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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0_E5_8D_A0_E5_c73_573124.htm 目前，全国各地高

校2009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和调剂工作正在进行。在很多学子

为了成为09级硕士生做最后冲刺时，将要毕业的09届硕士生

正在求职路上奋力前行。 “我们的招聘条件是本科及以上学

历，现在收到的近千份简历中硕士研究生占了七成。”这让

某公司负责校园招聘工作的潘先生感到欣慰，但是他也感到

，近几年的硕士生越来越重视实践，学术味儿越来越淡。“

他们的简历上都会用很大篇幅叙述实习经历，很少有人能列

出自己的专业成绩和科研成果。” 实习、兼职的时间多了，

做学问、搞研究的时间自然就少了。硕士生应该是“研究生

”还是“求职生”?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某网就此

话题对1800人的调查显示，61.6%的人认为硕士生首先是研究

生，只有38.4%的人赞同硕士生是求职生。 找不到工作才考

研? 谢玲玲和王文英都是北京某高校新闻学专业研二学生，现

在玲玲在北京某电视台实习，每天都外出采访，文英则每天

去某出版科学研究所跟着导师做课题。 “我们是硕士生典型

的两派代表，我走的是工作路线，文英是走学术路线。虽然

我们师出同门，但是导师尊重我们的不同选择。”谢玲玲说

。 北京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生赵春祥相比之下则有些

郁闷，“我们选择外出实习还是留在实验室，完全决定于跟

哪位导师。我舍友肖飞，在普天集团实习快半年了，也有了

签约意向，每个月还能拿到两千元的实习工资。我的导师不

允许学生出去实习，我们只能每天都在实验室，跟着他做项



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亚群教授认为，“研究”和“

求职”不是截然对立的。“现在很少硕士生毕业后会去研究

所做研究，大多数人还是要到社会上找工作，但是工作能力

在研究中也能得到提高。比如研究高等教育招生考试问题，

首先要知道国家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政策，然后到学校、省市

考试院等相关部门去实习，才能了解招生等政策的实际操作

是怎样的，才能写出好论文，研究必须和实践相结合。”虽

然研究生培养模式正在向应用型转变，但是“研究”二字放

在前面，应该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高能力。 云南大学法律

专业在读硕士周磊磊今年36岁，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他

坦言是找工作屡屡受挫的经历让他下决心考研。“那时候很

多公司一看我的学历是专科，根本就不看其他内容。后来我

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本科毕业后很想去某法制日报，一起竞

争的大部分人是硕士学历，虽然进入了笔试，但是最后我连

一个实习机会也没有争取到。我想，高学历是不是就代表工

作机会呢?我让妻子在老家照看一岁的儿子，自己在云南拼命

学习了一年，终于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我给一些单位投简历

，他们都表示很欢迎。” 对于目前很多人考研的原因，调查

显示，58.2%的人首选找不到工作.46.8%的人认为是为了找一

份更好的工作.21.0%的人认为现在用人单位需要高学历。接

下来公众给出的排序为：不想过早进入社会(15.9%)、跟

风(14.1%)、提升学术水平(9.0%)、国家扩招(7.2%)。 “其实

很多人不是真正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张

亚群说，比如有人希望留在经济条件好的城市，本科毕业时

没有合适职位，就想也许硕士毕业后就可以留下来了。现在

名校研究生的生源大部分来自高考大省，他们在高考时选择



学校的机会少，就把希望寄托在考研上，因为这是全国重新

洗牌，机会更均等。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

长项贤明教授认为，现在社会的人才观念还没完全转变，还

是崇尚高学历。很少有人纯粹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考研，很多

硕士生毕业后找到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也完全不对口。“

一些有学术追求的学生对未来也很担忧，今年面试的时候就

说，我不知道将来能找到什么工作，甚至有的在职考生也提

到将来我这个岗位还能不能找回来?” 硕士生的优势在哪里? 

“高学历并不代表好工作，更不能代表高能力。”山东大学

大四学生陶宝华目前正在求职，在很多应聘中都与硕士生竞

争，“我认为自己并不比硕士生差，我的思维更为活跃，学

的知识更实用。” 硕士研究生在求职时与本科生相比优势在

哪里?调查中，45.1%的人首选学历.23.7%的人认为硕士生并没

有优势，二者平等竞争.20.3%的人表示硕士生思想更成

熟.18.4%的人认为硕士生的优势在于研究实践.15.9%认为是专

业训练.还有14.2%的人认为现在用人单位更青睐本科生。 中

国建设银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崔先生说：“我们是根据岗位

的性质决定应聘者的学历，有的岗位对于研究能力有明显倾

向性，一般就会选择博士或者是硕士。但是像客服、营销等

没有太强研究能力要求的，则会灵活选择。本科生入职后身

上有更强的活力，硕士则更沉稳，同样条件下我们更想要硕

士，因为从长远考虑，硕士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综合能力。” 

调查显示，仅有17.6%的人认为硕士生的个人能力比本科生强

，10.7%的人持相反态度，71.7%的人选择因人而异。 “经过

几年课程、科研训练和导师的辅导，合格的硕士生应该比本

科生的能力更强，但不能一刀切。现在不少人考研只为文凭



，只挑热门专业，这就出现了很多本科不是学本专业的硕士

生。跨学科本是好事，但是基础本来就薄弱，研究生又来混

，大半时间都在找工作，能学到什么呢?”张亚群说，在这种

情况下，市场会做出选择，公司是会算成本的，雇一个硕士

能做什么，能带来多大效益。“现在有些高职院校的学生就

业反而比较俏，不就说明社会的选择了吗?” 项贤明对近年来

硕士生质量下降很忧虑，“我不想扩招，一是觉得很多学生

不适合做学术，另外招了之后跟我学习三年，拼命训练他们

，倘若将来还是找不到工作，我觉得愧对学生。” 社会需要

什么样的人才? 据了解，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比去年增

长5%，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将增加5万个。 

对于研究生扩招政策，调查显示，53.3%的人认为在目前的形

势下，可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17.4%的人认为此举有助

于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有网友留言

说：“教育部应该本着对社会、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负

责的精神，认真调查了解各个专业的就业情况，对于难以就

业的专业，适当减少招生。应该弄清楚，社会上究竟需要什

么样的人才、什么类型的人才，数量分别有多少，安排招生

计划和名额要做到有的放矢。” 项贤明认为，扩招本身并没

有错误，问题是如何扩。“如果我们现在扩招的硕士三年之

后，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国整个学位体系还很不完善

，比如专业硕士的课程体系建设都没有跟上，名义上是专业

硕士，整个培养模式还是学术性的。这会造成专业硕士出来

，又做不了专业的工作。现在MBA、EMBA为什么没有前几

年那么热了?教的东西太纸上谈兵，教课老师都没办过公司，

他怎么教?西方商学院教课的老师很多都是公司的老总，亲身



经历最有说服力。 在项贤明看来，金融危机是调整教育结构

的契机，我们总体要向美国看齐，做出调研和规划，尽快培

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美国的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分得很清楚

，课程和专业训练完全不一样。大学里拿专业学位的教授须

与有学术博士学位的教授合作才能带攻读学术学位的博士生

。 调查中，17.2%的人认为研究生扩招会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

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9.5%的人感觉这是在为国

家储备人才。 张亚群认为，今年硕士生大规模扩招和大学生

整体就业的难度加大有关，研究生招生也应有长远规划，无

论是专业硕士生还是学术学位的硕士生，都是为了提高我国

人才的层次和能力，过一段时间，经济复苏了，人才需要的

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但是很多专业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效果

不是政策和文件下达了，就能够立即达到预期目标，需要相

应地改革培养方案，提升师资水平，转变教育观念。现在有

学生博士毕业找工作，公司不买账，会问你硕士在哪读的，

本科在哪读的，就是因为公司觉得博士、硕士含金量下降了

。所以，人才不仅是量的问题，还亟待解决质的问题和各方

面的协调配套问题。”张亚群说。最新热点快报：2009全国

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考研网上调剂系

统4月8日开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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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日公布把百考试题

考研站设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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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