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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变化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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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年，我国中断的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连年攀升、大众化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研
究生招生规模也水涨船高，研究生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近些年，作为一项全国统一的选拔性考试，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本文分析了新时代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出现的变化与趋势，并进行了硕士研招及培养教育改革方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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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我国开始研究生统一招生。1978 年，我国

研究生招考全面恢复并逐步规范。2021 年，恰逢我国研
究生招生 70 周年。70 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急速扩
张，招生方式历经多轮变革。2020 年，我国研究生共招
生 110 余万，在籍研究生超过 310 万，毋庸置疑，我国已
是研究生教育大国。如今，招生方式多元，包括全国统一
考试、招生单位自主招生、推荐免试、申请—考核等。 

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在由“大”
向“强”的转变过程中，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出现了一些
新变化、新趋势，分析这些变化，把握这些趋势，对于新
时代研究生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改革创新都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1  报考情况 

1.1  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增势强劲，屡创历史纪录 
“十三五”（2016—2020 年）期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名人数增长了九成多。2016 年，共有 177 万
人报考，2017 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 200 万，2020 年则直
接突破 300 万，达 341 万，五年间翻了近一番。2021 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报考人数更是达到 377 万，增幅
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 

1.1.1  就业压力导致研究生报名人数暴涨 
高校连年扩招，就业成为难题。2020 年，高校应届

毕业生人数是 874 万，2021 年，这个数字净增 35 万，达
到 909 万，突破了 900 万关口，再创历史新高值。当前，
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又叠加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双减”政策落地等因素，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压力之下，考研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毕业选择，一方面
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就业竞争力。 

1.1.2  内卷之下大学生的学历焦虑 
内卷之下，学历出身鄙视链潜滋暗长，名校海归看不

起国内土著，985、211 看不起普本，普本看不起大专。
非“双一流”本科高校毕业生求职都遭遇学历歧视，更何
况本科以下学历的毕业生。虽然身边的大多数是普通本科
及以下学历，但学历焦虑促使身边的大多数选择考研实现
“弯道超车”。不可否认，有些考生考研是为了提升自身
知识水平和学术能力，但更多的考生只是被高学历的耀眼
光环迷住了眼，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学历焦虑和延缓就业
而已。 

1.1.3  部分计划海外读研考生转向国内读研 
如今，海外留学已不新鲜，北美高校更是备受中国学

生青睐。以美国为例，2000—2010 年间，中国学生赴美
读研申请增长迅猛。但自 2012 年起，中国赴美读研申请
量大幅下滑。美国向中国内地发放的 F1 学生签证数量，
在 2020 年 4—9 月这半年间同比下降了近 100%。F1 学生
签证数量的急剧下降，一方面是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对中国学生的“特殊对待”有关。比如
强化对中国学生的背景审查，特别是政府公派的高层次人
才、敏感专业人才以及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学生；比如将
多所中国高校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等等，这一连串“连环招”
和“组合拳”，严重恶化了赴美读研的大环境。出国读研
受阻，与此同时，我国考研政策做了调整，明确了留学生
报考的条件，促使更多计划海外读研考生转向国内考研。 

1.1.4  考研报名增长率与 GDP 增速负相关 
相关数据显示，考研报名人数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紧

密相关。2006—2010 年，即“十一五”期间，我国 GDP
增长迅猛，与此同时，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报名
人数却增势疲软，并在 2007 年增速降到最低值；“十三五”
（2016—2020 年）是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期，与此同
时，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率呈快速
上升趋势。可以看出，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 

1.2  专业学位硕士报考占比上升明显 
近年来，专业学位硕士报考占比上升态势明显，这其

实是我国对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针调整的结果。如今，高等
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在此背景下，重新定位
和调整不同的培养阶段和层次势在必行。不可否认，高层
次研究人员的主体应该由硕士研究生向博士研究生转变。
2020 年 7 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会议
明确了博士生教育和硕士生培养的分工，硕士生侧重培养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即专业硕士。这就意味着，未来会
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减招、停招学科领域的学术学位硕
士研究生，并且增招、扩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3  往届生报考人数占比持续扩大 
从报考生源的构成来看，以往届生身份报考的考生越

来越多，占比增势明显，有的高校甚至超过 60%，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考研热”和考研竞争。 

究其原因，一是求职就业所需，学历就如同一个敲门
砖、一张入场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短时间内判断求职
者能否胜任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学习经历。一般
情况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求职者比拥有本科学历的求职
者具有更大的就业优势。二是职业突破所需，作为职场“过
来人”的往届生对于学历价值的体会应该更深，学历显然
不是唯一的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但职场晋升，学历往往也
是硬指标之一，有则能更进一步，无则要继续等待，通过
读研可以提升就业竞争力，加速职场晋升，获取更高的就
业回报。三是择业换道所需，在职场摸爬滚打数载，渐渐
看清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想重新选择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
业，进而换一种生活方式，考研有时候是不二选择。四是
享受政策福利，硕士毕业，不管是考公考编，还是从医从
教，都有一定的人才政策优势，能享受到城市人才引进待
遇，比如落户、租房购房、子女教育方面等等。 

1.4  女生考研读研占比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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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考研读研占比快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社会发展的进步，给了女性更多参与竞争的机会。其次，
女性自身的一些素质优势，如刻苦勤奋、自控力较强等，
更容易让她们被包括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在内
的各级各类考试选拔出来。再者，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
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英语等初试科目主要靠“死记硬
背”，即记忆性思维，这是更多女性的天赋所在，使得更
多男生被挡在考研复试门外。最后，择业就业过程中的“性
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女生直接
就业的选择空间更小、机会更少，所以女生具有更高的读
研倾向性。2009 年，男性硕士招生数量开始被女性超越，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2  招生情况 

2.1  招生规模持续增长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总量持续攀升。2010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还不足 50 万，但到了 2020 年，这个
数字跃升至惊人的110.66万，年均增幅达 8%。2010—2020
年期间，2020 年的招生规模年均增长率最大，为 36.4%。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毫无悬念地继续保持增长，
超过 60%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即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 2021 年实现了研究生的扩招，其
中有的高校招生增量超过了千人。 

其实，招生规模的扩张受益于硕士学位授权点及学位
授权单位的大幅增加。根据教育部公示的 2020 年学位授
权审核结果，新增的学科包括电子信息、生物与医学、资
源与环境等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目的就是落实研究生改
革举措，优化专业布局，以适应新时代的产业变革，更快
培养更多的国家急需人才。 

2.2  专硕比例逐步提高 
如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和专业，人才需要更加多元，

相较于学术学位，以提高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专业学位
具有独特的优势，成为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成为大势所趋。近些年，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占硕士
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比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发
展都在“进位赶超”。2017 年至今，专业学位硕士的招生
规模都超过了学硕。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
议通过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该方案提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即到 2025
年专硕招生规模占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要达到三分之
二左右。 

2.3  非全日制占比萎缩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规模扩
招幅度惊人，但非全日制研究生却出现占比下降的现象。 

2.3.1  “非全”专业招生完成度差异较大 
非全日制各专业招生计划能否顺利完成，不在于招生

计划数量，而在于报考专业的竞争程度以及专业就业前
景，即专业差异。冷门报考专业，如工学类、农学类专业，

“非全”招生计划完成度较低，缺额是常态。热门报考专
业，比如教育类、管理类专业，“非全”招生计划完成度
则较高，可以满额甚至超额完成。 

2.3.2  “非全”毕业生遭遇就业歧视 
根据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过

程中遭遇就业歧视。相较于非全日制，各类公司以及企事
业单位更认可全日制的培养质量。其实，2017 年开始，
非全日制研究生就已经纳入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统
一下达的招生计划，相同的政策与标准，统一的培养质量
要求，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的学历学位证书。非
全日制研究生仍然遭遇就业歧视，说明相关部门的宣传力
度和政策引导不够，亟需尽快扭转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对
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印象，保障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权
益。 

2.4  推免招生情况 
与非全日制招生一样，推免招生作为招生制度多元化

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2.4.1  高校推免招生完成度不高 
从整体来看，多数高校都未完成推免招生计划。无论

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还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都普遍无法
完成推免计划。在获得推免生青睐、吸引优质推免生方面，
招生单位之间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推免生报考，招生单位
在学费减免、奖助学金、科研启动费等方面不断提高奖励
力度。 

2.4.2  高校推免率差异较大 
根据推免政策，因推荐免试名额有限，不同类别招生

单位推免比例不同，即使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推免率也有明显的校际差异，更何况非“双一
流”高校。一些普通高校仅有 1%左右的推免率，学生的
推免资格还不如考研来得容易。 

2.4.3  推免生招生占比下降 
在近年来研究生大幅扩招的大背景下，由于推免生的

扩张规模远远低于招生总量的扩张规模，导致推免生占总
招生规模的比例并未增长，部分学校甚至呈现下降趋势。
可以说，推免招生对于统考竞争几乎没有影响。另外，高
校接收的推免生中，来自于“双一流”高校的生源占比很
高，而非“双一流”高校的生源数量则非常有限，有的甚
至不足 5%。普通高校学生推免进入“双一流”大学要面
临巨大的竞争，学历出身内卷化现象明显。 

综上所述，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和新趋势。分析这些新变
化，把握这些新趋势，有利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
而强化研究生招生入口关，推动研究生教育更深层次更高
质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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