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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F_BC_9A_E6_c73_645449.htm 目前，全国开列在招

生计划目录上的招生单位约1100-1200个（使用网络实名或其

他搜索引擎可以直接查询），主要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和省

会城市。例如北京地区招生单位约200个，上海约60个，西安

及周边约60个，其它一般在一省十几个到几十个左右。按照

招生单位的知名度，北文专家说可把高等学院校分类为三个

档次： 名校：定位为世界一流的清华、北大和人大，定位为

国际知名高水平的复旦、南大、浙大、中科大、西交大、上

交大和哈工大。它们是国家大力扶持的重点，是重中之重，

能到这些学校深造是很不错的选择； 重点：即34所自主划线

院校，如西安的西工大、西电；北京北航、北师大、北理工

；天津的天大、南开；上海的同济、华师；南京的东南、南

航；武汉的华工、武大；成都的川大、成电；广州的中山、

华工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211工程”和教育部直属的一些

高校（除去上面所提到的学校）。考生如何选择招生单位，

才能在未来考研中胜算多多呢？ 一、择招生单位的选择标准

1、看自身实力 招生单位的选择其实比起专业的选择来要简

单得多，主要是参照自己的竞争实力，尽量选个好的。 2、

看名气尽量往高处走 一般来讲，各招生单位之间的差距还是

很明显的，例如北大、清华、人大、南京大学、复旦、中科

院、社科院等，不论从师资还是硬件方面来看，都绝对是全

国一流，比普通单位要高出一截，将来形势也会更好。为了

不至于辛苦三年却换来个下岗的结局，大家还是应该尽量往



高处走。 3、看招生比例 主要分析历年推免试生所占的比例

、历年招生人数和报考人数的比率及招生人数变化。 4、看

实际竞争态势 由于考生的报考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有时

候一些招生单位的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与其名气相当、质量

类似的其他招生竞争程度则要低得多。这时候你当然应该是

避开竞争过于白热化的地方，因为这种过度竞争往往并不是

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有点象中国股市上的一些“题材股”，

其高的很离谱的股价完全是被人为炒作哄抬上去的，你也在

高位介入，成为牺牲品的可能性很大，另换一个单位，胜算

可能就多很多。 5、其他因素 例如带薪考研者要看单位所在

地等，再比如你的恋人在上海工作，你要通过考研解决牛郎

织女的问题，当然就只能考虑报考上海地区的招生单位了。

凡此种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选择招生单位注意事项

1、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包括两大系统，一是高等院校，二是

专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就是XX大学、XX学院，它们都开办

本科或专科教育，大学生们很熟悉。专业研究单位则是各类

研究院、研究所，如中科院系统各研究所、社科院系统各研

究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等等，这些专业研究单

位不开办本科教育，多数考生尤其是本科应届考生，对它们

不够了解，往往以为那只是专家们呆的地方，不知道它们也

收研究生。其实，这类招生单位不仅数量多，招生人数也相

当可观。例如北京市招生单位中，研究院、研究所就占了一

多半，达135个。由于许多人不了解此类招生单位，报考人数

相对较少，竞争压力也就小一些，值得试试。 2、招生单位

内在实际质量的差别和外在名气的差别经常不一致，许多考

生会被误导。例如北京地区新闻传播专业主要有人大、中国



传媒大学（简称“传大”）、社科院新闻所、北大、清华五

家，其中“传大”的广告专业和广电专业可以说在国内同类

专业中首屈一指的，人大新闻学院是学界知名度最高且实力

最强的一所，不论从师资力量、毕业生去向，还是硬件设备

上来看都是最好的。而北大和清华真正意义上连续办学的新

闻传播院系的历史都不长（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年5月才

成立，清华传播学系92年才成立），客观实力比起人大和传

大来确有不如。然而两校却凭借整体的“名牌效应”吸引了

大量考生报考，无形中将其门槛抬得过高。显然，北大、清

华新闻专业的“性价比”其实并不高。 3、招生单位整体名

气差距和其个别专业的排名差距有所不同。国内目前虽然有

了一些经常引发争议的总体排名，但却还没有像美国那样的

全国范围专业排名，这给许多考生造成了麻烦，因为名校并

不等于名专业，确实有些名牌单位却有个烂专业，而某些默

默无闻的单位却拥有个全国知名的专业。报考研究生要看招

生单位的整体名气，但更要考查自己准备报考的那个专业的

情况。建议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招生单位的质量：

在全国范围内专业领域内的地位；导师质量；单位近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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