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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同等学力申硕、报考专业硕士

三种，那么这三种有什么不同？相对应的资格学历等都有哪

些要求？结合自身需求你更适合哪一种考研？ 在职人员参加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报考条件 一、资格要求：大专

以上学历； 二、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学制2~3年； 三、

学习费用：学费由国家财政拨款，因此在三条途径中属于最

低的，由于该学习是全日制， 对于在职人士来说，需要参

加3年时间的全脱产学习，机会成本较高，加上考试费用、考

前辅导班费用等，读个硕士的成本也不低； 四、证书获取：

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学历证书和硕士学位双项证书； 五、入学

难度：全国研究生入学完全是严进宽出的代表，据了解，一

些名校热门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为70∶1，而一些二流学校的

冷门专业却年年招不满，因此，入学难度取决于考生报考的

学校和专业。 六、适合人群：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

一直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虽然，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参加全日制教学的途径，更适合于没有工作压力的

应届毕业生，但对于那些希望完全转行，或是希望在职业发

展上有较大飞跃，以及希望进入大城市就业的在职人士，也

可考虑这一途径，只是放弃工作参加学习，成本和风险都相

对较大。 在职人员同等学力申硕条件 一、资格要求：本科毕

业，获学士学位后工作3年以上； 二、学习方式：在职学习

，学制2~3年； 三、学习费用：根据不同学校收费，一般学



费在每年3500~10000元之间，由于是在职攻读，因此相比于

以上两种途径，花费最少。 四、证书获取：获得硕士研究生

学位； 五、入学难度：同等学力申硕采取的是“免试入学，

边学边考”的方式，因此从表面上看，是获取学位最容易的

一种方式，然而，在职学习者要最终获取证书，需要过三道

关：A、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课程考试，一般学校会安

排14~18门课程，每门课程修满学分并考试合格；B、通过同

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外国语水平及学科综合水平全国

统一考试，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须在4年内通过学

位授予单位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否则本

次申请无效，这项考试的难度较大，很多专业的通过率不

到10％；C、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1年内完成学位论文，并通

过论文答辩，此外，还需要在国家统一刊号的杂志上发表学

术论文； 六、适合人群：其授课时间灵活的培养方式是目前

最适合在职人员深造的途径，具体地说，从课程设置和师资

来看，同等学力申硕与全国硕士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区别；从

授课方式和培养方向上来看，同等学力申硕更注重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打造应用型的高级人才，在职人士一方面可系统

学习研究生课程，获得硕士学位；另一方面由于同学都是有

数年经验的职场精英，可以相互借鉴，扩大人脉圈，这点

与MBA的作用相似。 在职人员报考专业硕士条件 一、资格要

求：本科学历加上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 二、学习方式：半

脱产，学制2~3年； 三、学习费用：专业硕士学费按照不同

专业类别差别较大，例如，MBA的学费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元，而工程硕士的学费一般为3万~4万元，加上有些专业是全

日制课程，需要辞职3年，因此教育成本是三种途径中相对来



说最昂贵的； 四、证书获取：专业硕士学位考试主要是通

过10月份联考的方式，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并通过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者，获得学位证书，但也有例外，如报读工商

管理硕士、法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建筑学硕士等专业者

，也可以参加1月份的全国统考，可同时获得学历、学位双证

书； 五、入学难度：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有10月份的“联考

”和年初的“统考”两次机会，考生可自行选择。这两大国

家级别考试的专业考试，是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

不同专业的入学难度各不相同，热门专业相对难一些，此外

，“联考”和“统考”的难度也不一样，由于“统考”考生

远多于“联考”考生，考试竞争激烈程度自然也大，不过，

“联考”的考试虽容易，但录取时更看重申请者的工作背景

和经验； 六、适合人群：专业硕士面向拥有一定工作经验、

想进一步深造的在职人群，职业指向明确，让在职者通过边

学习边考试的方式，在工作中更好地学以致用，当然，专业

硕士的专业领域相对狭窄，供在职人士选择的面不大。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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