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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全国140万人考研，其中北京10万人，3取1。 2009年底

，全国约140万人考公务员，其中北京约11万人，约70取1。 

统计发现的一个共同点是，无论考研还是公务员国考，北京

、天津、上海这三个人口最密集的直辖市报考人数也都最密

集。 其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已经成为考研

和国考的“重镇”。 专家分析，在大城市参加两大考试的考

生很大一部分是同一拨人。城市的经济、文化与就业情况均

会对报考产生影响。总人数 情况概述 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

” 千龙-法晚联合报道 (记者 朱治华) 记者统计发现，各大媒

体在对今年“140万考研大军”的报道中，用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创历史新高”。 根据13年的数据来看，今年的140万

人的确是一个历史新高。 业内的声音是，因为公认的理由“

读完研同样就业难”，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考研人数开始

出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是128万人，2008年是120万人，2009

年也只有124.6万人。 而就在前两年人们认为考研热回归理性

的时候，今年全国考研人数发生“大跃进”，一举达到140万

之多。 而尚未发布成绩的公务员国考的报考人数同样达到

约140万人，两者在报考人数上竟是惊人的巧合！虽然不可能

是同一拨人，但完全可见同时找两个饭碗的心态。 总人数 考

研解读 就业难报考跟着政策走 根据知名调查公司麦可思最新

一期的调查报告显示，2010届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读研的

理由有多种，但是最为普遍的期待是“就业前景应会好”。



这与主流媒体的主流观点“缓解就业压力”不谋而合。 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叶富贵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

危机以来的就业压力增加，自然离不开大的就业环境的影响

，考研是一个缓解就业压力的办法之一。 另外，2009年以来

，政府部门对研究生专业方向和数量的调整，更有利于其将

来的就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前几年研究生就业开

始出现和本科生一样困难的现象，但是，政府新政策已要求

全国多所高校每年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招聘研究助理，这对

于研究生的就业是一个利好消息。 叶富贵指出，政策的导向

也是促使考研人数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人数 “两

考”分析 公务员“恐怖”竞争助推考研 中国知名学者胡星斗

认为，纵观近几年考研和考公务员人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

现，在整个就业大环境不太乐观的情况下，考研和考公务员

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替代关系的。 前几年，当考研竞争日趋

激烈的时候，人们开始转向公务员考试，以此来解决就业问

题。而近几年随着大量考公务员族的涌入，国家公务员竞争

白热化，竞争比例大大超过考研，所以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

考研的队伍。 胡星斗认为，两相比较，这是今年考研人数激

增的一个原因。 地区人数 情况概述 山东北京江苏都是“好学

生” 本报根据各地媒体报道统计发现，山东、江苏、北京报

考研究生的数量位居前三名，均在10万人以上，其中以山东

为最多，超过14万人报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

研究生报名人数中，江苏省虽然不及山东省14万的考研人，

但是，在本报的这份不完全名单中，江苏位列第二，人数超

过12万，北京也多达10万人报考研究生。 而在公务员国考中

，报考人数前三位的地区是广东、北京和山东，全部达到10



万级别。江苏排在第四位。 对比发现，除了广东在考研中掉

队，前几个省份在两项考试中保持着同样的热情。 地区人数 

考研解读 兜里有钱自然想要更多 根据本报不完全统计，在多

省市自治区的名单里，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总人数高

于5万人的地区，经济多数比较发达，比如，北京、山东、江

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等地。 这些省市的GDP

总量多年来基本均在前10位，这很自然地与当地的经济成了

正相关。 中国社科院心理学教授、著名的“状元专家”王极

盛分析认为，这些地区经济状况好是一方面，经济状况在很

大程度上又决定了文化发展程度，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比较高。另外，像

江苏、北京等地自古就有重学的传统，所以考研人数多与当

地的人文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地区人数 “两考”分析 公务员

标王研究生“落马” 近20年来，就每年的GDP总量来看，广

东无疑是全国的老大，就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

，广东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位居全国报考人数榜首。 

但是，在2010年的研究生考试中，广东的报考人数却只有4.5

万人，每1万人中只有5人报考，仅比云南（每万人中有4人报

考）多一点。 自古有“重商轻仕”之称的广东，在考研和考

“碗”时为何差异如此大呢？ 中国社科院心理学教授王极盛

分析认为，现在很多人把考研当作一种找工作的资本，并不

是出于搞研究的目的。而广东自古重商，经济很发达，再加

上当地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多，创业机会也多，所以人们对读

书看得并不是很重。 但是2009年的金融危机在我国对广东的

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对自主创业者的影响颇大，于是人们

开始渴求稳定的生活，而且公务员的待遇非常好，也符合当



地“重利”的习惯，所以考“碗”比较热。 王极盛强调，研

究生考试带来的直接效益并不是那么明显，和公务员相比很

悬殊，所以广东地区的人们对考研并不像考“碗”那么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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