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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8_A7_84_E6_c73_646075.htm 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报名工作日前结束。尽管目前官方的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

布，但从各报名点确认的考生数量来看，与2009年相比已有

所增加。专家预测，2010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有望突破150万人

，比2009年增加20多万人，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由于明年招

生规模与2009年基本持平，这意味着，2010年考研的竞争将

更加激烈。考研报名人数的增加，对于将要参加明年考研的

考生来说，无疑将是一场“恶战”。 ■考前现状 热点地区学

校仍扎堆 目前，各省市考研报名情况正陆续公布。海天考研

首席全程策划专家甘源分析，关于热门院校热门专业热门地

区这“三热”的数据，大家采用的标准比较单一，主要是用

人数总量来进行计算，由于各院校各专业的准确数据还没有

统计出来，但依据海天从各报名点了解的部分信息及按照往

年的数据分析得出规律，可以预测今年热门的专业依然是：

工商管理、法律硕士、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企业管

理、会计学、信息与通讯工程、英语语言文学、行政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而其他升温速度很快的如民商法、外科学

、西方经济学、财务管理、土木工程、控制理论、对外汉语

等专业也非常值得关注。 今年比较热门的院校主要是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吉林大学等名校。除此之外，近年势头较猛的如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同济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院校也值得关注。这些院校主要为全

国研究生自主招生院校或985院校，几乎集中了中国报考总人

数的近20%以上。 今年报考的热门地区依然是北京、湖北、

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因为经济、教育相对发达，

使之始终成为考生报考的首选地，导致竞争相应激烈，也增

大了区域不平衡，导致异地考生备考难度大大提升。以今年

招生人数增加较大的江苏省为例，除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等传统热门院校，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

等校的报考人数都已经突破万人大关。 报名呈现两大趋势 甘

源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研究生招生报名有两大新趋势值

得关注。 一是报考机构发生较大变化，表现为专业硕士报考

人数增多。 这种硕士类型有别于以往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更重视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培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法律硕士、工程硕士、会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等。 此前

，教育部明确表示，明年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中，专业学位的

招生比例预计由今年的10.7%增加到25%。甘源分析，这意味

着国家将来会逐步增大专业硕士的招生数量及招生比例，在

将来使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达到二分天下的格局。导致这

种趋势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政策导向和硕士的就业现状。来自

国务院学位办的信息显示，增加专业硕士招生数量及比例就

是为了促进研究生培养结构的重新调整，逐渐将硕士研究生

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

，实现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型，也利于硕士

毕业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 二是报考更不均衡，热门院校热门专业集中度更高。 甘源

分析，导致院校专业“热的热得发烫，冷的冷得冰凉”这种



趋势的原因还是硕士毕业的就业现状，多数考生都十分看重

读研带给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很多冷门专业及认可度不高的

院校在硕士毕业后也会遇到就业危机，和本科学历没有本质

性区别，“读研回报率”，导致该种选择被多数考生冷落。

当然，引起这种极度不平衡现象的原因还包括在校本科生对

就业市场实际状况的不了解及职业规划的缺失，不少考生报

考“随大流”现象严重。 最后冲刺“抓大放小” 现在距

离2010年研究生统考时间已不足两个月，百万考生也进入了

这最后的冲刺阶段。甘源建议，考生在这段时间，不管是政

治英语数学还是专业课，复习的核心归纳为四个字“抓大放

小”，注意强化记忆整理过的知识点和总结答题思路，在最

后时刻切忌“推倒重建”的学习思路。 在最后时刻考生普遍

感觉备考时间捉襟见肘，谁能利用好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再强

化巩固学习内容，查漏补缺，练习答题技巧是最关键的，并

且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千万不能畏惧考研的竞争而主动投降

，尤其对于报考热门院校及热门专业的考生。 今年的数据对

准备参加2011年研究生考试的考生同样有借鉴作用。甘源预

测，因本科毕业人数的增长和就业吸纳量的非本质变化，明

年的考研热会继续升温，报考人数会继续攀升，而研究生招

生人数的扩张速度永远不及报考的扩张速度，所以竞争激烈

程度只能有增无减。 此外，报考的不均衡性在近两年不会有

明显的改观，报考依然会集中在很多传统热门和考研新贵当

中。甘源建议，对于参加2011年考研的学子，更应该早做准

备，在2009年年底至2010年春季之前广泛地搜集考研信息，

尤其是来自于二线城市的考生和跨专业跨院校报考的考生，

更应该从现在开始打破备考的信息瓶颈，在专业参考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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