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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松江大学城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样本检验的方法探究大学生专业性

质对大学生自主升学意愿的影响。通过对不同专业的考研意向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多半学生基于市场压

力而选择考研，专业类型的影响效果甚微。本文对大学生考研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当代大学生盲

目考研现状做出解释以及为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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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students in Songjiang University Town, Shanghai, 
and uses multi-sample testing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independently. By comparing the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majors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students choose to take the post-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market pressure, and the impact of major types has little 
effect.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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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lind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
nation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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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进入大学后教育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学生升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

要了。既有文献大多关注升学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考研热潮的分析，对于学生自主升学的意愿缺乏必要

的关注。在早期的文献中，张业清(1994)、彩云(1995)等学者对考研热现象以及考研趋势做出了分析，得

出了大学生考研热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受到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

多个因素的影响[1]。这对于早期的大学生升学研究有着突出贡献，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朱宁波等

人在调查研究后发现，学生的教育背景、考取院校实力与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都会对其考研心理产生影

响[2]。外界客观因素都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学生考取研究生的想法，学生本身的自我考研意愿缺乏必要的

研究[3]。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数据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当前国际学者对于学生自愿升学缺乏重要的共

识。 
进入 21 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众多大学生选择深造升学来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

力。那么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升学真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于当前经济时代，某些专业升学深造

真的有必要吗？ 
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建立以来，考研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最近几年，考研人数更是呈现指数型

增长。这一变化，导致多数大学生盲目追求高学历，对于学生考研心理的影响不容忽视。那么在众多推

动考研因素的背后，专业性质对于考研的影响是什么呢？在 2020年各个专业性质的在校硕士研究生数(见
图 1)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专业性质对于学生的考研意愿及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据此认为，在社会

转型和高等教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探究专业性质对于学生自主升学意愿对与学生本身具有重要的影

响，同时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本文主要讨论专业性质对于学生自主考研意愿的影响，因此这就需要排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微

观层面的家庭因素及自身表现的影响等。基于当前宏观社会背景，社会时代的进步对于专业性质的要求

变高，相关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会对学生自身的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当前

社会时代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的重点就是在考察专业性质的影响，以专业性质作为切入点

弥补了当前研究视角的空缺，更能反映学生在当前大环境的影响下做出的改变，政府和社会能够基于大

学生的视角做出政策和风向引导措施，从而具有潜在的政策含义。所以，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探讨是研

究当前教育竞争以及教育不平等合适且重要的切入点。 
本文将利用本文将利用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大学城的调查数据讨论大学生的考研意向，刻画大学生考

研的意向的特点和不同专业的柱状图，单纯考虑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专业性质对于考研的要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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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学生考研意向。本文对于当前学者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有补充说明的作用，以期更加完整地理解和

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为当前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注：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年教育统计数据。 

Figure 1. Number of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Chi-
na in 2020 
图 1. 2020 年全国分学科在校硕士研究生数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2.1. 兴趣，还是竞争力 

李冰仙从就业难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考研火爆现象，在基于自己的职业地位来获得一个目标的理性

选择，很多大学生主要是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比较感兴趣，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多，以及想继续深造下

去，这种内在的需求才是其考研的最主要动力[4]。向俊丞提出在目前的就业压力下，由于越来越多的企

业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只接受“211”类和“985”类的高校就业生，双非院校成为考研主力[5]。因此对于

双非院校学生，专业要求及兴趣反而不是考研升学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升学历来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反而占据主导。那么，提升学历真的会使自己竞争力及待遇升高吗？然而，在研究中发现，42.04%的企

业认为，“不能只看学历，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4.8%的企业认为，“本科生更好，经过系统培训，

潜力和发展空间更大”；43.38%的企业认为，“除了一些特定技术岗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素质差别

不大”；只有 9.7%的企业认为“学历很重要”[6]。 
在看似企业对待本科生入职还算公平的情况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考研呢？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面对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部分中小微企业招聘规模缩减、招聘形式转变、就业周

期延长等情况，今年的就业季显得更加具有挑战性[7]。因此，更多的大学生陷入“内卷化”过程中，认

为只有提高学历才能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且“内卷化”具有传染性，则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有着就业

焦虑，进而选择“逃避式”考研[8]。 
有研究表明，一部分学生确实是因为钟爱学术研究而选择升学深造，一部分学生只是为就业镀金。

“先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再考研。”很多即将面临毕业的大四学生说[9]。考研折射出的投机心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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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是多数学生并不是基于专业性质的要求和对专业的兴趣，而是为保持在知识经济市场中的优势。 

2.2. 考研，还是工作 

多数盲目考研学生实则是充斥着考研还是工作的内心纠结。对于这个问题，史红就提到，如果暂时

的工作不理想，同时抱有深造的心，就可以考虑考研，同时也提出了专业性质的重要性。梅尔等早期研

究发现专业性质对大学生选择升学也会有显著的影响[10]；大学生逃避就业压力成为大学生考研的主要动

机[11]；现在的“文凭社会”使得大学生盲目追求高文凭，而非自身对专业兴趣[12]。 
那么如何在工作和继续深造之间进行选择呢？宋茜茜就指出了如果俯下身子做实际工作的话，考研

不比本科有优势[13]。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本科生进入工作领域，也会有自己进步、获益的空间和潜力。

所以，本科生不必盲目追求研究生学历，不妨扪心自问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爱好在哪里；对学历的追求是

出自于内心还是外在竞争压力；考取研究生是否契合自身目标还是只是短期的功利目标；自己的学术态

度能否支撑自己完成学业任务；自身定位是否准确[14]。因此，学生如能清醒地认识自我，在工作领域同

样也能展现自己的风采，收获自己的胜利果实。 
综上所述，学生应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是真正的兴趣爱好还是现实就业压力所迫，在考研和工作

之间进行选择。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特色化大学的不断增加，学校本身会为学生提升专业技

能，市场竞争力也会提高[15]。 

3. 数据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大学城包含七所高校(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学生的问卷调查。

该调查的研究对象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274 份，共收集到 7 种不同学科分类的问

卷，专业涉及“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军

事学”。“军事学”专业问卷最后收集 5 份，样本数量不足进行归纳分析，所以我们将这部分问卷去除。

考虑到前后逻辑问题，遵循乱序原则排除前后观点不当的回收问卷后得到问卷 260 份。性别比为女生占

50%，男生占 50%。本次调研之所以选择在十月份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年级学生在经过半年的学习生活后，

对自己的专业认知及自己的入学目的有了较清晰的认知，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方向，不至于盲无

目的的回答问卷，便于分析发展路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医学学生大多数在校生为五年制，即五年级为毕业班，为便于研究以及对调查对象

的咨询，医学生在四年级时主要为校外实习，没有专业课的学习，为专业实践环节，因此我们将四年级、

五年级医学学生统一归为大四学生。此外，为探寻专业性质对学生自主考研意愿的影响，我们将具体问

题设置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基于您对专业的兴趣和爱好，您还会选择考研吗？”，将此问题看作

为学生基于专业爱好的自主考研意愿。 

就业压力成为考研主要动机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本科在读学生，有考研意向和没有考研意向的学生。接下来我们对调研数据进

行分析。 
总体分析而言，有考研意向的学生占有 199 人，占有总人数的 76%。在众多具有考研意向的学生中，

就业压力成为学生考研的主要动机。同时，根据以往文献及现实情况，考取专业型研究生更容易实现其

考研动机[16]。对于专业不满的学生，我们对其进一步的调查所知，他们进而会选择跨专业考研，专业不

满的因素包含自身专业成绩不佳、本专业就业压力大、对本专业无兴趣以及对所跨考专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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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portion of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表 1. 学生考研动机占比 

考研动机 学术深造 就业压力 父母期望 从众心理 专业不满 总和 

人数/人 38 58 31 31 41 199 

占比/% 19 29 16 16 21 76 
 

如前所述，表 1 可以看出就业压力成为当代本科生考研的主要动机，这与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

众教育有抹不开的关系。尽管众多企业认为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教育背景下的

大学生数量激增，企业也会从中择优选择，因此双非高校学生则会来提升学历来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面前，对于专业的爱好及学术深造的期望反而不是众多考研学子的主导因素。特别是

基于“父母期望”和“从众心理”而选择考研的学生，并不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对其进一步调查，结果

显示，这部分学生对考研抱着无所谓的想法，“成功者”进一步深造，“失败者”步入社会。更重要的

是，这部分学生对于工作的要求不高，许多人是签订工作合同或三方的同时准备考研。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motivation in different grades 
表 2. 不同年级考研动机比较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人数/人 44 65 54 97 

考研率/% 77 71 69 84 

考研主导因素 从众心理 父母期望 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 

学术深造因素占比/% 23 22 16 16 
 

通过表 2 我们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考研的主导动机是不一样的。一年级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尚不够

完全，加之亲朋好友的劝导，滋生的考研想法多数是盲目从众的心理；二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时间，

对专业尚有了解，清楚本专业的本科就业环境和自身对学术深造的兴趣，多数考研学子因为家里父母的

期望而选择考研，并且多数抱有无所谓的态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临近毕业，更加清楚社会和时代

的要求，因为就业压力的增加走上考研道路。在表 2 中，我们可以发现学术深造对学生的考研影响度是

逐渐减小的，与前文的研究一致，学生在校期间，因为各种因素，对学术深造想法会逐渐淡化，理想屈

于现实。 
 
Table 3. Comparison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motivation of different majors 
表 3. 不同专业考研动机比较 

专业性质 工学 理学 管理学 医学 艺术学 经济学 法学 

人数/人 37 40 54 34 27 37 31 

考研率/% 68 78 72 85 67 76 87 

考研主导因素 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 学术深造 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 

学术深造因素

占比/% 
12 10 20 28 22 25 11 

 
在表 3 中我们可以发现，医学专业门类有着高考研率，同时在考研学生中因为专业爱好而选择考研

的学生占比也是最高的；理学专业和法学专业虽有着较高的考研率，但是由于专业爱好而考研的学生占

比是最低的；艺术学和工学的考研率是居于后两位的，那么此专业门类的本科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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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众多专业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但是因为专业爱好和学术深造而选择升学的学生占比却

不是很高。 
在此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专业对于学生自主考研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对学生进

一步调查，发现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考虑自己对专业的爱好及学术深造，仍有一些最开始

没有考研意向的学生会有考研意愿，只是当前被其他种种因素束缚，没有考研意向；反而最初有考研意

向的一些学生会退出考研战场，选择就业。 
使用 SPSS 软件(26.0)对当前单变量单因素进行正态性检验，看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Table 4. Normality test results 
表 4. 正态性检验结果 

专业性质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考 
虑 
专 
业 
是 
否 
考 
研 

工学 0.415 37 0.000 0.605 37 0.000 

理学 0.416 40 0.000 0.604 40 0.000 

管理学 0.444 54 0.000 0.573 54 0.000 

医学 0.472 34 0.000 0.527 34 0.000 

法学 0.461 31 0.000 0.547 31 0.000 

艺术学 0.511 27 0.000 0.427 27 0.000 

经济学 0.359 37 0.000 0.635 37 0.000 
 

经检验得，表 4 可以看出所有专业门类显著性均小于 0.05，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我们进行多样本

秩和检验。 
 
Table 5. Results of multiple rank sum test 
表 5. 多样本秩和检验结果 

 考虑专业是否考研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 H(K) 21.314 

自由度 6 

渐近显著性 0.002 

a.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  

b. 分组变量：专业性质  
 

表 5 得克鲁斯卡尔–沃利斯 H(K)系数为 21.314，渐进显著性为 0.002，在 0.05 置信水平下“考虑专

业是否考研”有显著差异。 
接下来进行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进行专业性质的成对比较。 

 
Table 6. Nonparametric test results 
表 6. 非参数检验结果 

Sample 1-Sample 2 检验统计 标准误差 标准检验统计 显著性 Adj.显著性 

医学–艺术学 −0.142 15.088 −0.009 0.993 1.000 

医学–工学 1.963 13.905 0.141 0.888 1.000 

医学–法学 −14.431 14.535 −0.993 0.321 1.000 

医学–管理学 19.401 12.814 1.514 0.1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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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医学–理学 26.382 13.653 1.932 0.053 1.000 

医学–经济学 −51.153 13.905 −3.679 0.000 0.005 

艺术学–工学 1.822 14.815 0.123 0.902 1.000 

艺术学–法学 14.289 15.408 0.927 0.354 1.000 

艺术学–管理学 19.259 13.796 1.396 0.163 1.000 

艺术学–理学 26.241 14.579 1.800 0.072 1.000 

艺术学–经济学 −51.011 14.815 −3.443 0.001 0.012 

工学–法学 −12.467 14.252 −0.875 0.382 1.000 

工学–管理学 −17.437 12.491 −1.396 0.163 1.000 

工学–理学 −24.419 13.351 −1.829 0.067 1.000 

工学–经济学 −49.189 13.608 −3.615 0.000 0.006 

法学–管理学 4.970 13.189 0.377 0.706 1.000 

法学–理学 11.952 14.006 0.853 0.393 1.000 

法学–经济学 −36.722 14.252 −2.577 0.010 0.209 

管理学–理学 6.981 12.210 0.572 0.567 1.000 

管理学–经济学 −31.752 12.491 −2.542 0.011 0.232 

理学–经济学 −24.770 13.351 −1.855 0.064 1.000 
 

通过各个学科门类之间的对比发现，表 6 得出医学–经济学、艺术学–经济学、工学–经济学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下“学生仅仅考虑专业兴趣爱好选择考研”具有显著性差异。虽然在上表中表示出医学和经

济学，艺术学和经济学学科门类在考研学生中因学术深造而考研的学生比例是相差无几的，排除其他因

素后学生因学术爱好而考研的学生比例却有显著差异。 

4. 结论 

4.1. 考研原因多元化，与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各个专业门类超过 50%的学生考研是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在基于学术深造的基础上考研的学生也

不超过 30%。现代社会的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学生产生考研趋向，逃避就业成为了主流因素，专业兴趣爱

好却不是学生为追求高学历的主要动机。比如，艺术学的学生基于专业的自主考研率是最高的，然而考

研率却不高，部分学生考虑专业性质的原因，认为追求本专业的高学历并不能带来高回报，因此放弃考

研。 

4.2. 考研是选择和被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与培养目标错位的报考动机，有学生主观选择的原因，为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升学的学

生占绝大多数。同时也有客观条件的约束，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岗位需要高学历的支持来完成

工作，学生为追求理想岗位而将专业学术深造动机作为次要考虑条件。 

4.3. 区域特殊性 

本次调查在上海市松江区大学城展开，作为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上海本身有自己的特殊

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在调查结果中，上海作为一线城

市，企业对学历的要求更高，很多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原因就在于希望以后能留在上海就业，因此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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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的考研倾向明显高于其他已有研究的调查结果。 

4.4. 后疫情时代的升学与求职 

新冠疫情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更多的本科应届生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选择考研，

另一方面，部分寻求职业突破的往届生也走向了考研战场。此外，受疫情影响，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受

阻而转向国内考研。以上原因促使国内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逐年增加，考研压力激增，而提高就业竞争力

更是成为考研的最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大学生应当明确学习目标，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尽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的考研观念，

不盲从，不随大流，端正学习态度，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 
本科教育在当前考研热的大背景下受到忽视。学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考研，只认真复习与考研有关的

科目和课程，学习功利性强，进入研究生阶段的门槛变低。在对研究生进行录取时，可以重视其复试和

面试的表现，使真正热爱和有志于投身科研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更好地在本专业取得突

破，做出贡献。 
高校应当指导学生正确的认识自我，认识大背景下考研的形式和动态，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

走一条适合自己且正确的道路；同时，在当前考核体系下，入学算作就业率，部分本科院校为追求就业

指标，一味鼓励学生考研，忽视本科课堂的建设。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基础弱，学术能力差，即使

成功考上研究生，也存在较大的培养难度。高校也应整顿学风，重视科研，加强院校的学习氛围以增加

大学生求知深造的欲望。 
用人单位应该理性务实地择才，要知道学历并不等于能力，更不意味着效率。应根据自身企业的需

要，设立合理的工作岗位，量才适用，从而走出“重学历，轻能力”的思维误区。这样才有可能为社会

节约出人力资源。 
政府部门应完善毕业生就业政策，使其能够选择更加优质的岗位；或者可以建立专供毕业生使用的

就业信息网，以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稳步推进高职本科教育，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为学生更

早融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培养更多的应用技术人才。 
本调查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同年级的考研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专业门类的考研率以及自主考

研率比较中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学生在四年的学习时间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对考研意向产生影响，

因此现阶段的考研意向可能并不是学生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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