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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伊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研考季”，或许
考生们已经习惯了往年报名人数只增
不减的趋势，当今年的报名人数公布之
后，多多少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数据
显示，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报名人数为438万人，这是在连续上涨
8年之后，研考报名人数首次出现下
降，相较2023年，报考人数下降了大约
36万人。

这些天，从媒体到大众，都在就研
究生报考人数下降这一话题展开讨
论。有媒体将此称为考研报名人数的
“拐点”，认为这是面对这项重要考试的
理性回归；有人认为这与人口出生率呈
正相关关系；也有声音表示随着留学市
场全面复苏，本届应届生可选择的途径
相对更多，对考研的需求有所分流；至
于在就业与读研之间二选一，学生们能
做出冷静的思考，最终做出符合自身需
求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拥有研究生学历在
就业市场上的确更具有优势，研究生学
历仍然是值得付出的教育投资。

考研人：不以物喜 理性看待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逸夫楼的一间
教室里，学生张诚正在努力备考，迎接
即将开始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对
于今年报名人数相较2023年下降了约
36万人的状况，作为一名考生，张诚并
不关心，甚至无感。“36万人相比 438
万人的考研大军来说不算太多，没必
要大惊小怪。若想考上理想的学校，
仍然很难。”一种淡定的神情写在了他
的脸上。

从2015年开始，全国研考报名人数
不断增长，165万人、177万人、201万人、
238万人、290万人……直至2022年突破
400万人，2023年更是达到477万人。虽
说今年的报名人数减少了，但依然在
400万人以上的高位运行。

根据一些高校对外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全国共有15817人正式确认
报考南开大学，较 2023年的 17263人
略有下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的
报考人数为13696人，同比去年减少了
1468人，这是北航连续两年报考人数
在减少；华南师范大学2024年考研报
名人数为29195人，同比去年也减少了
4869人。

对于报考人数下降一事，有人认
为这是人口出生数量在下降。2024年
考生中，以2001年出生的学生为主，当
年全国出生人数约为1700万人，比被
称为“千禧年”的 2000年少出生了约
70万人。

在张诚看来，考研这件事并不神秘，
也无需过度分析其中人数的多与少。“就
拿我们班的同学来说，奔着考研去的总
是这几位，从上大一开始就基本锁定了，
很少有人徘徊。”张诚说，“还有的同学自
大学入学的那天起，目标就很明确，留学
或者就业。”从考生的眼中，这只是数字
的变动，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至少
今年不会。
“真正与我竞争的强劲对手并没

有放弃考试，况且比我优秀的考生大
有人在。因此，报名人数的多与少，看
看就好了，没必要太在意。”张诚冷静
地表示。

大四这一年，张诚并没有参与到求
职就业的队伍之中，他一门心思地奔着
研究生考试而去。“本科毕业、学士学位，
再加上外语优势，凭这样的‘敲门砖’去
就业应该没太大的问题，但距离自己期
待的工作肯定有相当大的差距。”张诚如
此认为。的确如他所说，很多企业在招
聘员工时会明确“大学本科”是求职的最
低门槛，但遇到研究生学历的求职者，他
们的登记表会被单独拿出来，这正是所
谓的“优先考虑”，而这份“优先权”往往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诚说：“研考是一
次重要的考试，也是给自己更进一步发
展的机会。”

考公人：审时度势 转换赛道

研考报名人数下降的同时，公考报
名人数却在上升，呈现出此起彼伏之
势。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
2024年国考最终过审人数达303.3万
人，相比去年的259.77万人，上涨了43
万多人。2024年国考报考人数再度刷
新历史峰值，无论是招录人数还是报名
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由此也引发讨
论：研考减少的那36万人，是不是都去
参加公考了？

闫婧是在津读书的四川姑娘，她在
研考和公考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她告
诉记者：“研考的时间是2023年12月23
日至25日，四川省公考的笔试时间是
2024年1月7日，前后只相差了十多天，
往返两地、两者兼顾，我担心最终会两败
俱伤。”虽然初报名时，闫婧都提交了材
料，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成都参加公务
员招录考试。
“面对考公，我得珍惜‘应届毕业

生’这个身份，不管是省考还是国考，
或者是事业单位考试，很多地方都在
加大向应届生的倾斜力度。”闫婧分析
说，“一旦错过这次机会，就要确保自
己读上研究生了，几年后才会再有应
届生的身份，那会儿‘上岸’的难度可
能更大了。”

闫婧是在2001年出生，2020年9月
入读大学，当时新冠疫情已经开始在全
球肆虐了。“其实，从高考时就要面对新

冠疫情的干扰，四年本科时间三年都在
特殊的环境下学习，上网课也是我本科
阶段最难忘的经历之一。”闫婧说，“对
于知识的接收，网课的效果的确不如面
授课程，我知道自己的‘天花板’在哪
里，这也是我面对考研打‘退堂鼓’的根
本原因。”

面对放弃今年的研究生考试，身边
的朋友也在询问闫婧：是否是艰难地做
出了这样的决定？是否为此而后悔？
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称“云端狠人”的
“00后”恐怕没有外人想象得那般优柔
寡断。
“并不艰难，更谈不上后悔。我只

是避开了一条风险较高的道路，专心
致志地准备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
路。”闫婧说。在她看来，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够考上研究生，她便是其中之
一。对于专业适合、有必要深造的同
学而言，考研是唯一的方向；而也有
同学考研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求职。
长辈们总在说“骑驴找马”，这些年轻
人却说，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他们瞻
前顾后。

留学人：避开“内卷”寻求机会

有人更换了“赛道”再出发，有人试
图避开“内卷”，寻求到国外高校继续深
造的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本科生晓雅目
前正在英国读书，同样面对回国考
研、就业以及继续留学深造的多个选
项。近期她正在申请新加坡一所大
学的研究生入学资格，晓雅在视频连
线中表示：“我不打算回国‘内卷’了，
现在有机会申请到国外高校，就先努
力试一试。”

今年的研考报名人数下降，有分
析认为：目前留学市场全面复苏，晓雅
对此深有体会。作为中外合作办学院
校的学生，她四年的本科课程中两年
在国内读，两年在英国读。“我是2022
年9月到英国利物浦的，那会儿国际航
班的数量少得可怜，全球的防疫要求
很高。”晓雅说，“那会儿我们对疫情的
不确定性很担心，但好在如今已经基

本恢复了。”
正读大四的她同样需要面对读研

的思考，“我是学传媒学的，之前利用
假期在新闻机构实习过。此次在申请
高校时，之前带我实习的老师为我写
了推荐信。”晓雅说，“目前语言是过硬
的，成绩也符合申请条件，于是我想试
一试。”

在与这些“00后”同学的交谈中，能
够明显感受到他们个性的存在。相比于
他们的学长，如今的“00后”显得更加务
实了。

首先他们面对自身的价值，自我
评价更加客观。求学还是就业，承担
风险还是追求稳定，自己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更能
够精准地找到合适的答案。其次，他
们对于职场持更加理性和成熟的态
度，换句话说，他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再有，“新千年”之后出生的新生
代们，虽然年纪轻轻就开始在“云端狂
欢”，但他们也借助互联网早早地计划
着自己该如何走向社会。

就业市场：学历仍是“硬通货”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3）正式发
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22年有
六地的研究生人口占比超过1%，分别
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陕
西。以天津为例，是高学历人才集中
地，2022年有17.34%的人为大学本科学
历，2.11%的人为研究生学历，而在2015
年，天津研究生人口占比还是1.2%。高
学历人才向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
中的情况非常明显，拥有研究生学历的
人数在快速上升，从上升的速度来看，
高于本科生。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召开的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的数据显示，
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达1179万人，同比增加21万人。
“现在一些知名企业对应聘者学历

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感觉不是硕士，不
是985或211大学毕业，基本没戏。”今
年面对就业压力的大学生小曾跟记者
发出感慨。

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小曾，最初
想尝试互联网头部“大厂”，但往往简历
投过去便石沉大海，再无音讯。于是他
考虑转战二线“大厂”，但依然面临碰壁
的局面，虽然不断降低要求，但依然没有
遇到合适的机会。
“那天参加一场招聘会，一家我中意

的企业光简历就收到手软。”小曾说，负
责接简历的人对他说：“双一流大学、研
究生毕业都很重要，比这些更重要的是
在研究生期间参与过哪些项目研发。如
果这些条件都无法达到，估计很难通过
第一轮简历筛选。”

近期，各高校秋季校招也进入收尾
阶段，从中可以观察到，对于研究生的校
招岗位更加专业，而面向本科生的校招
则是基础性岗位、通用性职位。由此可
见，研究生教育仍然是“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主要来源。

对于“00后”来说，的确可选择的道
路多了，而具体哪条路更适合自己，最终
还得自己去把握。

但从整体就业形势看，学历依然是
“硬通货”，这一点从没有改变过。

（本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国内研考报名人数在经历了8年连续上涨之后，今年首次迎来了下降

面对考研“00后”更趋理性

南开大学考点考生等待入场。 本报记者 张立摄（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