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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研倒计时：

研究生的头衔还“值钱”吗？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将于

12

月
23

日至
25

日进行。 近
年来， 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将考研作为
“毕业出路”，招生规模的扩大也让舆论
开始担忧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为什么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 研究生队伍庞大
正在导致“高学历贬值”？

为什么选择考研？

张琦本科毕业于黑龙江省一所普通
高校，英语专业。 她去年毕业后选择了考
研，并如愿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
学习英语。

回忆起考研的原因，张琦说：“英语专
业的就业本来就算不上容易，而且自己所
在的学校也没有优势。不如考研到一所名
校，以后找工作会有更大的优势。 ”

孙艺文是电子科技大学城市管理专
业一名大三的学生，正在为即将举行的研
究生考试做准备，目标是考上浙江大学城
市发展与管理系。

据孙艺文说，她选择考研是因为自己
对学术研究很感兴趣，并想将其作为今后
的职业方向。 她认为，为了更加深入地接
触学术研究，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是一个
很好的选项。

本科毕业生为什么选择考研？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针对考研的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升就业竞争力、通过
考研进入名校、通过考研更换专业、完成
自己的学术理想、 暂时逃避就业压力、寻
找备考过程中的独特体验等均成为受访
者给出的答案。

在五花八门的考研理由背后，是近年
来考研报名人数的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
的数据，

2017

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中，共有

201

万人报名。 这一数字较
上年增加

24

万，增幅超过
13%

，创下历史
新高。

虽然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尚未有权威
统计，但是，从部分省份披露的数据来看，

辽宁、河北、湖南等省份的考研报名人数
均创新高。

对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史静寰对中新网记者分析，考研人数的
不断增长，是迫于就业市场的压力，也是
社会盲目提升劳动力市场学历要求的必
然结果。此外，学生自己的志向、家庭的期
待都会成为考生走上考研考场的原因。

研究生找工作比本科生更容易？

如专家所言， 迫于就业压
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本科学
生都选择了考研。那么，读了研
究生就比会本科生更容易找到
好工作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的王艺璇今年毕业， 她告诉中
新网记者， 如果本科毕业后就
找工作， 虽可选择一些医药卫
生、医疗器械企业的相关岗位，

但若想完成自己当医生的梦
想，“硕士都不够， 至少博士才
有可能”，所以读研是获得一份

满意工作的“必经之路”。

不过，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吕欣烨
告诉中新网记者，“研究生比本
科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的论
断并不科学， 二者主要体现在
就业方向不同。

“研究生在专业学习方面更
深入， 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更扎
实，可以从事对专业素养要求较
高的一些工作。而本科生就业的
方向，则主要侧重于对专业素养
要求相对低一些，但是对组织能

力等其他个人素养也具有一定
要求的行业。 ”吕欣烨说。

据长期在某国企负责招聘
工作的许女士介绍， 同等条件
下研究生会有一些优势， 但研
究生的薪资要求通常会比本科
生高， 所以企业会在某些专业
性不强的岗位上会更倾向于本
科生。

许女士指出，此外，“这和领
导的喜好也有关系，有些领导追
求高学历，有些领导则认为学历
并非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

高学历正在“贬值”？

近五年， 全国研究生招生
人数不断增加。 据教育部数据
显示，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数已达到

58.98

万余人。

而在
2011

年，这个数字还停留
在

49.46

万余人。 与报考人数
成正比的， 正是各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不断增长的招生计划。

随着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
多，关于“高学历贬值”的争议也

开始出现。

对此，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别敦荣告诉中新网记
者， 社会上对研究生“学历贬
值”的忧虑大可不必。因为中国
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依然很快，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依
然巨大，即使高校扩招，研究生
的数量也并不会“过剩”。

别敦荣还举了一个例子：“全

国高校共有在职教师
160

余万，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大约只
占其中

30%

，仅高校本身，对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都十分巨大。 ”

史静寰则建议社会应更多
关注研究生招生的结构性问题：

“专业的划分不够合理，不能准确
反映就业市场的需求， 某些高校
甚至在一些资金师资都投入较低
的专业上不断扩大招生。 ”

理性选择切忌盲目跟风
显然，“考研”已经成为众多

本科生心中的一条不错的“毕业
出路”， 在越来越多的考研大军
中，不能否认，一些考生选择考
研仅仅是出于盲目跟风。

根据上述中青报的调查，

对于“自己或身边的人选择考
研的原因”，

24.9%

的受访者选
择“暂时逃避就业压力”，

19.6%

的受访者选择因身边朋友都在
考而“随大流”。

对此， 有着丰富学生工作

经验的辅导员吕欣烨认为，学
生要对自身各方面有清晰的认
识和定位，把目标放长远，做好
自身的发展规划。

“我有哪些优点？我想要做什
么？我适合做什么？我能否培养出
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并最终持
之以恒达到目标？ ”吕欣烨认为，

学生只有考虑清楚这些问题，才
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同时，吕欣烨还建议，正在
纠结是否考研的学生要清晰认

知当前的就业环境。 “读研了不
一定发展就好， 不读研也不一
定发展就不好， 社会各行各业
具体情况不一样。 学生应审视
自身、研判环境，最终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

别敦荣则认为，很多学生在
本科毕业时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并不清晰，这种现象很正常。 高
校应更多关注学生的人生规划，

并加强指导，使学生确立更加理
性的考研动机。

(

据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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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某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点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