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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8511.htm 尽管热潮稍退，考研仍是目前象

牙塔里最流行的选择，不但有铁了心一考到底的考研一族，

而且许多最后选择去工作的毕业生也都纷纷经历过考研大战

的洗礼。跨考教育咨询专家提醒大家：流行并非理性，无奈

不等于妥协，读研最终适不适合你，还得事先分析清楚，不

要糊里糊涂地上了南辕北辙的发展道路，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 让专业说话 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教育理念颇值得思量。他

的二女儿太乙爱好文学，林语堂认为学文科应该在社会上学

，因此太乙中学毕业没有进大学继续深造，却凭着出色的文

学修养去耶鲁大学教中文，后来还长期担任美国《读书文摘

》中文版的总编辑，出版了多部小说和文集，成为著名的旅

美华人女作家。而三女儿相如喜欢理科，林语堂则让她一气

呵成读下去。相如从哥伦比业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入哈佛

大学研究院深造，最终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来长期担

任香港大学生化学系的主任，并在美国休斯敦大学从事研究

工作。由此可见，不同的专业应该有不同的求学之路，只要

切合实际，都会获得成功。 专业出身和未来的发展规划是决

定你是否考研的重量级砝码。如同人生百态一样，不同的专

业也有不同的性格，有些专业适合一路读下去，因为读下去

容易有好出路；有些专业则必须读下去，因为就业需要高学

历；有些专业更强调行业资格证和实践经验，因为越老越吃

香，行业内有足够的时间大浪淘沙；有些专业则需要吃“青

春饭”，年龄和工作经验比学历的分量更重；还有些专业适



合“远嫁他处”，整合不同的知识背景，更有利于叫板职场

。所谓“一样米，百样人”，专业林林总总，要想最终讨得

职场欢心，就不能违拗专业本意，好好揣摩专业个性就是做

决定前的重中之重。 医学是比较特殊的专业，对理论和实践

能力要求都很高，针对性和垄断性又极强，就业市场也相对

稳定。但医学毕业生不像其他专业可以大跨度横向选择，他

们只能是纵向就业，从大城市到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城

镇和乡镇，从三甲医院到中小医院，往往是一级级过滤择优

录取，这样的就业态势决定了医学专业学生在求学路上的不

断进取。如果想走行医路并有个好出路，最好在学校一口气

读完10年，拿到博士学位再去敲求职大门，这样的职业规划

更容易一步到位。 地球物理也是一个适合一路读下去的专业

。本科生的出路一般是进各地的矿产能源勘探队，然后被派

往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矿产能源丰富的地区进行野外工作

，虽然工作不难找，收入也不算低，但相对来说比较辛苦。

如果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就有很大机会进各大城市的研究

所和能源公司做研发和数据分析，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薪酬

福利，都有更高的档次。适合读下去的另外一个理由，与医

学专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地球物理身处冷门，竞争指数较

低，好考！小胡高考考了两年，最后被调剂到地大的地球物

理专业，4年下来成绩不温不火，在本系继续呆了3年之后，

他决定挑战自己，报考了中科院的知名导师。现在，快要拿

到中科院博士学位的他已经准备向北京的石油公司和各地研

究所投简历了。 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就业情况远不如研究生

，这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事实，理由不需多说。全球IT行业

经过前几年的低迷，已经走出低谷，日益恢复蓬勃生机，大



有卷土重来之势，面对IT行业对高端人才的巨大需求与本科

生泛滥的教育市场，研究生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动手能力

相结合的综合素质，更受职场的欢迎。 如果学了生物之后不

打算改行，那么继续深造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从目前的情况

看，真正能接纳生物技术人才的，是高校、研究所和医药生

物公司的研发部门等，这些单位无一不要求高学历。如果选

择了生物学为终身职业发展方向，就等于选择了一条需要不

断深造的道路。 法学是与现实结合特别紧密的学科，它有自

身严密的知识体系，也有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从一定意义

上说，考取律师资格证比考上法学研究生更有助于事业的发

展。一个有了律师资格证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在公检法领域获

得实习机会，进而单独受理案件，能入行大展拳脚了；而如

果没有律师资格证，即使是研究生也没有单独接案的机会，

只能当助理，不能成为律师。当律师讲究的是经验，办案经

验越丰富，人脉越广，接案的机会就越多，事业就越容易发

展。由此可见，入行资格证是律师事业良性循环的起点，而

高人一等的学历与此并没有直接联系。从一定角度来看，医

学专业毕业生也可以走类似的路：本科毕业进医院积累实践

经验，同时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然后自己开诊所接诊病人

。但与法学人才倾向于自由发展相比，医学人才更需要得到

良好的平台，才能积累丰富有益的实践经验，而且承担公职

更能消减巨大的执业风险。 做律师和医生是越老越吃香，而

做新闻却像在吃“青春饭”。做社会新闻记者需要的是活力

和体力，这份工作更适合年纪较轻、对社会尚有一股闯劲的

本科生。新闻专业传授更多的是技巧和理念，如果本科读了

新闻，还想继续深造下去，最好去学一门有思想含量、对社



会有洞察力的学问，这样的知识背景与技术背景相结合，更

有利于在新闻行业长远发展。一般来说，做社会新闻做到30

来岁就应该考虑往深度报道或者管理层面发展了，年龄和工

作经验始终是新闻行业潜在的衡量标准之一，而高学历却未

必是入行的优势。市场营销等直面社会一线的专业也同样如

此，刚开始工作需要的是年轻活力，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经

验、人脉，这些都不是和学历直接挂钩的。很有可能的是，

一个本科毕业生通过几年工作成绩的积累，已经上升到管理

层的时候，同龄的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才开始接触社会、四处

求职。 “本科选学校，读研选专业，读博选导师”，这句话

对于基础学科的学生尤其适用。本科学习要的是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响亮的学校牌子，到读研以后再选择一个与自身基础

相结合的应用专业，打造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更

有助于在职场上打败只有单一学术背景的竞争对手。比如说

，本科学历史，拿的是历史学学位；到研究生学科技史，拿

的是理学学位；到了博士学科技哲学，拿的是哲学学位这样

的文理哲之路完美地展现了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对今后的

事业发展非常有利。国外知名大学的校长有相当比例都是跨

专业的哲学博士出身，这一现象对其作了有力的注脚。 让好

处说话 活跃在各大日语培训机构的张老师有一个终身遗憾。

本科出身于名校工科专业的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热

潮中去了日本，却陷入了打工狂潮里，满足于在超市、餐馆

赚快钱，而同伴利用日本宽松的升学环境紧张备考研究生，

却被他笑为“没有经济头脑”。回国以后，他凭着一口标准

流利的日语当起了日语老师，但是当年龄渐大，打算谋求一

份稳定的高校公职时，他才发现当年失之交臂的研究生学历



竟成了无法逾越的拦路虎。相比之下，智商禀赋、本科出身

都略逊一筹的那个同伴，在日本读研，拿到研究生学位之后

，进了要往中国发展的日本公司，拿着高额年薪回国当了首

席代表。可见在为未来做职业规划时，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和

清醒的头脑，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

，为此狠下功夫，争取所需的优势和资源。如果想进高校做

老师或者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考研是不错的跳板，研究生

学历比其他因素有更大的优势。 读研不但对日后的就业有帮

助，对创业同样助益不少。在研究生阶段打造的关系网更紧

密，更强有力，更有针对性，因为导师和同学这些实力派或

潜力股，都是志同道合的圈内人，日后在行内发展自然能互

相提携。而导师的项目资源更是拓展人脉和资本的好机会。

这种机会和关系，都是本科阶段难以得到的。 高考志愿往往

是被动而盲目的，一考定终身也造就了大学四年的无数遗憾

。但到大学毕业时，对高校、社会和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知识积累也达到更高层次，此时考研能帮你

重新洗牌，凭自己的实力报考喜欢的学校、专业和导师，重

新推开梦想的大门。许多高考失利人通过考研重拾名校校徽

，就是生动的例子。 研究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读文献、做实

验、做项目、写论文，这些工作能拓展对专业知识的深刻理

解，并很好地训练学术思维能力和动手动脑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起本科阶段在能力培养上的“广种薄收”来说，研究生

的学习和训练更有针对性，更有深度。日后无论是就业还是

继续做学问，这些思维方式和动手能力都是大有助益的。 如

果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读研是一个很好的跳板。研究生阶段

更容易出成果，也更容易获得牛导师的推荐，若本科成绩不



是很好，还可以在读研期间加把劲，拿出一张呈上升趋势的

漂亮的成绩单，这些对于留学申请都是最重要的砝码。研究

生出国留学，更容易获得公派或者联合培养的机会，还可以

进一步申请博士后岗位。此外，研究生还有很多机会参加国

内外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访问。 如果想得到大城市，特别是北

京、上海的户口，没有研究生学历基本上免谈。国外的移民

政策也往往会给高学历加分。 总而言之，读研有什么好处，

全在于你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 让坏处说话 研究

生教育专业性强，可塑性相对较差。我国当前的本科教育强

调打通基础，弱化专业，而研究生则是按照专业培养的，从

一开始就有明显的专业和方向划分。与大学生相比，研究生

在专业知识深度和技能熟练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由于深入

一个领域，研究生对其他领域进行学习的兴趣和精力都不足

，使得研究生的可塑性比不上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细

化和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生就业面变窄。 研究生阶

段要直面论文压力。一般来说，学校、导师对论文发表的数

量和质量有要求，毕业论文更要面对严格的外审和盲审，做

得不好随时有延期毕业的可能。研究生面临的经济压力、年

龄压力和婚育压力也很大，身为学生，与同龄的走上社会的

人相比，他们的成家立业的梦想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才

能实现。在此期间，随着就业形势和需求的变化，机会成本

也会不断加大。 本科毕业直接读研，与社会接触比较少，对

市场需求没有直接、深刻的体会，没有社会工作经验，在学

习上往往会继续沿用应试教育的思维习惯，忽视能力培养和

资本积累，也不懂得根据社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塑造自己，

为日后就业积攒更多资本。 考研是把双刃剑，在做决定和选



择之前，一定要分析清楚自身的条件和现实情况，权衡利弊

，扬长避短，进行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然后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道路，一往无前。 特别推荐： 专家谈现实与理想交锋：

考研到底值不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