不是太多，学术能

力和心态都不是太理想。 比较理想地讲，我希望，最终读研

者应该具备良好的学术能力和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的心态。

因此在学校中这样的学生我更鼓励他们去考研深造。不乏有

一些在我看来颇具学术能力的学生，最终选择了工作，当然

这也可以理解。 首先，读研者起码得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应

该鼓励那些会做学问的人来读研究生。做学术是个苦差事，

不完全是接一些社会上的项目，当然我也反对以发表论文来

考核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研究能力

确实不行，因此要有一个最低底限，那就是有学术修养，有

可预期的发展能力。其次是研究生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些人

希望通过读研究生，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将来能做官，能

多挣钱。这样的想法在一些专业还可以实现，很多专业则不

行。最好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相对来说做学问还

是要苦一些，需要良好的心态以及一定的经济支撑。我认为



这也需要政府来导向，鼓励什么样的人读研，对于研究生尤

其是学术型研究生的出路能有一定的保证。研究生有一个分

类，应用型研究生和学术型研究生，不能过分地打击学术型

研究生，必须保证两者都有发展。 考研与职业规划不可分，

最忌目标模糊 GCDF（全球职业规划师） 北森测评技术有限

公司 谢伟 从比较理想化的角度或者说从“研究生”的含义本

身来说，考研确实有一个“是否适合”的问题。 研究生，顾

名思义，是要从事研究方面的事情，那么对于从事研究者最

初级的要求就是，善于形成自己的观点、逻辑思考能力强，

喜好创新等，那些在学术创新上资质平平的学生相对来说就

不适合读研究生。 从专业角度来说，一些应用性强的专业，

相对研究性的专业读研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凭上。而那些比

如需要搞研发、软件开发之类的更倾向于分析研究性的专业

，更需要系统化的知识结构，需要全面地把握某一个知识领

域，就更有必要读研究生。 其实我觉得目前社会上大部分职

业并不一定需要研究生学历，对于个人来说，读研更大的意

义不在于完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

。经过研究生阶段的锻炼，个人的接触面更广，对于全面提

升素质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这是从理想化角度，事实上，从

现实来看，当前的就业压力、用人单位对学历水平的要求、

社会的期望等，使读研本身附带了更多的意义和诉求。但即

使如此，个人还必须考虑“读研是否适合自己”这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应该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去考虑是否考研这样

的选择。 必须考虑所考专业是否与自己的个性特点相吻合。

有一些人，选择了与自己个性特点太不一致的专业，本身读

研这个过程就对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举个例子，来我们



公司咨询的一些大学生，有的比较擅长与人打交道，在做事

待人等与人互动方面比较强，那么他去读诸如生物工程类或

与机器打交道的专业研究生就不太适合，我们会建议他选择

适合自己特点的专业去考，毕竟读研究生是有一定沉没成本

的。 其实读与不读，没有不同的标准，主要一个问题在于适

合不适合。可以说，对于考研者来说，目标模糊是最大的禁

忌。从这个意义上说，目标清晰者才适合考研。目前很大部

分学生考研是“集体无意识”，相当程度上对自己了解不深

，更多的是社会和外界的推动，很多学生对于考研读研投机

倾向太严重。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能够预期自己将来的

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生读与不读，读什么专业，怎

么读，读完以后怎么做，这都是一系列的延伸行为，是否考

研是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说，

读研与选择职业是一回事，切忌没有目标。我们对于选择职

业，提倡大家进行生涯人物访谈，考研也一样，可以更多地

与正在读研的和已经读完毕业的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更多

的信息。 读研的专业选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2005

届硕士研究生 戴争光 对于是否适合读研究生这个问题，我想

从专业的角度说吧。 读研的专业选择有以下一些。首先，当

然是本科时候专业的自然延续，现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

本科教育越来越像是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像是本科

教育了，本科读完，很多人必定觉得自身知识框架尚未完善

，有继续读研深造的必要。其次，当然是换专业了。这个我

觉得又有“有关联度的专业变更”和“没关联度的专业变更

”两种。 “没关联度的专业变更”我觉得很多是对本科自身

专业不是很满意的那种人，为了一个目标和自己的理想，用



“第二次高考”考研的机会来试图改变自己的专业，改变自

己的人生轨迹。 “有关联度的专业变更”我觉得是其中最理

想的那种。举例来说，我读的经济学院，一般本科工科的学

生，比如读数学的来读经管类的研究生专业，往往是导师比

较欢迎的。因为首先经管对数学要求比较高，如果本科也是

读相同专业的，就有知识重复之嫌。有关联的专业的学生，

就是复合型知识结构。 这几天刚看到一个报道说研究生毕业

面临低工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也兴起了“读书无用论”。

我觉得如果从做学问搞研究角度来说，很多人的确不适合读

研究生。但是另外一个宏观背景是，随着扩招，研究生教育

本科化了，你总不会问适合不适合读本科吧，所以从这个角

度说，读研究生也是一种高等教育的延续。还有那些立志毕

业后去高校教书的一类人是最适合去读研的。 现在主要还有

个“学历崇拜”和“学历攀比”心理，觉得别人读了研究生

，自己不读好像有点低人一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说，适合不

适合读研究生真的值得斟酌，但是现实中在外部就业压力的

刺激下，还是一窝蜂地去考研。但是你不读研，现实的就业

压力也很大啊，本科毕业工作也不好找，读研出来，有可能

工作更差，我有好些同学，也证明读研是值得的，工作层次

会相对高点。 不论如何，我能理解这些想读研的学生，就像

当年我自己的选择：读研给人提供了一种梦想，虽然现在的

现实让梦想几近破败，但是只要有一定概率的希望，我想还

是有很多人愿意挤进去的。毕竟现在社会上实现自身的梦想

的渠道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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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