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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86_E6_8E_A8_E5_c73_540111.htm 高校部分保送读研的

学生，复试时在专业素质上表现不佳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对该校100多名“推免生”进行了专业课考试。“推免生”

全称为“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

是高校创新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学生考不及格的话，其研

究生期间的学费将由公费变为自费。 调查发现，近年来，部

分学生被“保研”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复试时在专业素

质上表现不佳，这为高校敲响了警钟。对高校研究生招生中

的“亲缘化”倾向，一些专家表示了担忧。 “推免”成学生

读研重要途径 高校研究生统招形式分为统考和推荐免试两种

。推荐免试生需为校内优秀本科毕业生，可不用参加全国研

招统考，只需参加培养单位的专业复试，且多享受公费读研

待遇。“推免生”也常常被通俗地说成“保研生”。伴随着

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的不断改革，不参加全国统考读研，已

成为研究生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规定，设立研究生院的

高校一般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15%左右确定“推免生”人

数，未设立研究生院的“211工程”院校一般按应届本科毕业

生数的5%左右确定，其他高校一般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2%

确定。 湖北地区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三峡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高校，均

具有“推免生”招生资格。一些研究生招生大户，每年“推

免生”的名额已占到年度招生计划的四分之一。 具有“推免



生”招生资格的高校，大都十分重视学生的成绩、创新精神

和发展潜力。“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成为不少高校选拔“推免生”的

重要原则。 部分“推免生”表现较差 “学习成绩优秀，总评

成绩名列学院年级、专业前茅”，是武汉大学对“推免生”

最基本的要求。湖北大学则规定，“对有特殊学术专长或突

出培养潜质的学生，经3名以上本校本专业教授联合提名推荐

，所在学院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认可，可不直接推荐为

免试生，推荐指标单列”。 被高校推荐直接读研的学生，一

般都是十分优秀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部分学生一旦读研被“

保研”，认为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近年来，一些“

推免生”在专业素质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引起了部分高校

对“推免生”选拔制度的反思。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每年11月到下一年9月研究生开学近一

年的时间里，部分获得“推免生”资格的学生有所懈怠，放

松了专业课学习。复试中，有些本该是优秀本科毕业生的 “

推免生”并未表现出更多优势，有的甚至还比较差。 武汉科

技大学中南分校一位高教研究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研

究生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迅速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

的行列，但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任务和要求下，高校的研

究生教育质量也同样不容忽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9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约为1800名，校内“推免生”有100多人。

鉴于部分“推免生”表现不佳，该校为了让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真正成为一种激励机制，

从2009年开始对“推免生”进行专业课考试，考试结果将决

定学生读研期间的待遇，专业课不及格，读研由公费生变为



自费生。 “推免生”选拔警惕“亲缘化”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

院教授程斯辉认为，“推免生”选拔注重学生的专业成绩和

综合能力，应严格程序，以保证公平公正。不少教师都青睐

“推免生”，在于“推免生”多是重点高校的本科尖子生，

学科底子厚，知识面宽，创造性和科研潜力相对较强。但“

推免生”没经过统考，对部分应试课程的掌握有时不够扎实

。 据了解，按照有关规定，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接收本校的

“推免生”人数，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年度招生“推免生

”的75%。湖北某高校2009年 “推免生”的招生计划约为1500

人，分配给校外的名额约为500人。与部分“推免生”在专业

素质上的不尽如人意相比，“推免生”大量“近亲繁殖”的

现象让一些高等教育界人士感到忧虑。 据悉，不少具有“推

免生”招生资格的重点大学，均把接收校外“推免生”的条

款明确为“所在学校为全国重点高校，并取得推荐免试生资

格”。这意味着，对于一般高校的学生无论如何优秀，基本

上被排斥在了“推免生”的门槛之外。而教育部规定的“推

免生”选拔的基本对象，仅为“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

录取的应届毕业生”。 湖北大学教务处一位负责人认为，重

点大学学生考研的比例较高，考本校研究生的比例更高；“

推免生”的大部分名额又放到了校内，接收校外“推免生”

明确为同层次、同水平的高校，很多高校现在还在尝试“硕

博连读”，这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正在形成一种亲缘化、地

缘化的倾向。 “‘推免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

，把选拔对象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将来可能不利于一

流人才的培养。”一些教育界人士发出了这样的担忧。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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