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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

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所罕见。虽然中国并非风暴的中

心，但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沿海省份已经

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的浪潮，国外订单数量急剧下滑，工人

失业，金融市场不稳定，股市和房市有起落。 在经济危机的

背景下，以金融学、国际贸易学为代表的经济学相关专业依

旧是考研报考的热点。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经

济学相关专业（通常为商学院、经济学院或者工商管理学院

名下的专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报考人数增多。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不少考生怀揣着美好的致富之梦一无反顾地走上了

经济学相关专业的考研之路。最近两年，即使是在经济危机

的背景下，依然刮着强劲的“冷了金融市场，热了商学院”

的风气。这种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报考热”背后有着怎样的

深层原因呢？ 姓“经济”的行业是高薪行业？ 经济危机更加

加剧了人们生存的危机意识，就业问题成为人们最关心的紧

迫问题。就业状况，往往成为考生及家长选择专业的重要依

据。高薪、稳定、需求多，是很多考生家长对经济类专业今

后就业前景的看法，而一些人力资源公司、调查公司公布的

数据更让家长们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智联招聘公布的一份数

据显示，最近两年以来，金融业对人才的需求一直呈快速增

长趋势。翰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布的一份薪资调查报告显

示，在销售、法律、制造、电信等9个行业中，金融业仍是年



收入最高的“金领行业”。全球著名管理资讯公司华信惠悦

的一份数据则显示，银行业去年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四个城市的总体加薪幅度均超过了9％。 然而，事情的发展

并不一定和考生的美好愿望一致。经济相关行业依靠竞争来

维持其生存，人与人容易拉开差距，处在顶端的人只是少数

，少数的人占有多数的资源，领取高额的薪水。一名刚毕业

的学生生要能脱颖而出，绝非易事。整个行业的高收入水平

是一种统计造成的假象这种高收入是纯粹的平均水平。事实

上，这个行业内管理层与基层，经验丰富者与应届毕业生，

甚至不同公司的员工之间，收入水平都会有天壤之别。 经济

热催生扩招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

授予的经济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14.36%，授予的经济学硕士

占硕士总数的5.24%，经济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5.34%。本科

生充足的数量保证了考研的高报考率。此外，中国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金融服务业发展迅猛，于是金融专业成为众多

开设经济学专业学校的“金字招牌”，就业前景大家一致看

好。 然而，经济学专业的扩招也埋下了许多隐患。经济学类

专业知识结构复杂，内容繁多，现代经济学又强调数量化的

概念（这是对我国传统经济学的巨大革命），而且特别强调

实战能力。扩招很容易降低整体的师资水平、学习条件以及

单个学生受关注的机会。本科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也导

致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也就自然

而然了。对于市场来说，需要大量的大量需要“经济类人才

”，但却不一定需要“经济学毕业生”。一方面是市场对高

素质经济类人才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高等教育中经

济学人才培养的缺陷。这种巨大落差导致报考经济类研究生



面临着巨大挑战。 2012年的考生不能再希望就读经济学类的

研究生就等同于走上了金光大道，而应从现在开始，抵御经

济全球化时代的致富诱惑和媒体的疯狂炒作，理性的思考，

通过接受经济学的教育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使自己有更美好

的前途。 报考经济类研究生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 有必要澄清

对经济学读研的三个误解：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经济类研

究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类专业前景都一样；并不是所有经

济类毕业生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一）更适合读经济类专

业的条件 一些具有学术基础和理想的同学，希望在经济学研

究领域或者经济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可以从事理论经济学或

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金融危机只会使经济学更加受到人们

的重视，有很多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现在已摆在人们的面

前。从调查得知，有学术研究兴趣的人不多，因为从事科学

研究的路是坎坷和孤独的，需要有一定的决心和能力。更多

同学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以及就业问题，希望通过经济

学加强自身竞争力。报考经济类学生大致可分为： 1．本科

阶段就是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一般基础较好，这

些同学大可不必放弃所学的经济学专业，要坚持发展提高，

因为中国的未来需要经济人才。 2．本科阶段是经济学相关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学习成绩一般但综合能力突出，如果确

实跨专业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也不必留恋。 3．希望跨专

业考经济学研究生的同学，跨考中不少是逐热而来，看中金

融学、国际贸易学的美好“钱”景。可能今天的热门也许到

毕业时已经不是热门专业，竞争激烈程度不会因为金融危机

为下降。因为在金融危机动荡的环境中往往中小企业和基础

竞争力较低的个人首先受到冲击，一定要慎重。 经济学包罗



万象，具备了广泛的经济学常识之后还要有一个自己专攻的

领域。如：擅长英语和交流的考生，可选择国际贸易方面；

数学专业基础好的考生，可从数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工

程这些点进入经济学；了解西部的考生，可以报考区域经济

学、赶超经济学（辽宁大学），虽然对经济学的整体轮廓的

把握是必须的综合素质要求，但是我们必须给自己找个立足

点，从本科经济学相关专业，找到了自己的点，结合自己的

点打破经济学专业范围，扩大知识面，甚至可以选修相关课

程或者修读双学位，比如应用心理学、贸易英语等等。 总之

，不要让学科限制自己，而是掌握与某个部门相关的知识、

技巧和能力，在市场中往往很多时候都是不分学科的。如果

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自己的专长，在茫茫求职大军中会显

得相对突出。 （二）经济学类不同专业之间差别极大 经济学

，一个学科内就设置包含了将近20个具体专业。不同的专业

，在报考难易、学习过程、就业前景、发展道路也是大不相

同。总体而言，经济类专业分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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