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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的考研季节又接踵而来了，梦想读研深造的同学，你考

虑好了吗？在备考之前，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随着考研竞

争的日趋激烈，就业市场的日益成熟，读研的决定对人生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

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未来下判决书。应不应该读研？这个重

大的议题我们还是提交给“众议院”，看看“议员们”能不

能通过！ 议员一：你的未来同不同意？ 导师箴言 这是我大体

了解的情况：15个人中有14个人不想做研究，即使读了研究

生也不想。这14 个人里面有10个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甚至

要离开自己现在学的东西，离开生物、离开科学。一般的父

母亲都以为小孩上了北大、清华这辈子就行了，完全没认识

到一大批学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因为过去20多年的社会

影响，很多学生将步骤变成了目的。把上重点学校、出国误

认为就是目的，以至于读研究生、出国后不知道干什么好。

北大的学生，应该积极地找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不是成

为迷茫的一代。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 “议员一”

是“你的未来”，针对你的议案“他”会提出下面这些问题

：你的理想是什么？如果谈理想显得大而空的话，我们换一

个角度想一想：你规划过自己的人生吗？你希望将来从事什

么样的工作？一定需要通过读研去实现吗？读研期间如何提

升自己？你要读的专业是不是需要读博才有更好的出路？在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某名牌大学图书



馆学专业某届本科班共有28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大概有1/2

强的同学选择了就业，其余同学攻读本专业研究生。选择就

业的同学不少人去了热门地区和著名高校的图书馆，因为当

年各高校图书馆由于实在招不到研究生，只好向学校申请网

开一面允许本科生进来要不然活太多人手不够！最后大家的

出路都还不错，这是本科生能拿到重点高校编制的最后一届

。三年之后，研究生毕业的同学开始找工作时才发现，本行

业内的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拿着更高的学历却连进普通高校

都很困难，最后几乎没有人能进入重点大学就业（更不用提

名牌大学），基本上都去了二三类大学的图书馆，或者是改

行进入不相关的行业。也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继续读博。去图

书馆的研究生拿到的待遇，如果考虑上通货膨胀等因素，几

乎和当年本科毕业的同学的工资水平差不多。而本科毕业直

接工作的同学经过几年的积累，收入更多，生活也很滋润，

有些同学进入了领导层，有些同学成家立业了。 看过这个案

例，我们就可以回答很多上文提到的问题。在这个案例中，

考研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本科成绩优异的同学（成绩不算太好

的同学“急流勇退”，“无奈”选择了就业），而他们则“

义不容辞”地选择了保研或考研，有些同学甚至是抱着读博

的理想去深造的。但经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之后，大家不约

而同地放弃了读博计划，有些同学基于行业机会和薪水待遇

等方面的考虑，在七年的专业学习之后放弃了老本行，进入

了房地产、出版发行等行业。 这个消极的例子并不是要打消

你读研的积极性，而是希望你更清醒地审视自己：你规划过

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吗？你真的应该去读研吗？假如你很明确

自己要读什么专业，所读专业的就业是需要硕士以上学历作



为“敲门砖”的，或者你已经做好一心一意在这个专业领域

走下去，将来从事研究和高校教学工作的准备，那么读研就

是你的必由之路。不过，在你明确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之前，

你需要得到几点提醒。首先，在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今

天，许多行业的就业门槛也越来越高，今天可以拿硕士文凭

做敲门砖的，也许后天就要求博士文凭了。许多高校和研究

所的招聘规定就已经明确“拒绝”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了。其

次，需求高端人才的单位其“大吸纳量时代”已经过去，许

多优质岗位的需求已经饱和，买方市场已转变成卖方市场了

。此外，目前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针对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

的鼓励政策，如果读研并非你明确的人生目标的话，也许用

这三年功夫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下来读社会的“研”，会使你

获益更多。 但另一方面，对于善于积累人力资源和关系网络

的人来说，读研可以获得一张更高层次的人际关系网，这当

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笔无形的财富将使你受益终身，

对未来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大，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面。 

总而言之，议员“你的未来”给出的意见是：不要盲目跟从

“读研无用论”或者“读研万能论”，读不读研，首先要由

你的人生规划来敲定。 议员二：你的IQamp.EQ能否给你入场

券。 在此，IQ和EQ会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质疑

。IQ会问：你读研的目标是不是做研究？你是不是块做研究

的料？不做研究你的专业会有出路吗？EQ会问：你能耐得住

清苦、经得起诱惑、承受得住压力吗？你想过有哪些方面的

压力吗？你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吗？根据现实情况来看，

这些问题都不是杞人忧天。 “研究生”的本义就是做研究的

学生。但在目前高校扩招（有些高校已经开始缩招，但数量



上还是高位运行）的形势中，要求所有的研究生毕业以后都

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对于一些想要通

过考研去实现高考时“失落的梦想”或者换取更有力的高校

背景的同学来说，考研根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 

然而，研究生终究是要做研究的，学校对你有论文要求，如

果没有足额的论文发表在较高水平的专业期刊上，就可能无

法按时毕业甚至毕不了业；在已经放宽论文要求的学校里，

导师还可能坚守他的论文要求；即使学校和导师都不再做这

方面的明确要求，诱人的奖学金依然还是以论文发表为导向

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发表过论文，那么即使你的平时

考试成绩再好，也赶不上发表了专业论文的同学的排名，而

奖学金只会青睐排名靠前的同学。 国内高校通过借鉴和改革

，在招生和毕业问题上已经有了宽进严出的趋势。如果要考

研，你不妨问问自己，你有兴趣和能力去做实验、调查，做

课题、项目，阅读大量专业文献（有可能是纯外文的），你

能发表创新性的论文吗？你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善于自

己动手设计和操作大量的实验或调查吗？不要等到读研后才

察觉自己不是一块做研究的料。事实上，如果你对上面这些

问题提前做出否定回答，并不说明你成就不了你的理想和事

业，在决定考研之前，你就有了对自己清晰的定位，是一件

可喜可贺的事情，接下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选择适合自己的

出路了。 读研不但要面对上文所提到的做学问的压力，还要

直面师生关系的压力。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往往只会出现在

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而随着导师所负责的项目越来越多

，学生参与项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导师对学生

的“控制”和学生对导师的“依附”关系也越来越强，因此



一些师生关系会趋于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辉是一所重点

大学物理学专业的保送生，读研期间他有了出国留学深造的

想法，但当他把想报考GT的消息告诉导师时，被导师劈头盖

脸地骂了一顿，因为导师需要他们干活，不允许把精力消耗

在别的事情上，何况考GT要全力以赴，花的功夫实在太多了

。小辉不敢跟导师闹僵，毕竟毕业的“生杀大权”紧握在导

师手中，最后只能每天阳奉阴违地偷偷背单词准备考试，过

着“人格分裂”的艰辛日子。 可见，读研生活很大程度上是

在考验你的心理素质，你如何应对学业压力、师生关系的压

力，经济压力、情感压力，如何接招、解招以实现自己在学

习上的突破和人生质的飞跃，决定了你读研收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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