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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 年川渝二本院校考研热潮研究

——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张 薇 李昕妹 胡 娜 林 宇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现如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光凭本科文

凭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考研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条热门出路，考研热潮席卷了各大高校。由于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基

本保持不变，保研人数和二战人数比例逐年上升，使得考研报考人数只增不减，考研竞争日趋激烈。为使考生理性认识和分

析考研前景，同时也为更多有志考研的同学提供一些参考。本文理性的分析了 2017 年—2021 年川渝地区普通二本高校大学生

的考研现状及考研热潮出现的原因，并就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当代大学生考研助力。

【关键词】：考研热；考研现状；考研动机；问题；对策

1 前言

全球化改变着世界格局，导致国际竞争加剧，其核心是

人才竞争。因此，各国从顶层上设计了人才培养方案，激励

每一个公民迸发应有的潜能。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每一个

国人不得懈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方能在国

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新阶段各行各

业的人才需求量更大、层次更高。国家自恢复高考以来经过

几十年持续的人才培养，人才的库存明显增加，国民的素质

显著提高，人才的标准随时代的变化和行业的不同而发生了

改变，学历教育成为最显著标识。入职的学历门槛不断提高，

受教育者自愿或非自愿以“继续深造”方式来应对“学历贬

值”，加上往届生和职场人加入到“考研大军”，“内卷”加剧，

考研热潮高烧不退，加上部分高校的推免生，考研上岸率降

低。二本高校的考研上岸率更不容乐观，一是报考人数急剧

增加，二是因种种原因面试过关率下降。认清形式，坚持奋

进，力争考研过关人数和上岸率双提高。

2 近 5 年考研总体现状

总的说来，近 5 年考研的“内卷”“白热化”态势越来越明

显，这种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从近 10 年的考研情况看，

以 2017年为分界年，从 2010 年到 2016 年，考研报考人数 7

年内从 140.6万增加到 177 万，呈平缓起伏微增状；从 2017

年到 2021年，考研报考人数 5 年内从 201万增加到 377 万，

呈陡增态势，如图 1。考研上岸率降低，难度系数提高。造

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每年应届毕业生

人数增加，相应考研人数增加，如图 2；二是每年录取人数

的增幅远底于报考人数（2021年录取 110.7 万），如图 1；

三是往届生和职场人员加入考研队伍，其比例逐年增加；四

是大部分高校的推免生比例提高（以四川院校为例），如图

3；五是二战人数逐年上升，到 2021 年部分高校考研的二战

占比达到 62%，如图 4；对于二本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而言，

考研难度系数更大。一方面二本高校考研人数占总考研人数

的 70%，“内卷”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是某些无须明说的原因，

二本高校毕业生面试时不占优势，最后，当然不排除某些二

本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生源质量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

一些差距[1]。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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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在四川文理学院进行，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

调查对象以在校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问卷以大学生考研相关

问题为调查重点，设计了 15个选择题，其中基本涵盖了关

于考研的重要问题。我们采取了网络发放问卷的办法，共发

放 610份问卷，收回 549 份问卷，收回率为 90%，其中有效

问卷 505份，有效率为 92%。

性别 年级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研究生在读

人数 158 452 98 30 360 122

比例（%） 26% 74% 16% 5% 59% 20%

3 普通二本高校大学生考研的现实情况

3.1 学硕专硕的选择

近五年来，随着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

有研究数据表明，专硕的报考人数占比明显上涨，川渝两地

甚至出现专硕报考人数占比超过学硕的现象。在本调研小组

进行的 610人参与的考研调查卷中，报考学术型硕士的学生

占 47.54%，报考专业型硕士的学生占 52.46%。从一开始的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占主导地位，到目前专业学位硕士报考人

数赶超学硕，可以看出，专硕已逐渐被人们重视。由于专业

硕士更侧重于实践和技能的培养，专业学位硕士广泛出现于

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国家鼓励支持专硕

扩招，提高了学生实际操作技能来解决就业问题。专硕注重

实践培养，侧重于应用型的学科，对于工作岗位具备实操性，

相比于学硕，专硕更容易被录取且更容易毕业。由于社会各

领域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广泛，专硕的含金量逐步提

高，被更多的用人单位所重视，因此专硕的社会认可度不断

提升。

3.2研校的选择

根据调查报告，在备考方面，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发

展，绝大部分学生都通过网络来了解考研信息。并且绝大部

分学生准备从三年级起开始备考研究生，有小部分学生选择

报考考研培训班。在报考方面，学校的综合实力以及学校的

地理位置是报考学校的主要原因，其中“985、211”国家重点

建设院校和地理位置处于一线城市的院校最受欢迎。依然愿

意选择本科所在院校城市的人数比例很低，大部分考生希望

在进行继续深造时换一个新环境。在考研动机方面，提升竞

争力是大部分学生考研的主要原因，超过五成的学生决定考

研是以未来就业为基础，考研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3.3专业的选择

据统计，工商管理、会计、法律、金融、翻译、医学等

一直都是大多数学生的考研选择，因此也是历年来的热门专

业。尽管填报的是热门专业，很多人还是不会放弃这一选择，

这与其专业的需求多、待遇好、就业形势好相关。考研人在

关注自身因素的同时，也在关注社会因素。在提升自己成功

率的同时，也要满足自身与社会的需求。但根据调查报告，

绝大部分考生在当第一志愿未录取时，会选择调剂，能在学

历上深造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

3.4往届生读研比例逐年增加

据相关考研调查，从 2017 年起，在职研究生考试开始

纳入全国统一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往届生有了更多的选择

空间。并且随着教育通胀等问题，往届生不得不通过参加统

考来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所以，往届生的考研比例逐年

增加。虽然往届生会迫于工作或生活上的压力，复习时间相

对零碎，但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例如，具有更加丰富详

细的资源，以及更加确定的目标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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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考研男女比例

根据研招网的最新统计数据（抽取调查），19 年的考研

报考人数是男生多于女生，男生占比 55.59%，女生占比

44.41%，差距超过 10%。然而 2019 年的招生人数却是女生

高于男生，全国 201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中女生比例超

出 50%，女生招生比例最高的是内蒙古，高达 62.51%(数据

来源于中国研招网）。

女生考上研究生的高比例从侧面反映出考研的女生数

量逐渐增多。更多女生选择考研的原因在于，首先，从就业

市场来说，女生不占优势，因此，女生想通过考研以获得更

多更好的机会；其次，当今时代高学历、高素质、高能力的

人更容易受到别人的青睐和尊重，通过考研深造提升自己的

内在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另外，现代社会女性想要实现经济

独立的愿望更加强烈，考研也是提高经济收入的一种方法，

同时还会改变人脉圈，遇到更加优秀的人。

4 2017—2021 年普通二本高校大学生的考研动机

4.1 客观原因

（1）当前本科就业形势严峻

需求是就业的前提条件，而毕业生增长规模远超出社会

有效需求，使得供需矛盾成为目前困扰大学生就业的最大难

题。再加上近几年高校持续扩招，我国的大学入学率不断提

高，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逐年上升，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

普及化阶段。随着教育通胀、学历贬值，就业门槛越来越高，

本科学历已经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二本学历更是处于

一种尴尬位置。[3]尽管它也是本科学历，但是与 985、211 以

及一本院校的本科毕业生相比，会缺少明显的就业优势。随

着本科生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工作单位的需求却相对稳定，

他们不得不把学历当作招聘时的门槛，导致某些工作单位将

高学历与工作能力直接挂钩；其次，用人单位还以身高、性

别等为由将普通二本高校的毕业生拒之门外。[2]2017 年至

2021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上升趋势迅猛（如图 5）。因此，在

普通二本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部分毕

业生资源闲置，使毕业生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图 5

（2）国家、学校积极鼓励考研

国家建设需要培养高学历人才，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学生考研。2019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硕士研究生的资助规定，其中包括：国家为研究生特设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学金将惠及 4.5 万名在读研究生。2020

年 9 月 22日，在教育部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司副司长蔡长华透露，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扩大，研

究生招生规模从 2016 年的约 80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110

万人左右，高层次人才有效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其次，本科院校的领导和老师积极鼓励学生考研，一方

面可以提高本校考研率，增强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

学生能获得更好的教学资源并提升学历。据了解，一些本科

院校除图书馆外，还会专门为学生设置考研自习室。

（3）本科院校的劣势

一方面，普通二本院校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有限，学生

们能接受到的教育也是有限的，而各事业单位对高学历人才

的需求却只增不减。另一方面，川渝大多数普通二本院校处

于三四线城市，相对应的发展机会和其他机遇也是有限的。

因此，考研的择校和城市的选定给二本学子一个新的机会。

（4）家庭因素

据调查，很多大学生在决定是否考研时容易受到家庭成

员的影响。在如今的知识时代，大多数父母对于硕士研究生

的认同度较高，认为硕士研究生文凭意味着能帮助子女获得

一份待遇更高的工作。其次，子女的高学历也成了父母亲戚

之间互相攀比的因素。除此之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

子女的教育投入成正比，并且在这种高要求环境下的大学生

对自我的要求也会更高。也有部分大学生父母由于自身还未

上过大学，希望通过子女获得更高学历来获得自身的满足，

然后光耀门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选择了考

研。

4.2主观原因

（1）提升学历、继续深造学习的需要

普通本科院校毕业学生所学专业涉及的知识广泛且浅

显，具备深造的条件。一些专业性的专业，如医学、法学、

翻译、教育、工程建筑等，还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学习和大

量实践。并且在“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学习越来

越看重。

读研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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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结识一些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拓宽自己的学识和眼

界。大多数本科生表示考研是为了继续深造学习、增强科研

实践能力，并希望能在学术领域有一番作为，还有部分考研

学生有攻读博士、继续深造的打算。在如今这个劳动力过剩

的就业形势下，拥有一份高学历就意味着比别人多一些竞争

实力和更大的选择空间。许多工作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大

型公司企业招聘都会要求硕士及以上文凭，且更青睐 985 211

名校毕业生。由此可见，考研便成了普通本科生提升学历的

阶梯。

（2）对本科所学专业不感兴趣

有调查显示，当前本科高校的就读学生里，有超过半数

的大学生对就读专业不满意，但因为不想复读再战高考，因

此可以争取选择大学换专业或者考研跨考专业。另外，部分

同学在高考后对专业的选择是迷茫的，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不像有些同学已有坚定的目标。因此，会听取家长

或其他人的建议而选择专业。但经过大学的学习和对社会上

的一些了解，这些同学则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并逐渐开始

规划。因此，考研会给他们再次选择的机会。

（3）名校吸引

很多考生在高考时，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普通本科院

校，但名校较高的学术水平、较好的地理位置仍然吸引着这

一批本科生。而考研意味着学生可以再次择校。就业中很多

企业也会优先考虑 985、211 大学的毕业生，普通本科大学

毕业的学生甚至跨不入企业设置的门槛，这更加剧了学生渴

望名校的心理，而通过考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名

校梦。

（4）从众，跟随大流

从众心理是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调整自己

的认知、判断，从而表现出符合大众认知的行为”。[4]许多实

验表明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受从众心理影响，只有少部分人保

持思维的独立性，不被从众。而这一心理现象常常表现在儿

童、青少年以及部分缺乏主见的成年人。在国家计划生育的

影响下，当代大学生大都为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受父母宠爱，

多数大学生已经习惯由父母安排一切事，自我独立思考问题

能力薄弱。在面对考研这一问题上，他们的选择易受周边朋

友、同学的影响，他们在选择报考学校、专业，到选择复习

时间、资料、辅导班等方面，许多同学都缺乏自己理性的分

析和判断，容易追随大众，做出盲目的选择和决定。

5 对策和建议

5.1把握当下，与时间做朋友

很多大学生处在学校与社会的分岔路口，感到无比的迷

茫和焦虑，在这样的情绪下，便从众地制定考研目标来缓解

焦虑情绪。对此，我们建议在进入大学期间就应该认识到时

间的重要性，把握当下，珍惜时光。在开始耕耘知识的时候，

不要焦虑所得，做好耕耘以后，自然会拥抱所得。例如，大

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寒暑假实习、志愿者等社会实践活动来发

掘自己感兴趣并适合从事的工作。只有在真正了解各种类型

的工作内容以后，才能确定与自己最为匹配的工作。因此，

在被迷茫和焦虑吞噬时，请先勇敢地迈出步伐；在陷入无助

和困难时，请脚踏实地继续往前走。

5.2全面了解考研的动态信息，做好考研成本与收益预算

部分大学生仅仅凭借一时冲动，便决定了考研的学校以

及专业。因此，大学生首先应该意识到考研择校和选择专业

的重要性；其次，要借助互联网全面充分地了解考研信息，

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最后，坚定考研的决心，全力以赴，

专心备考。考研只是一个开始，读研的过程才是主体。因此

我们除了对考研信息的全面了解以外，还需要考虑考研过程

中的成本与收益预算，这样能够更为直观地为个体的选择提

供依据。大多数大学生会考虑到考研前期备考阶段的资料

费、考研报名费等直接成本的问题，但往往忽略了时间成本、

风险成本、心理成本等间接成本的问题。在做好考研成本与

收益的预算以后，才能对考研的整个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

认识。此外，对研究生阶段有哪些课程，需要达到的基本要

求，以及自己研究生阶段所要研究的方向也要有一个基本的

考量。

5.3理性看待考研，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部分大学生为了暂时逃避眼前的

就业压力，便盲目跟风考研。但是这种盲目跟风的行为，不

仅不利于考上研究生，最后还是会直面现实的就业问题。因

此，大学生应该反思自身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切实分

析考研与就业的关系，理性看待考研。此外，在课外时间，

大学生可以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通过线上课程明确

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并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好长短期的目

标管理，树立科学的就业观。

6 总结

本次调查针对 2017—2021 年普通二本高校学生的考研

现状，希望通过调查来挖掘考研“热”潮出现的原因以及问题，

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调查发现，专硕的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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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明显上涨；综合实力较强和地理位置较优越的研校更受

考生欢迎；往届生读研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在专业选择上，

工商管理、会计、法律、金融、翻译、医学较为热门。普通

二本高校大学生的考研动机受当下就业形式严峻、国家积极

鼓励考研、本科学校的劣势、家庭因素等客观原因的影响，

也离不开考生渴望提升学历、对本科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名

校吸引以及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此，我们建议大学生在进入

大学后就应把握时光，耕耘知识；其次，在选择研校、专业

等方面要理性客观，在掌握考研的综合信息后，再结合个人

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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