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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好 面对三道坎，部分大学生不敢读研 本报记者 林洁 实

习生 吴里扬 没有“挤”爆的火热现场、没有长长的人龙，空

荡荡的报名厅里：领表、缴费、照相、交表⋯⋯很快，张惠

彬完成了所有的手续，觉得“挺不习惯的”。 “今年的报名

现场怎么这么冷清？”一名路过报名厅的同学显得很惊讶。 

从11月10日开始接受2008年研究生考试确认网上预报名开始

，设在广州大学图书馆讲学厅里的报名点虽然不时有拿着一

些资料前来报名的学生，但人数并不多，这里的一名工作人

员也说感到意外，“确实少了一些”。 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有128.2万人报名，与2006年相比增加7000人,增幅

仅为0.55%；上海、北京等研究生报考集中的地区，都出现了

报考人数的下降。当时媒体惊呼，考研热降温了。 2008年，

考研的降温趋势是否还会继续下去？ 读研收费吓退考生？ “

如果要读研究生，我爸让我自己出钱。”广州某高校的大四

学生周建华没有报名考研。他说，并非家长反对他读研究生

，而是没有了家里的资助，读研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从今年起，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在国内一些高校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 记者从华南理工大学了解到，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后，华南理工普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理工类

总学费2.4万元，文科类总学费2.1万元，艺术类总学费3.6万元

。但同时，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到80%，且

至少能拿到“三等”以上的奖学金。 据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



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的奖学金将实行“动态管理”评定

，每年一评。这意味着该校研究生必须凭成绩高低进行学费

竞争。即从前的公费和自费概念已不存在，原则上每名学生

都需要缴纳学费，但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获得

全额学费以及生活补助。 “读研收费”改革启动后，不少原

本抱着“研究生不读白不读”想法的学生打起了“退堂鼓”

。他们表示，现在考研更需注重读研的目的以及未来的出路

。 周建华还有一个弟弟，去年刚考上大学。一进大学校门，

家长就跟他们“约法三章”：如果毕业后想读研究生，家里

不会资助一分钱！这意味着如果要考研，就要在大学期间自

己想法儿挣钱。然而繁重的功课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出外打工

。据了解，周建华所在的班40人今年有8人报考研究生，约

占20%。 研究生质量下降 读研没收获？ 多读3年书 就业仍没

保证？ 报名人数下降是否意味着大学生理性了 近日，教育部

副部长吴启迪在出席同济大学“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开幕式时透露，未来几年内，我国研究生扩招比例将控制

在5%以内。吴启迪介绍，目前在校研究生数量达到110万，成

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研究生大国。 “我们的导师带了25个

研究生。在我们学校，这很正常。”中山大学理工类硕士生

小高表示。 据了解，中山大学2008年拟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

究生3700人，比2007年多了100人。暨南大学各专业招生人数

整体上升6%，广东商学院近几年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也呈上升

趋势。 随着扩招，导师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学生人数增加带来

的压力，同时，学生能够接受导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变得微乎

其微。 一位在读研究生向记者透露，他们每月能见到导

师2~3次。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只能见到一次‘老板’(导师)



。”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洋洋表示，她的导师现在带着8个研二

学生、18个研一学生，还与另外一名导师联合招了两名学生

，指导任务繁重的导师对学生而言是难得“一”见，不过，

“我们几个同学还比较团结，我们经常联合约导师出来见面

。” 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教育

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课题组去年公布了《中国教育与人力

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报告透露，研究者对全国97所

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导、博导进行了问卷调查

，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

量在下降。 部分高年级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对于研究生教育

质量下降的情况早有耳闻，“听说很多研究生的课程和本科

都是重复的，既然学不到什么东西，何必去浪费时间？” 广

州大学应届毕业生阮傍根并不打算考研，他不否认考研对以

后发展有很大帮助，但研究生连续几年扩招造成的就业前景

不明朗，促使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更为“实际”的就业。 阮傍

根算了一笔账：“现在出去就业，两三年后我可以获得很多

实践经验。如果是去读研，我两年后同样要面临就业的压力

，而现在单位最看重的就是工作经验。”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的数据，2007年广东高校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低于本科生。

而2006年广东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结果显示，研究生的就业

率不仅首次低于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专科

毕业生就业率还低。 “选择考研当然是觉得就业难啦！”广

州大学二年级研究生侯琳对记者说，当时选择考研的主要原

因还是因为本科生就业难。如今当她如愿以偿读研后，她对

当前的就业形势同样不乐观，“研究生毕业后也不能保证一

定找到工作”。对于研究生的竞争力，她颇为担心：“也许



还没有本科生好呢。” 张惠彬虽然报考了研究生，但他表示

，他考研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学位证。他透露，考研的另

一个目的是为了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争取通过“司法考

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

复习。一旦通过司法考试，就业就不用担心了。”他说。 自

称“没耐心、没毅力”的小元放弃了考研。他说：“既然读

了三年研究生后就业仍然没有保证，我肯定不敢去读研究生

啦！”小元打算工作后选择在职读研。 “考研还不是为了就

业？”曾经担任学院团委副书记的陈骏贤不准备考研。他认

为，既然为了就业，那大学毕业后赶快到社会工作也许是更

好的选择。今年，他所在的班40人中有10人选择考研。 中信

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副经理吴伟新对记者说：“我们公司重

视的还是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我

们一视同仁。与研究生相比，本科生的动手能力往往更有优

势。” 广州大学研究生处老师俞健认为，“就业难”是全国

应届毕业生普遍存在的难题，研究生也不例外。但从长远看

，研究生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怎么说研究生都是未来社会

的发展需要。”他介绍，报考广州大学研究生的人中就有部

分是毕业工作后一两年又来考研的。 近日，一些地区研究生

报名人数统计公布后，部分媒体的报道称因为现在的大学生

更加理性，所以导致考研人数下降。某网站进行了“08考研

人数如果下降是否说明考生变得理性了”的调查。参与调查

的3009人中有45.25%的人认为“不是。考生选择考研还是就

业时，仍以外界的标准来指导自己的取向，谈不上理性”

；45.15%的人选择“是。近年来研究生就业不理想，考生人

数减少理所当然”；而选择“不知道”的有9.6%。 “我不否



认从全国看考研人数可能有增速减缓的趋势。但从我们学校

来说，今年我们的研究生报考人数不降反升，增加100多人，

增幅达到10%。”俞健告诉记者。 俞健针对“考研遇冷”表

示：“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理性的因素，比如现在的学生

更为实际了，会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来作抉择。” 俞健建议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考研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自己有没

有继续深造的愿望；其次，所学专业的情况。如果是理论性

较强的专业，那继续深造也许对以后发展有更大的帮助；最

后，经济因素也应该考虑，部分高校开始试行“收费”后，

虽然有健全的奖助学金政策，但还是会给家庭带来一定压力

，所以家里的承受能力也应该是考生考虑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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