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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考，共有124.6万考生在全国各地应试，报考人数比去

年略有增加，但并没有如意料般出现“井喷”。 在笔者看来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考研没有“井喷”，一定程度表明，

目前研究生报考，日趋理性。更多的考生，已经不再盲目跟

风，听信某些专家关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可以选择考研

”等建议，就把考研作为当前就业的避风港，而是对考研的

投入与产出进行理性分析能不能挤进避风港还很难说，读研

几年之后的就业形势也十分不明朗。 理性选择考研，才可能

理性对待读研。这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十分重要的因素。

有关调查显示，过去几年间，选择考研，有学术研究兴趣的

只有不到20%，超过70%的考生寄希望于拥有更高学历，以获

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读研追求，直接影响研究生求学阶

段的积极性，促使研究生学历加速贬值，相当数量的研究生

，只有研究生的身份，而无研究生的能力。 对于选择考研的

学生，笔者有如下建议。首先，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自

己读研的目的。麦可思完成的上海应届大学毕业生读研的动

机分析指出，就业问题仍然是读研的首要动机，66%读研的

人是为了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在大学毕业时，每个毕业

生都应该理性分析自己的能力与素质情况，对考研学生来说

，更应如此，这可以确定自己读研的奋斗目标，而不至于在

读研期间漫无目的。那种认为更高的学历可以更好就业、把

研究生作为就业避风港的想法，必然在现实中碰壁。笔者曾



在一所学校给研究生做讲座，讲座结束，有30多个学生提问

，其中不少是关于“是不是在一年级就到企业去实习，有助

于今后就业？”“做学术研究，有前途吗？”等等问题，反

映出他们普遍存在迷茫情绪，这种状态，令人堪忧。 其次，

主动利用大学的各种资源，不做被动的求学者。众所周知，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存在诸多问题，每个导师所带研究生

过多，无法精心指导，学校有关研究生的管理规定，不科学

不合理，但如果一味抱怨制度，而不从自身出发努力去改变

，研究生就有可能成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在“放羊”

中除了一纸文凭一无所获。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各

类调查显示，在学生抱怨导师不负责的同时，超过半数的导

师认为研究生质量下滑。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呼吁学校改革

研究生培养制度，让研究生不被折腾，另一方面，研究生也

寻找自身的原因，是否努力付出，是否积极主动。 再次，正

确认识精英教育，把自己培养为真正的社会精英。在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23%的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中，我国的研究生

教育，无疑还属于精英教育层次，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精英

教育存在误解，把精英当作是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和社会

特权的人才，导致他们普遍脱离社会、高高在上。真正的精

英教育，应培养学生杰出的能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

平民教育。作为研究生，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应努力在求学

阶段，培养自己杰出的能力，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有平民情

怀。这样的求学，才最有价值、也才能让自己的投入回报最

大化。 但很显然，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与学习，偏离了以上轨

道。从培养模式看，是本科延长版，从培养内容看，为追求

“就业率”，突出技能教育，其必然结果是，从个人定位看



，研究生心高气傲，从用人成本看，研究生高于本科生(至少

起薪高一点)，从实用技能看，研究生低于高职生。因此，研

究生必须明白自己的竞争优势在何处，而不能在迷茫地度过

三年硕士教育之后，发现自己与本科生、高职生竞争，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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