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大学生“考研热”现状

“考研热”现象是当前国家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话题。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逐渐增大，报考

研究生的人数逐年递增。单看近 4 年整体情况，研究

生平均录取率为 28.9%。2021 年报名考研的 377 万人

中，有 100 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为 26.5%。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企业

越来越重视文凭，如今的本科学历已经成了很多行业

入职的最低门槛。因此，考研成了许多大学生正在或

将要面临的选择。

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2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约为 457 万，考研人数连续 7 年

上涨，较上年增长约 80 万，增长率为 21%。这是近 5

年连续在高位上超过 2 位数的高增长。

二、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一 ) 研究假设

假设大学生的考研决策行为与国家需求、经济发

展、政府政策、个人需求、从众心理、就业压力等方

面相关。以大学生考研动机为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从

国家和社会层面、大学生个体层面探讨考研决策的具

体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的考研观、就业观的形成

因素。

( 二 ) 数据来源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问卷星”的方式向大学生发放

问卷。共发放 203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51 份，有效

率为 74.88%。样本中女生人数为 153 名，占 75.37%；

男生人数为 50 名，占 26.63%。大一至大四学生所占

比重分别为 11.82%、50.25%、29.56%、8.37%。受调

查学生的性别比例和年级分布略有偏差，但没有极端

偏差，符合调查要求。

( 三 ) 问卷调查的设计结构

对样本特征（性别、年级、专业类别、学校批

次、家庭月平均收入）和与考研决策相关的“考研意

愿 / 动机”“考研决策的影响因素”“考研成本—收益

分析”“相关建议”四个维度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

大学生考研决策分析与就业观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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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否考研是大学生在职业起

跑线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研的原因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及

个人层面都有所体现。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大学生考研动机与政策福

利、就业压力、个人深造需求、盲

目从众等因素相关。基于此，文章

对大学生考研决策与就业观进行分

析，以期能通过此次研究，合理引

导大学生考研及就业。

关键词：大学生；考研；就业

三、 大学生考研决策分析

( 一 ) 考研意愿

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有 40.39% 的受访

大学生确定考研，有 25.12% 的受访大学生不打算考研，

还有 34.48% 的受访大学生不确定是否考研。总体而

言，大学生考研意愿较高。

( 二 ) 考研决策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的考研决策是多方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可以从大学生个体层面、国家和社会层面来探

讨考研决策的具体影响因素。

（1）个体层面。有 50% 的学生基于个人深造需求，

如想要深入地学习专业知识和热爱学术研究而考研。

当今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研究生时

期可以深层次地培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从而获得核心竞争优势。要想继续追求学术，走学术

研究的道路，考研是必经之路。有 67.77% 的学生基于

考研从众心理，如会受到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影响而

考研。他们往往没有制订完整的备考计划，缺乏自身

核心驱动力。考研是一件极其需要毅力的事情，若只

是盲目从众，没有明确的目标院校，很有可能会半途

而废或以失败告终。有 42.11% 的学生基于暂时躲避就

业压力而考研。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就业难度指数增

加，“慢就业”和“不就业”的现象突出。随着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逐年递增，部分大学生暂时放弃就

业而选择考研来躲避就业压力。

（2）国家和社会层面。有 61.76% 的学生在经济

增速放缓背景下因就业压力增大而考研。在新的经济

状况和就业形势下，劳动力的供给严重超过了岗位需

求，部分本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在此背

景下，显然学历越高的人竞争优势越明显。有 30.48%

的学生基于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增长而考研。近年来，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趋势，这为

大学生的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也意味着

企业对高新技术人才的要求更高。因此，有些人选择

跨专业考研，使自己成为具有强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

( 三 ) 考研成本—收益分析

考研既有潜在收益，也需要付出成本。不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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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考研背后折射出各种严峻的压力，如学业压力、就

业压力等。在考研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克服学业压力等，

还要权衡个人兴趣与考研专业的问题。

（1）成本分析。有 17.76% 的学生认为学业与考

研备考会产生冲突。例如，学校的课程太多，考研复

习时间相对会被压缩。考研时间不够，效率不够，焦

虑情绪就会影响课程学习的进度。有 23.03% 的学生认

为为了考研而不得不放弃工作的机会。准备考研的学

生需要有效的长时间复习，因此部分学生都选择在考

研后再去找工作。同时因考研人数不断上涨，选择继

续考研的同时，面临考研失败的可能性会增大，也会

错过一些企业的招聘。

（2） 收 益 分 析。 有 64.47% 的 学 生 认 为 考 研 可

以在就业时有更好的工资福利待遇。研究生在考公务

员、就业薪酬、补贴等方面都会优于本科生。研究生

学历还可以享受很多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在生

活补贴、住房补贴、落户等方面都会有更好的待遇。

有 50% 的学生认为考研可以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

素质，培养工作技能。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能够

进一步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知，具备较强的专业学习

能力和科研能力，在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上更具有

优势。

四、 培育大学生理性就业观的建议

( 一 ) 个人层面

（1）理智看待考研，更多地考虑和思索考研本身

的价值。部分大学生考研是为了躲避就业压力、提高

社会待遇、政府对高层次人才的有利政策，甚至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等。这种盲目的选择，很有可能

带来无法预料的情况。因此大学生在思索是否考研时，

一定要理智选择，量力而行。

（2）明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考研是实现理

想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它是否对未来的发展有帮

助是因人而异的。大学生应该明确未来的职业目标是

什么，以及读完研是否就能从事自己感兴趣或者满意

的工作。当前大学生求职时应当面对现实，根据市场

需求更新观念，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 二 ) 学校层面

（1）开设就业课程，大力宣传“能力大于学历”

的人才观念。学校应该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指导与培训

的课程，引导学生提升就业技能，如简历制作、面试

技巧等。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

系，为毕业生提供各种咨询服务。此外，要大力宣

传“能力大于学历”的人才观念，鼓励学生努力提升

专业技能，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

（2）调整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模式。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

新创业意识在这个时代中尤为重要。高校应该积极开

设创新创业课程，帮助学生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引导

大学生正确认识创新创业风险，将人才培养与市场的

实际需求相匹配，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应用型人才，实

现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与产业、职业、岗位的深度匹

配与衔接。

( 三 ) 国家或社会层面
（1）各级组织应当制定积极的人才引入机制。地

方政府应该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就业，投入

乡村振兴建设工作；制定积极的人才引入和回流机制，

广泛吸引创新人才，积极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着

眼拓展人才成长空间，健全工作责任制，通过定向分配、

地方专项等方式吸引大学生建设家乡。

（2）营造良好的招聘环境，减少就业歧视。部分

用人单位存在重学历、轻实践的情况。此外，个别企

业用人单位有生源地域歧视，希望招聘的大学生有一

定的人际关系网，选用人才时优先考虑拥有本地关系

网的人才。社会用人单位应该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营

造良好的招聘环境，秉承理性、透明、公开的原则招

聘专业人才。[ 作者单位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基金项目：2022 年上海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S20221104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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