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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

月起
!

黑龙江一所省属高校

中文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小王
!

陆续参加

了一些招聘会
"

此后
!

原打算今年年初考研

的他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 $

我发现如今用人

单位更看重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

力
!

虽然我们本科生找工作存在一定难度
!

但不少研究生在就业时也遇到了困难
!

所以

单凭一张研究生文凭很难证明自己的实力
%

我决定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

在实践中提

高自己
!

再寻找新的奋斗目标
"&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表明
!

"##$

年全国

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
%%&'

万人
!

比
"##(

年增长
)*

%

而全国共有
!"#

万人报

考
!

比去年的
!"$&"

万减少
$&"

万人
!

研究

生考试报名人数首次出现全国范围大幅下滑

局面
%

据了解
!

不少毕业生有着和小王一样的

想法
%

他们原本将考研作为回避就业
'

增加

学历
(

含金量
&

的有效途径
!

但随着人才市

场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务实
!

他们也改变了心

态
!

能够客观看待并接受就业挑战
%

+,-./0"1$%2

研究生报考出现降温迹象
!

始自
"##(

年
%

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

辽

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唐晓华等分析认为
!

以

下情况均可能是导致考研人数减少的原因
%

一是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

教育部高校

学生司研究生招生处处长陈瑞武说
!

目前我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结构问题开始显现
#

社会

需求量大的专业招生比例有所下降
!

而某些

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的专业招生比例却有所

上升
%

此外还有学术型研究生比例偏高
!

应

用型研究生比例偏低的情况
%

近年来
!

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政策发生

了很大变化
!

录取名额连年增加
'

学制由三

年缩短为两年等
!

带来了研究生录取标准和

培养质量的降低
%

在高校里
!

过去的研究生

教育通常是导师和学生一对一或一对二
!

现

在普遍是一个老师带多名学生
!

有的还兼带

博士生
!

很多学生甚至一个月见不到导师几

次
%

随着研究生人数的增多
!

传统的讨论式

教学难再继续
!

培养方式仍是本科时的老师

讲
'

学生听
!

师生互动越来越少
!

这对学生

实际能力的培养并无太大帮助
%

二是研究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

"##)

年
!

扩招后的首批研究生毕业开始走向市

场
!

两年多来
!

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

大部

分研究生都想留在大城市就业
!

对月薪的要

求也在
+###

元左右
%

然而相对于本科生而

言
!

硕士研究生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
!

想留

校
!

他们学历不够
)

想考公务员
!

竞争也十

分激烈
)

同时
!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实践经验
!

到企业仍然要从头学起
%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

一些重点高校的

热门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形势相对好些
!

但

相当一部分研究生仍对就业感到茫然
%

在

"##(

年各省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

中
!

许多省市首次出现了本科生初次就业率

高于硕士研究生的情况
%

这都使得很多高校

应届毕业生对考研望而却步
%

三是公务员考试趋热
%

随着本科生
'

研

究生就业压力加大
!

不少大学生将目光投向

了公务员考试
%

"##"

年以来
!

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

人数激增
!

"##$

考试人数创历年之最
%

据国

家人事部的数据显示
!

"##$

年全国共有
)%

万人通过审核参加考试
!

人数较去年增加

!"*

%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热衷于参与这项考

试
!

也使得考研的热度有所降低
%

四是考研成本增高
%

从
"##$

年开始
!

全

国很多高校开始实行研究生收费改革
!

改革

后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不再区分公费和自

费
!

而采取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资助

优秀研究生
%

对多数研究生来说
!

这意味着

提高了读研的成本
%

一位本科生说
!

考研的准备费用加上
!

年学费一般在
%

万元左右
!

再加上住宿费
'

生活费等起码要七八万元
!

而将来就业时
!

月收入最多只能比本科时的同学高几百元
!

人家还比你多赚了
+

年钱
!

怎么算都不值
%

再从时间成本看
!

读研究生的
+

年是人

生中的一段黄金时间
!

正该在事业上拼搏
%

尤其对于女大学生
!

年龄的增加更是一个必

须考虑的问题
!

包括工作几年内可能就要结

婚生育
!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

为此
!

很多学生还选择了出国读研
%

据

英国使馆提供的最新数字
!

仅
"##(

年
!

到英

国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就超过了
"

万人
%

在国外
!

通常只需
!

年或
!

年半的时间就能

拿到研究生学位
%

五是社会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

首先
!

学生的价值取向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更

为客观
!

很多人都抱着
(

先找工作再充电
&

的态度
%

其次
!

用人单位观念发生变化
%

用人单

位对人才的选择正在从
(

学历型
&

向
(

能力

型
&

转变
!

不再追求所谓的人才
(

高消费
&%

一些企业的负责人说
!

本科直接考上硕士的

学生
!

没有工作经验
!

而聘用他们要付出比

本科生更高的报酬
!

成本反而增加
%

再次
!

社会的
(

学历崇拜
&

也在逐年降

温
%

学生和家长在对学历的认识上更加理性

务实
!

不再为了
(

学历
&

而学习
!

而是选择

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结合点
!

很多学生从高

中就开始向职业学校分流
!

一些大学毕业后

也选择
(

回炉
&!

从事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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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

主任范龙认为
!

当前的
(

考研热
&

降温是市

场自然调节的结果
!

无须过虑
%

辽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唐晓华表示
!

在

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中
!

高校过于重视理论的

研究和知识的灌输
!

而当前人才市场则要求

更注重对其应用能力的培养
%

要培养更适应

社会需要的高素质
'

高层次的专业应用型人

才
%

同时
!

学生在报考研究生时应综合自身

兴趣
'

能力
'

经济条件和社会需求各方面来

考虑
%

首先要考虑兴趣
!

社会需求也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
%

所以
!

考生在选择社会评价较

高的专业时
!

要了解所选专业的社会评价与

社会需求是否平衡
%

在读上研究生以后
!

应加强研究生职业

生涯规划
!

不仅要注重个人能力的提高
!

也

要多走出校园
!

接触
'

了解社会
!

积累社会

经验和专业知识
!

为将来就业打基础
%

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

主任范龙同时强调
!

高校和相关就业部门应

大力促进研究生实现就业
!

以避免因研究生

就业难引发的知识贬值等负面影响
%

一是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
!

解决研究生

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问题
%

加大对边远地区

和艰苦行业的投入
!

提高毕业研究生的工资

待遇
)

加快劳动人事制度
'

户籍制度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

真正扩大用人单位的

自主权
)

在用人单位内部形成竞争上岗
'

择

优录取的用人机制
!

给就业者平等竞争的机

会
%

二是高校和就业部门应积极为研究生和

用人单位
(

搭桥
&!

使人才资源得到合理有效

的使用
'

配置
!

做到人尽其才
!

才尽其用
!

避免人才配置错位
'

人力资源闲置浪费
%

近日
!

各省教育厅相继公布了
"##(

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
!

结果出乎很多人的

意料
!

许多省市首次出现了本科生初次就业

率高于硕士生的情况
!

这仿佛与一个月前研

究生报考
(

寒冬
&

现象遥相呼应
%

有人戏称
!

研究生就业的
(

熊市
&

来到了
%

研究生就业率缘何低于本科生
*

难道高

层次人才真的过剩了吗
*

透过这一迹象的出

现
!

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当前研究生教育与就

业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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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公布的就业统计显示
!

该

省
"##(

届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的就业率为

($*

!

本科生就业率为
$+*

%

同时
!

山西
'

四川等省都出现了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低于本

科生的情况
%

高学历必然等于高就业率的神

话就这样被打破了
%

与此同时
!

在就业
$

指挥棒
&

指引下的

研究生报考情况也出现了近年来的一个拐点
%

"##(

年
!

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

人
!

比
"##)

年 的 报 考 人 数 下 降

"&%,*

!

这是该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经

历连续
!#

年增长后
!

首次出现下降
%

上海考

研缺考比例达
"#*

!

创造历年之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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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教师王邵力分析
!

现在找

工作可以说是博士
'

硕士和本科生在同台

-.

%

如果把各项影响就业的因素
!

比如年

龄
'

学术专业水平
'

社会经验等主观因素以

及就业人数
'

用人单位需求等客观因素列成

表然后综合评分
!

会发现研究生的分值并不

绝对占优势
%

吉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吕丽华说
!

结构性矛盾也是制约研究生就业的一大障碍
%

从
!'''

年开始
!

我国的就业工作实行市场化

运作
!

然而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建设

并没有及时调整到位
!

人才培养和人才结构

与实际工作和社会需要存在严重脱节
!

使一

些高校毕业生尤其是高学历人才在就业上出

现了一些困难
%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

从现在的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模式上看
!

由于扩招和研究生学制

的改革
,

+

年改
"

年
-!

教学周期缩短
!

导致

一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
!

在专业和学术

能力上的优势与本科生相比已经没有那么明

显了
%

与博士生相比
!

博士生的专业素养更

能适合大学和科研
'

技术岗位
%

此外
!

导致研究生就业率不高还与研究

生本身的期望值偏高有关
%

一些研究生眼睛

只盯着高校
'

研究机构和大公司
!

觉得到大

众化的岗位与自己的付出和期望值不相匹配
%

然而毕竟需要高级岗位的只占少数
!

用人单

位提供的岗位大多是初级岗位
!

很多只要本

科生就可以了
%

因此
!

东北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王占仁说
! (

高不成低不就
&

已经成为影响

许多研究生就业的心理障碍
%

现在对硕士研

究生来说更多的是择业问题
!

而不是就业问

题
%

另外
!

通过就业市场几年的调整和沉淀
!

一些企事业用人单位已经开始正视
(

唯学历

论
&

和
(

人才高消费
&

的现象
%

据统计
!

在

北京
'

上海等就业热点地区
!

非公企业已经

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途径
%

这些企业认

为
!

研究生年龄普遍偏大
!

而可塑性又低于

本科生
!

出于节省人才成本的需求
!

若非必

须则更加偏爱本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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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丹是吉林省一所重点高校历史学专

业的
"##$

届研究生
%

她告诉记者
!

从上大学

开始自己的目标就是读博士然后留在高校当

一名教师
%

但是看见身边的人就业如此艰难
!

就算博士毕业后要留在自己所在的这所重点

大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

所以她决定把考博

士的事情暂且放一放
!

先找个工作把位子占

上
%

即使如此
!

自己找的工作也未必赶得上

那些本科一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同学
%

东北师范大学
"##(

届毕业生王佳说
!

自

己的工作至今悬而未定
! (

当初考研就是为

了找一个好工作
!

可是现在研究生的整体就

业形势确实没有期望的那么好
%

自己现在经

常劝学弟学妹们
!

如果条件差不多就先签个

工作
!

直接考研还不如早点步入职场增加一

些社会经验呢
%&

考研真的冷了么
*

读书真的没有用吗
*

很多毕业生坦言
!

迫于就业压力
!

先找工作

(

占位子
&!

但是以后还是会回来以不同的方

式来读书充电的
%

XYZ[\]^_`a

对于部分省市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低于本

科生的情况
!

吕丽华的看法比较平静
!

她认

为
!

既然是市场化运作
!

就应该相信市场自

动调节的能力
!

并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
%

学校每年的招生听证会也会把就业情况和社

会需求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

使招生人数和

专业设置更加适应市场发展的规律
%

专家们表示
!

人才的需求与学校招生
'

培养都存在一定的周期性
!

要想使专业设置

完全和市场相对应是不可能的
%

比如说对
/0

专业需求
!

"##+

年
'

"##%

年比较多
!

可是

"##,

年以后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

到了
"##(

年需求又有所增加
%

要防止考研和就业过程

中
(

冷热不均
&

的现象
!

就需要考生知道自

己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

适不适合读研
!

而不

是
(

追涨杀跌
&!

盲目跟风读研
%

王占仁则强调
!

今后
!

从研究生的培养

上
!

应实行分流培养的办法
!

比如
!

将来要

考博士的
!

就可以念
+

年
!

着重提高科研能

力
)

硕士毕业后要找工作的
!

则可以选择读

"

年
!

着重培养应用能力
%

(

报考人数的减少
!

只能说明大家对于

学历的崇拜更加趋于理性
&!

王占仁和吕丽华

等高校就业负责人相继表示
!

总体看来
!

研

究生教育的
(

基本面
&

还是良好的
!

经过一

系列的调整
!

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就业

环境一定会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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