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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本科生和专升本学生考研意愿差异分析及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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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益复杂且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本科毕业生陆续将目光

投向考研，将考研作为除考编外的首要选择，但本科毕业生考研意

愿因学制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性。本研究对专升本和四年制本科两

类同学分别进行多方面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 二者在考研意愿方

面存在差异：四年制本科同学有确定考研意愿的占比 86.83%，专升

本学生有确定考研意愿仅占比 46.05%；2. 二者选择考研和就业的原

因上存在较大差别：表现在年龄、学习能力方面；3. 更多的心理疏

导和切实的学习辅导是考研学生在考研过程中迫切需要的，学生管

理人员可加大对此方面的关注，助力学生成功考研。本研究希望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及学生管理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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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2022 年职业教育重点工作介绍》

中明确指出了：目前我国专升本学生的比例已达 20%，这意味着

专升本的同学已经在本科生群体中占据了一定比例。自高校本科

教育扩招以来，本科毕业人数直线上升，劳动力市场从某种角度

来说属于供过于求，大量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在本科学历已经

变成了求职的“基本门槛”的情况下，要想获得一个自己心仪的

岗位，考研已成为本科生们比较具有性价比的选择。加上全国各

大高校不断扩招，各地方高校也在不断追求考研率，最终出现了

本科生们考研的比例不断攀升的现象。为了研究四年制本科生和

专升本学生在考研意愿方面存在的差异及成因，对四年制本科生

和专升本的同学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

析。以期为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提供数据参考的同时为不同学制

本科生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实现本科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一、调查方案设计

本次研究重点了解四年制本科生和专升本学生考研的意愿及

差异成因。主要从“是否有考研计划、年龄、理想薪资、考研原因、

不考研原因、高考分数”六个方面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共计 324 人，均属于植物生产类专业，其中

四年制本科生 172 人，专升本学生 152 人，研究对象专业、人数、

性别分布相对均衡。

二、问卷结果及分析

图 1 六大问题调查结果图

（一）是否有考研计划

①专升本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有考研计划的学生占 46.05%；

没有考研计划的同学占 36.18%；

②四年制本科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有考研计划的同学占比

86.83%；没有考研计划的同学占比 8.72%。

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四年制本科生较于专升本学生的考研意

愿更加强烈。

（二）年龄

①专升本问卷调查情况为：22 岁占比 38.16%；23 岁占比

36.18%；24 岁及以上占比 13.16%，年龄主要集中在 22 岁及以上；

②四年制本科问卷调查情况为：20 岁及以下占比 13.37%；21

岁占比 30.23%；22 岁占比 37.79%；23 岁占比 15.12%；24 岁及以

上占比 3.49%，年龄集中在 21 及 22 岁年龄段。

从这一数据来看专升本学生的年龄普遍比四年制本科同学大

1~2 岁。

（三）理想薪资

① 专 升 本 问 卷 调 查 情 况 为：3000~5000 元 占 比 12.5%；

5000~7000 元占比 50%；7000~9000 元占比 18.42%；9000 及以上

占比 14.47%；

②四年制本科问卷调查情况为：3000~5000 元占比 8.14%；

5000 元 ~7000 元 占 比 39.53%；7000~9000 元 占 27.33%；9000 及

以上占比 19.19%。

在薪资要求方面来看，四年制本科同学的理想薪资多数

在 7000 元以上，而同等理想薪资的专升本学生所占比例仅为

32.89%。理想薪资其实也是考研意愿和就业情况的一个潜在体现，

7000 元薪资水平可作为一个分水岭，理想薪资在此之下的基本为

毕业后选择就业，反之则为研究生毕业后就业。

（四）考研原因（可多选）

①专升本问卷调查情况为：提升学历占比 75.26%；就业压力

大选项占比 60.82%；继续深造选项占比 57.73%；逃避就业选项占

比 10.31%；尝试一下选项占比 42.47%；跟风选项占比 10.31%；

家人的意愿占比 8.25%；其他占比 8.25%。

②四年制本科问卷调查情况为：提升学历占比 73.25%；就业

压力大占比 77.07%；继续深造选项占比 52.23%；逃避就业选项占

比 12.10%；尝试一下占比 35.03%；跟风选项占比 9.55%；家人的

意愿占比 4.46%；其他占比 10.19%。

在考研原因的选择上两类学生并无太大区别，但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对考研抱着仅仅尝试一下的态度的专升本同学人数较多，

达到了总人数的 42.47%，这也反映出专升本学生对考研具有一定

的盲目性。

（五）不想考研的原因（可多选）

①专升本问卷调查情况为：考研竞争激烈占比 32.24%；想尽

快就业占比 44.74%；家庭经济负担重占比 34.21%；无从下手准备

占比 23.68%；信心不足占比 32.89%；不感兴趣占比 8.55%；其他

占比 30.26%；

②四年制本科问卷调查情况为：考研竞争激烈占比 25%；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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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就业占比 32.56%；无从下手准备占比 20.35%；信心不足占比

26.16%；不感兴趣占比 3.49%；其他占比 47.67%。

除一些本身不考虑读研的同学，专升本学生有一部分是因为

家庭经济原因放弃考研，学校应进行一些关于研究生补贴的政策

宣讲，尽量不让每一位同学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学习的机会。

（六）高考分数

①专升本问卷调查情况为 200~300 分占比 3.95%；300~400 分

占比 28.29%；400~500 分占比 50%；500~600 分占比 0.66%；

② 四 年 制 本 科 问 卷 调 查 情 况 为 两 200~300 分 占 比 0%；

300~400 分占比 2.91%；400~500 分占比 94.19%；500~600 分占比

0.58%。

高考分数是学生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储备、学习习惯等方面

的侧面体现，很多专升本学生可能因为自己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从

而产生自卑心理，觉得自己起点低，学习能力差，从而想读研最

终却又放弃考研。我们要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不妄自菲薄。客观

上来说很多同学不是因为学习能力差而是因为学习习惯差导致学

习成绩差，这是可以从主观上改正的错误，不应该为此产生畏难

情绪。

三、问卷调查结果差异分析

从调查数据来看，专升本学生年龄普遍比四年制本科生大

1 ～ 2 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会让年龄偏大的

专升本毕业生犹豫是否选择考研，因此专升本学生选择继续攻读

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会比四年制本科生选择读研究生的比例更小一

些。从毕业后的薪资调查结果来看，四年制本科生和专升本学生

在就业后的薪资要求在 5000 ～ 7000 元的占据了大多数，理想薪

资在 7000 元以上的本科生占 46.52%，专升本学生在此选项上占

比 32.89%，相比于四年制本科的同学来说所占比例更低一些，这

能够看出四年制本科的同学对自身的期待相较于专升本的同学来

说要更高，反映出四年本科生对求职自信满满，同时也能看出专

升本学生自信心不足，对于未来职业的薪资要求持有“差不多”

的态度，分析其原因可联系到两类学生的高考分数，根据高考分

数看出专升本的同学对于四年制本科的学生来说分数普遍偏低，

平均低 100 分以上，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专升本学生基础知识储备、

学习效率、学习方法上有时候欠缺，从高考分数低及工作理想薪

资不自信延伸考虑：专升本学生从下决心考研到考研上岸要比四

年制本科生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结果反而不尽人意。此外，四

年制本科生想尽快就业赚钱的同学在不考研人数中占比 54.65%，

而专升本学生则达到了 75%，值得一提的是在专升本不考研的同

学当中有 34.21% 的人存在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不愿考研的情况，

对于专升本的同学来说由于年纪比比四年制本科同学大一些，在

家庭和社会中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尽快就业成了更适合专升本

的同学们的选择。

任何时期高回报往往都伴随着高风险。而考研就是一项高投

入、高收益的“投资”，通过了解考研的投入成本，例如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理性分析各种机会和成本后更

清晰地了解到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在经济成本方面，专升本和四

年制本科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在心理成本及时间成本方面，专升

本学生所面临的风险和考研失败的后果或许都更加严重。考研一

旦失利，不仅意味着一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更重要的是也耽误了

就业的机会。四年制本科同学大多可以选择二战，但专升本学生

由于年龄等因素，要想二战考研所面临来自心理和家庭方面的压

力往往都更大，能够顺利选择二战的同学是少之又少。考研对于

专升本的同学来说不仅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还需要更大的决心。

四、思考

大学生就业是毕业季的事情，但如何择业却不能只在毕业季

进行。学校方面应该开设更多与就业指导相关联的课程，在求职

的道路上为学生保驾护航，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让学生

提前对就业有一个认识；提前对中国就业大环境和用人单位用人

标准有一个了解。现在的就业环境也更加复杂，盲目选择考研或

者仅仅把考研当作找工作的敲门砖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对于不

考研的同学，学校应当尊重学生的想法。切不可因为所谓“考研

率指标”忽略学生感受，大肆鼓励学生考研。针对这类学生，学

校应积极主动落实他们的就业问题。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是科技

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不考

虑实际情况，千军万马争抢考研“独木桥”，显然不可提倡。无

可否认的是现如今为了学历和就业而去考研的人已经占据考研总

数的相当一部分比例，但我们要意识到考研的目的更多的是提升

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简简单单的为了一个文凭学历。针对

个人来说考研首先要符合自身的发展，其次要考虑自己对考研方

向是否有兴趣。

校院、班辅层面的有效关心和帮助能为不同学制的考研本科

生树立考研自信。通过两者差异性分析，我们认为在进行帮扶时

一定要基于两者的差异性给予不同的帮助。相同的方面主要体现

在开展考研讲座、送温暖等常规工作；不同的：（1）所有的动员

工作一定要基于学生实际情况，要培养学生们正确的就业和考研

的思想，不能一味灌输“考研万能”思想，对于划分在不适合考

研类别的学生，应该尽早推荐其他就业方向；（2）四年制本科生

相对来说基础知识储备、专业课掌握、自信心、备考时间等方面

普遍优于专升本学生，在帮扶和关系上，应帮助选择考研的目标

院校专业上，尽量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去到自己心仪的且适合自己

的，而专升本学生的帮扶应该放在鼓励和考上的学生案例分享上，

帮助树立考研自信（3）在对专升本的关心上，可以适当拓展到学

生的家庭环境上，防止学生因不懂不清楚研究生期间的奖助贷相

关政策而放弃考研的情况发生；（4）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专升本学生每天的自习时间相比四年制本科生来说少了很多，自

律性需要加强，建议在同学们自愿参与的情况下设立一 定的监督

制度进行每日学习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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