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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B_9B_E7_A0_94_E7_c73_545356.htm 国务院学位办处长任

增林日前透露，教育部将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招生计划5

万个，主要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原本只有具备数年工

作经验才能报考的MBA、MPA等专业硕士学位，今年将首次

向应届本科生敞开大门。 在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下，教育

部此举，延缓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用意很明显，甚至可以说用

心良苦。同时，随着本科生人数的增长，硕士、博士研究生

总数“水涨船高”，也有相当的合理性。 但仍要看到，我国

大学毕业生总数在人口结构中占比不高的背景下，大学生就

业难的主因，应不在大学生一边，而在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

岗位。单单在“大学生”身上着力，可能会事倍功半。这方

面，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前车之鉴。当年大学生乃至

硕士生的扩招，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扩大内需和延缓就业矛

盾。但如果一味采取这种办法，只会拖延矛盾而不是解决矛

盾，并且矛盾会越积越多越积越深。 退一步说，即使研究生

扩招真对缓解现时的就业矛盾有效，五六万新增硕士生招生

名额，相对于700万大学毕业生，也是杯水车薪。何况一个没

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应届毕业生，直接读完MBA以后出来工作

，不见得会比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做得好。MBA

这类专业学位教育，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就进校学习意义不大

，对个人或是空耗青春与钱财；对学位，则是使硕士文凭含

金量进一步下降。过去10年间我国研究生规模急剧膨胀，增

长超过7倍，在校生从1998年17万人，剧增到2008年的128万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的数量更是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

影随形的则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迅速下降，2006年7月教育部

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就显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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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根据最基本的投入产出法则，大学

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势必要求在未来

有更高、更好的“产出”。尤其是读MBA的费用少则几万元

，多则十几万元，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都非常

高昂，两三年后的就业形势如果仍然严峻，社会将如何接招

？ 大学生就业难，直接受累于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根子则在

于我国服务业发展太缓慢，单靠教育方面的努力恐难收奇效

。200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在40%左右，发

达国家如美国为80%，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达到50%。打

破垄断、降低门槛，全力促进金融、医疗、教育、电信、电

力、城市公共服务、能源、铁路、民航、电力等领域的开放

，从而使就业空间获得拓展和释放，方可破除大学毕业生就

业的“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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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