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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9_80_89_E4_c73_646338.htm 明年研究生报名工作已

于日前正式启动，不少准备参加明年考试的学子们早已进入

了紧张的备考中。专家预测，在就业压力、金融危机等因素

影响下，明年考研人数仍将维持继续增长势头。在竞争激烈

的考研战场上，如何选择适合的专业实现顺利转型，成为考

生们最关心的问题，百考试题。 ■现象 考研热持续升温 周末

的大学自习室和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埋头苦读的同学，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考研族”。北京建工学院的大四学生李

文本科学的是工程造价，为了报考他喜欢的某大学外语专业

，他从去年暑假起就开始了复习准备。 “当时家里人说学工

程有前程，可是我真的完全不感兴趣，学了三年，工程图纸

都看不大懂！”李文从小对英语感兴趣，于是大三期末考试

一结束，他就把所有的工程专业书籍束之高阁，备齐全套外

语复习资料，一头扎了进去。像李文这样，本科所学专业完

全不是自己所想涉足的领域，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市

场需求，跨专业考研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跨专业考研意味着

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李文现在一天学习12个小时，比

高三还刻苦。 更多的考生选择考研的最直接原因是“就业压

力太大”。上周六，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某考研机构举办

的周末培训班上，可容纳800人的学校礼堂挤入了近千名前来

听课的学生。人大法学院的孟尧就是其中之一，为准备考研

，她已经上了不少辅导课了。 “虽然学校和专业都还不错，

但金融危机以来，本科生找工作的压力特别明显。现在学法



律的学生到处都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还是有优势些。”

谈起自己选择考研的原因，孟尧有些无奈。记者在现场随机

采访了几位学生发现，和孟尧有同样想法的学生很多。有的

学生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三年时间，如果

在这个时候读研，刚好可以规避就业风险，同时也提高了自

己的学历层次。 我们从海天教育、新东方等培训机构了解到

，今年报名参加考研辅导的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 

专家预测，2010年的研究生报考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考研

报考人数会适度增加，估计会达到140万左右，而2009年的报

考人数是124.6万。二是考研人群趋于理性，大部分考生都结

合实际，在就业和考研的权衡中做出选择，随大流盲目考研

的人群比例将不足总考生的5%。 ■分析 考研存在四误区 并

非所有决定考研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都有清晰的判断和认识

。海天考研首席全程策划专家甘源介绍，从目前来看，选择

考研的学生出现的误区比较多，比较典型的大概有四类： 1.

专业选择过于理想化，没有结合实际分析。 不同的专业考试

科目是不一样的，例如文科跨工科，考试科目涉及数学，跨

考难度大。考生如果没有从备考难易程度的方面全面分析自

己的优劣势，就有可能陷入理想化的空想之中。 2.喜欢单纯

从专业名称的字面进行狭义理解。 考生对专业的职业去向并

没有研究，导致部分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热得很不正常，也

导致了不少“伪兴趣”的产生。对此，建议考生要从专业的

对口率、硕士培养模式、行业去向、招聘单位性质、基本薪

资状况、岗位发展前景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3.片面追逐

热门，扎堆现象严重。 很多考生把报“热门专业”理解成“

好专业”，中国十大考研热门专业的报考人数占到报考总人



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甘源分析，是否

属于“热门”的标准，是以报考人数作为依据，与专业的好

坏没有直接关系。同时，部分媒体或职业规划专家在做预测

时，也侧重某些专业未来二十年的职业前景和发展潜力，没

有考虑目前专业的配套教学力量及行业发展水平，如生物、

环境被评价成热门，也给考生造成了很大误解。甘源认为，

专业好不好的标准，应是是否适合考生的职业规划和考取的

可能性。 4.过于强调专业的对口，完全以本科专业为依据选

专业。 在中国很多专业是不对口的，但不对口并不意味着发

展受限，如文史哲法管理等学科更看重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看重的是思维水平，并且，硕士专业和本科专业不可能一

一对应，如技术性专业在硕士阶段会分得更细，而职业性专

业，考生在报考时则需要拓宽思路，结合兴趣及职业规划在

更宽的学科领域里选择，不能拿着本科专业按图索骥，否则

会出现偏差。 ■支招 专业选择应考虑职业取向 对于本科毕业

生而言，考研是二次革命，是修正未来发展路径的好机会。

目前，很多考生在选择研究生报考专业时，都会考虑到该专

业今后发展前景。据统计，为了有更好的职业前景而选择考

研的学生占到60%以上。 甘源表示，考生在专业选择上表现

出的理性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于这种学生，要提醒的是，

不能单纯地从“研究生”三个字的字面去理解，研究生教育

不是也不应该是单纯地走“研究”的路线，不同专业的考研

应该有不同的职业目标和价值取向。 如“理工农医”等技术

含量高的专业要走“研究”路线，亦即考生要清楚这类专业

的读研的目的是深化专业水平，让自己成为行业专家和研究

型人才。“教育学、法学、经济、管理”类专业则一定强调



读研的实践性，要走“职业”路线，即读研的目的是提高就

业层次，提高职业竞争能力，实现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文

史哲”等专业的路线比较复合，既有可能是为了研究，也有

可能是为了职业，或者规避本科的就业风险，报考这类专业

的考生要着重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报考时尽量选择名牌院校

或者综合类大学，读研的目的是提高个人品牌价值。 简单点

讲，以职业规划为前提选择考研的专业是理性并且科学的，

要么因为读研而“学术”，要么因读研而“职业”。 专业报

考忌盲目“追热” 尽管每年考研的专业排位都会有所变化，

但近五年前十名的专业基本都包括工商管理（MBA）、法律

硕士、金融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行政管理、企

业管理、英语语言文学、通信工程等专业。 对于这些热门专

业的如何报考，甘源建议考生，不能因为它们是热门就选择

，必须看读研的价值取向是什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如果报考前十名的专业，其报考院校又是名校并且高校在这

些专业的学科实力上又很突出，难度将是极大的，其录取分

数、报录比例等都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如人大的法律硕士和

企业管理；复旦、北大的金融学；厦门大学的会计学；北航

、清华的计算机等。 另外，如果报考的专业偏重专业本身的

技术含量，就尽量报考专业类院校，重点考察该校某专业的

学科实力；如果是偏实践的文科专业或者文史类专业，则重

点选择报考综合类大学，就不用过于倚重某校某专业的学科

实力。也就是说，在专业和院校的搭配上要有所取舍，着重

考虑其中一个指标，最大限度地提高考研成功率，选择投入

产出比最高、风险最合理的方案。当然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报考名牌院校的强势专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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