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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尚未大规模进入面试阶段，培训市场上针对2010年的

考研辅导活动早已拉开序幕，甚至北京有教育专家大胆预测

：在经济和就业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2010年考研人数将

大幅增加，预计将达到180万人。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明年研

究生的报名人数将增加44.5%！真的会有如此凶猛的增长吗？

记者近日对广州10所大学的20多个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考研在毕业生心目中的分量远不如教育专家看

得重，其中“211高校”毕业生比非“211高校”毕业生对考

研的热度更为冷淡。 此前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曾表示，2009年硕士研究生扩招5%，但随后又决定再增加招

生5万名，最终扩招规模达6.4%。“两度扩招”之后，作为直

接受惠人的应届毕业生却反应平淡，这到底折射出什么现象

呢？ 从2001年~2005年，考硕人数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进

入2006年，增长明显放缓，尤其是2008年更出现了负增长，

考研的光环效应顿失。 由于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危机，2009

年应届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大量减少，教育界人士预测2009年

考研人数会有井喷式的增长。但事实表明，尽管就业困难

，2009年硕士考研报名人数仅有124.6万人，这个数字甚至尚

未回升到2006年和2007年的水平；报名人数较上年仅有3.8%

的增长，仅及扩招幅度的一半。 考研躲避经济危机？不如先

积累工作经验！ 现象：名校生更不热衷考研 如果进入各所学

校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发现广州“211高校”学



生与非“211高校”学生对考研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记者选

取的6所非“211高校”，班上毕业生考研比率占到了五成以

上，部分学生将考研看做是学校品牌升级的重要途径。而4所

“211高校”中，绝大多数毕业生都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

但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比率一般不超过五分之一。 中山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刘同学告诉记者，他们班上有64个

同学，其中保研推免有10人，主动报考研究生的仅有10人，

保研以外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该校政

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李同学告诉记者，在中大，管理学

院、岭南学院以及一些理科学院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往年的考

研比率本来就不高，今年报考也并没有因为扩招而有明显回

升。 相对而言，行政管理、法学、文史哲等文科专业考研比

率相对较高，但也有半数的毕业生未将考研作为就业的一个

备选方案。 原因：扩招过度研究生 找工也难 对于2009年研究

生“两度扩招”，大多数学生都担心会进一步损害研究生教

育的社会认可度。 首先，不少“211高校”的学生认为就业并

不像外界报道的那么差。有中大、华工的学生向记者反映，

虽然全校就业率只有20%~30%，但并不意味着剩下的人找不

到工作，有不少毕业生手上拿了几个offer，但是由于工作待

遇离预期差距较大，还未签约。 其次，不少学生对3年以后

的就业形势并不看好。广外文秘专业李同学说：“不少长辈

建议我通过读研躲过经济危机，但我觉得3年以后社会对研究

生的认可度可能还会下降，还不如有3年工作经验吃香。百考

试题祝你好运！” 再次，本科生受欢迎的社会评价近年持续

强化，不少企业的HR认为研究生并不比本科生更能干，也不

想为研究生支付更多的工资。 第四，现阶段尚未找到工作的



毕业生都会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广外英语专业的严同学告

诉记者，现在他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

试，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考研比例。这也是寻求就业的另一

条出路。 最新热点快报：2009年考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信息

专题2009年各地考研成绩查询信息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线只

划一条新增专业硕士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士招

生复试不单独划线考研辅导资料特别推荐：2009年考研政治

重点详解资料汇总考研政治基础辅导之常考知识点精选汇

总09考研英语阅读理解专项训练汇总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

固定搭配资料汇总2009年考研数学\政治\英语冲刺复习资料汇

总2009年全国研究生考试复试资料大汇总更多优质资料尽在

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把百考试题考研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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