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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万人报名考研
就业“ 避风港”是否安全？

———2016年研究生招生考试透出的新信号
12

月
26

日，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拉开帷幕。教育部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本次考试报考人数达

177

万，比
2015

年
增长

7％

。这是继
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年
下降后，考研人数首次出现的明显反弹。

报名人数止跌反弹
录取分数持续走低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6

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部分省市的研究生报
名人数甚至出现两位数增长，其中，辽宁和江苏
分别增长

11.7％

和
11.12％

， 北京和河北的报名
人数增长也分别达到

6.8％

和
8.4％

。

而在
2014

年， 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从
176

万
下降至

172

万，到
2015

年再减少至
164.9

万人。

专家认为，考研的“火爆”之势归结于当前经
济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高校毕业生
人数屡创新高，年年遭遇最难就业季，薪酬待遇
和自己期待的差距过大，都促使考研队伍不断壮
大。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

然而，报名人数大幅增长并不意味着竞争变
得更加激烈。统计显示，近年，超过七成学科的录
取分数线持续走低。

2011

年至
2015

年，学术型硕士各学科门类
中，经济学、管理学、医学、法学等学科的录取分
数线总分，均处于持续降低的趋势。除了总分外，

每个学科门类的单科录取分数线也在不断下滑。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学术
型学位类）》可以看到，大约

70％

的学科门类单
科分数线仅为

30

多分（满分为
100

）。

“推免生”成了“香饽饽” 名校更看重实际水平
随着

2014

年全面放开“推免
生”限制，保送生、推免生成为名
校追逐的对象。记者从《

2016

年全
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中
看到， 以

2016

年复旦大学为例，

2016

年拟录取推荐免试毕业生达
1518

人，占到总招生规模的
41％

，

2015

年与
2014

年分别占比
37.37％

和
32.22％

。

有专家表示，这是因为推免生
“整体底子好，能力强”，从一个侧

面也反映了学校对以分数为核心
的现有录取制度的不满意。清华大
学一位在读研究生告诉记者，“推
免生”都是“根红苗正”。 很多人本
科就在本校学习，老师对他们知根
知底，从学习基础、学习方法和校
园文化等各方面，都能最快适应研
究生学习。已经保送至西安交通大
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周资贵说：

“今年我们法学院接收校内外推免
生

30

人， 而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

进来的只有
6

个人。 ”

“推免生目前采取成绩加综合
表现的衡量机制，并且在各校信息
公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看是比较
可信的，生源质量也是可控的。 ”陈
志文表示，一方面，“推免生”制度加
剧了研究生招生的马太效应，加剧
了重点院校和一些地方院校在招
生质量上的“分水岭”；另一方面，

“分数”加“素质”的选拔模式也进一
步加速了我国的研究生制度改革。

就业形势严峻考研基于现实
统计表明，

2015

年城镇新成
长劳动力大约有

1500

万人，其中
高校毕业生

749

万。 “史上最难就
业季”的延续，已经成为高校毕业
生无从回避的挑战。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调查平台
收集数据统计显示， 在

37665

人
的调查群体中， 有

43％

的考研群
体因“增加就业竞争力、提升毕业
后薪水”而选择考研，暂时不想就
业、 逃避步入社会而选择考研的
人群占

13％

。

但是， 这些学生用学费、时
间、精力换来的一纸文凭，真的能
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报酬和
职位吗？

“本科毕业时赶上金融危机，

找到的工作都不理想， 最高薪酬
也就

3500

元左右。 后来我辞职在
家备考了半年多，考到北京读研，

但现在工作仍很难找。 ”即将从中
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小昕认为，名
校的学历与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
完全画等号，而且，在北京面临的

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将考研当成逃避就业的避风
港是不现实的。 ”陈志文说，“比起
学历，用人单位更加看重的，是

3

年踏踏实实的工作经历和实际工
作能力。 ”

有专家指出，从目前硕士研究
生报考专业的分布情况看，前十大
报考热门专业中社科类占据较大
比重，仅管理学和经济学就占据约
70％

。这也表明了很多人以考研为
“跳板”的真实想法。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