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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6/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4_BA_BA_E6_c73_386705.htm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

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

，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中国青年报

》10月8日) 在以前，读研究生，在不少人看来，那可是无上

的光荣。原因很简单：更有素养了，知识水平更高了，找工

作也更好找了，搞科研也更便利了。然而，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日前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的结果

却揭示了这样的“考研”现实：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读研究生

“不值”。研究生头上的那层“光环”一下子没了。与此相

印证，据报道，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共有128.2万

人报名，与前一年相比增幅为0.55%。而此前的2001年到2006

年，5年间增长率几乎一直维持在20%以上！ 读研究生为什么

“不值”了？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研究生

当成是自己“镀金”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成是搞科研

、进行学术研究，以及不断向上进取等的“阶梯”，读研究

生只是为了拿到更高的学历，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已，调

查显示的48.9%的人读研是为了“拿个文凭，提升身份”就是

明证。然而，现在不少企事业单位也开始不买研究生的帐了

，“惟本事论”超过了传统的“惟学历论”，企图指靠单纯

的研究生学历提升身份似乎越来越难了； 二是越来越多的人

读研究生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有这种思想的人高

达45.2%，随意本科生找工作难度加大，不少人为了逃避这种



巨大的求职压力，于是便不得不把“运气”押在了考研上，

期望着拿到更高的研究生学历就能找到好的工作。然而，随

着研究生的扩招，“物以稀为贵”越来越不适用于研究生：

从2001年到2004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就增加了2倍，从11万一

下子增加到33万，于是，研究生找工作也越来越难了，“皇

帝的女儿”也愁嫁了...... 三是随着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全面实施

，使得不少研究生每年要背上万元左右的沉重学费，两年或

三年下来，就是一笔巨大的就业“成本”，相反，如果从大

学本科毕业就开始找工作，或许就可“提前收益”，两三年

下来，一些本科毕业的优秀学生甚至都小有成就了。两相比

较，读研究生确实“吃亏”了； 正是由于不少学生把读研究

生“功利化”，因此，当功利目的得不到满足时，自然就觉

得“不值”了。当然，也有真正把读研究生的目的归位于“

为了做学问和研究”的，尽管明确表示有这个目的的只

占25.0%。如果你问这些人读研究生值不值，得到的回答肯定

会是“值”。在这些人看来，读研确实是一个学力积淀的过

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上述调查中，已经工作的硕

士中，有64.4%的人并不后悔读研。觉得读研充实、有趣的分

别占到36.6%和15.8%。如果重新选择，32.6%的人还是会去读

研。这些数据，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不过，这个社会本就

是“浪沙淘尽英雄”的，从这个角度说，考研增长率从前几

年的20%以上一下子锐降到今年的0.55%，确实是一件值得欣

慰的事。觉得读研究生不值的人开始选择找工作谋生，把本

就浮燥、本就没有把读研究生当成做学问和研究的人“淘掉

”，让他们把为准备考研的时间真正还给他们读好本科专业

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正是一种理性回归，是“去盲目化”



的过程，而对社会来说，还避免宝贵的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

费。这正如初中时的“人才分流”一样，根据自己及家庭的

实际情况，要么选择读高中上大学，要么选择读职业中专，

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而最终的结果是，只要努力，两个方

向同样可以大有所为。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一种务实的人

生追求；对社会来说，避免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对企业

来说，甚至还能为此培养出一些真正的实用型人才，实在是

“一石三鸟”。 此外，“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还给了当前研

究生教育的宝贵警示，比如，一些研究生主要是给导师“打

工、跑腿”的；一些研究生的课程与社会现实联系不够紧；

学术腐败在研究生教育中也大量存在；由于扩招，一些研究

生的学术功底很差；一些研究生第一年忙着跟学分较劲，第

二年频频跟用人单位过招，到最后，胡乱写就的毕业论文也

能轻松过关......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一些人在读研过程中感

到迷茫、空虚、焦虑、失望，因此觉得读研像是“鸡肋”，

觉得读研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因此觉得“不值”。这

些情况，对于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不无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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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