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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6_c73_650243.htm 据报道，全国共

有165万人登记参加将于明年1月份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记者调查发现，来自普通院校的学生，通过全国统考进入知

名大学的机会正越来越少。除了研究生考试里逐年增加的竞

争对手，越来越多知名大学提高了通过推荐免试录取的比例

。 众所周知，我国研究生入学，长期以来采取全国统一考试

的方式，以考生的笔试分数为主进行录取。这种方式可以考

察学生的考试能力，却忽视了其科研能力、实际经验。虽然

一些研究生招生机构后来增加了面试环节，结合笔试成绩和

面试成绩进行录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笔试成绩高的学生

通常会获得录取，而那些笔试成绩不高、但其他能力和素质

比较强的学生，却往往被排除在面试名单之外。 在研究生招

生中，实行推免制度，就是针对以上问题的一项改革措施。

近年来，国内知名大学录取推免生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以

北京大学为例，招收的研究生中，推免生比例从2009年

的39.9%上升到2011年的45.8%。这符合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

方向。 然而，推免制度的推出也遭遇质疑。首先，推免制度

存在学校歧视，从目前获得推免资格的学校看，大多是一本

院校，而二本院校和三本院校基本与此无缘。名校推免比例

提高，二本、三本院校学生考研的录取几率就大大下降；其

次，推免制度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由于获得推免资格的

学生，将不再参加统一笔试，因此社会公众担心这种操作会

有猫腻。 要让推免制度持续推进，为研究生招生改革做出积



极的探索，就必须直面质疑。在笔者看来，研究生推免制度

完全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结合。从学校公平出发，推

免应该消除学校歧视，给每所本科院校毕业生平等的申请机

会。这样一来，也许又有人会担心，一些素质不高的学生可

能会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进名校读研的机会。这取决于两方

面，一方面，大学是否建立明晰的评价体系。如在许多世界

一流大学，录取学生不是看单一的考试成绩，而是实行多元

评价制度，其评价指标以及每项指标的打分、权重均十分清

晰。一名学生是否被录取，是根据这一评价体系做出的评价

结果，如果有人对其录取进行质疑，学校可以出示具体评价

依据。相对来说，我国大学的多元评价体系还不成熟，尤其

是学校的自主评价部分，总给人比较随意之感。另一方面，

则是大学是否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与本科自主招生改革

一样，研究生自主招生改革，也需要通过大学管理制度的改

革来促进，这就是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就招生

而言，大学应该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订具体的录取标

准，并监督实施。在研究生招生中，则需进一步完善导师制

，赋予导师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与此同时，推进学术管理，

建立学术共同体，对导师的工作实施学术评价，由此让每位

导师重视自己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对学生的招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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