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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大学生逐渐从“天之骄子”的地位退下，取而代之的是愈发严峻的

大学生就业形势。受疫情影响，大学生的毕业后意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考研大军”现象愈演愈烈，

尤其在2022年，考研人数达到了475万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分析“考研大军”背后的

深刻原因。经过回归分析得到，“研究生就业待遇更好”与“迎合社会需求”是造成“考研”的两个重

要原因。特别地，“研究生就业待遇更好”与当前环境改变密切相关。最后，本研究在分析原因基础上

提出四点建议：1) 政府加快就业形势改革，培育良好就业环境；2) 高校注重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

人生之路；3) 大学生自我认知清晰，拒绝盲从，人云亦云；4) 社会舆论发挥作用，呼吁大学生灵活多

样化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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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changes, college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retired from the status of “the proud son of heaven” and replaced by an increasingly se-
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s’ inten-
tions after graduation have changed greatly,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 “army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s” has intensified, especially in 2022,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examina-
tions has reached 4.75 mill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found reasons behind the “army of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s. After regres-
sion analysis, “better employment treat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catering to social needs” 
are two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particular, “better 
employment treatment for graduate stud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hange.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1) 
The government accelerates the reform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cultivates a good em-
ployment environment; 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 attention to guiding students to choose 
suitable positions; 3)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lear self-awareness, refuse to blindly obey, and fol-
low the clouds; 4) Public opinion plays a role, calling for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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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几年来，在就业高压和受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1]，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急剧上升，考研难度和压力进一步增加。教育部公布了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457 万，首次

突破了 400 万和 450 万，相比 2021 年的 377 万增长了 80 万，再创历史新高。面对当前的就业、考研形

势，本研究试图探究辽宁大连市高校学生的考研意愿是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们对于考研的意

愿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目前国内研究学者对“考研热”的现象已经做了许多相关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城市人口数量

越来越多，城市的学生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2]，适应大城市对于高学历的要求，越来越多地选择考研，

还有些学者认为，大学生选择考研是工作对于学历的门槛越来越高以及同等学力的应届生竞争者越来越

多的原因。 

2. 研究方法设计 

2.1. 建立测量指标 

当今社会，同时存在着两种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企业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其中，占一定比重

的原因就是：稳定而工作待遇好的工作数量愈来愈少，从而变得稀缺。于是相应的岗位提高了用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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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科毕业提高至本科毕业、从学士学位提高到硕士学位，以 2021 年深圳某学校为例，一所小学竞聘岗

位的竟然皆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而某三线城市的小学招聘老师竟无一人报名。类似事例比比皆是，

由此，可建立指标体系。将初次制定的指标进行预调查，最终得到决定性指标。 
决定性指标： 
① 工作因素：研究生就业性质较稳定、研究生就业压力相对小、研究生就业福利待遇相对好。 
② 环境因素：当前就业压力大、被考研大环境所裹挟。 
③ 宣传因素：学校有关部门的宣传、教育培训机构的大肆宣传。 
④ 个人因素：想实现自身理想、满足家人的期待。 

2.2. 收集资料的方法 

问卷调查法：首先，该方法能有效的节省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该调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考察辽宁大连的多样本高校学生。其次，调查问卷的结构十分模式化，使得调查结果所呈现的是很具体

而精确的形式，便于进行汇总和统计[3]。 
本次采用下发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收集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见表 1。 
调查问卷中，自变量为第一项题目，因变量为自身对考研的意向程度，采取 1~10 赋分制，1 为意向

最弱，10 为意向最强；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以及个人的月消费水平；4 项决定性指标

分别为工作因素、环境因素、宣传因素、个人因素，并采取 1~10 赋分制，1 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研

意向影响最小，10 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研意向最大。 
 
Table 1.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 

问卷题目 选项 

1) 您好，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目前在辽宁就读且有意向考研的所有学

生。请问您是否为此次调研的对象？ 
1) 是 
2) 否 

2) 您目前自身对于考研的意向程度？(赋分制，1 为意向最弱) 1~10 

3) 您的年龄？ 

1) 18~22 岁 
2) 23~29 岁 
3) 30~35 岁 
4) 36 岁以上 

4) 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5) 您的政治面貌？ 

1) 中共党员 
2) 中共预备党员 
3) 共青团员 
4) 群众 
5) 其他党派 

6) 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 
1) 3000 元以下 
2) 3001~6000 元 
3) 6000 元以上 

7) 下列工作因素对您考研的影响？(以下均为赋分制，1 为意向最弱) 
1) 研究生就业性质较稳定(1~10) 
2) 研究生就业压力相对小(1~10) 
3) 研究生就业福利待遇相对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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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8) 下列环境因素对您考研的影响？ 
1) 当前就业环境压力大(1~10) 
2) 被考研大环境所裹挟(1~10) 

9) 下列宣传因素对您考研的影响？ 1) 学校有关部门的宣传(1~10) 
2) 教育机构的大肆宣传(1~10) 

10) 下列个人因素对您考研的影响？ 
1) 想实现自身理想(1~10) 
2) 满足家人的期待(1~10) 

2.3. 分析资料的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指运用制表和分类，图形以及计算概括性数据来描述数据特征的各项活动。描述性

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4]，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

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文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

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平均值、

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 
本文还采用了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个人对考研的看法与考研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

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与是否是独生子女。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1Will Controlsni
iα β γ ε
=

= + + + +∑ 。 

3. 结果分析 

3.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二者进行相结合的方法，其中问卷总共回收到

275 份，有效问卷 244 份，有效率 88.73%。 
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结果描述：在本次调查各项变量中，个人认为研究生就业性质较稳定、研究生就业福利待遇相对好

以及当前就业压力大对考研影响等因素平均值大于 8，说明被调研者总体认为这三种因素对于考研是很

重要的影响因素。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考研意愿程度 244 7.577 1.028 1 10 

性别 244 1.344 0.558 1 2 

政治面貌 244 2.343 1.250 1 4 

是否独生子女 244 1.323 0.544 1 2 

消费水平 244 1.261 0.488 1 3 

研究生就业性质较稳定 244 8.233 0.894 1 10 

研究生就业压力相对小 244 7.652 0.982 1 10 

研究生就业福利待遇相对好 244 8.188 0.868 1 10 

当前就业压力大 244 8.432 0.939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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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考研大环境所裹挟 244 7.012 1.448 1 10 

学校有关部门的宣传 244 7.991 1.270 1 10 

教育机构的大肆宣传 244 6.011 1.410 1 10 

想实现自身理想 244 6.232 1.777 1 10 

满足家人的期待 244 7.001 1.452 1 10 

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调查回归结果与分析如下表 3。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on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表 3. 各自变量对于考研意愿程度的影响 

变量 考研意愿程度 

消费水平 
−0.175 

(−0.89) 

工作性质较稳定 
0.122* 

(1.67) 

工作压力相对小 
0.140 

(1.28) 

福利待遇相对好 
0.134 

(0.88) 

当前就业压力大 
−0.108 

(−0.84) 

被考研大环境所裹挟 
0.146 

(1.08) 

学校有关部门的宣传 
0.122 

(0.18) 

教育机构的大肆宣传 
0.101 

(0.87) 

想实现自身理想 
0.223 

(2.28) 

满足家人的期待 
0.089 

(0.84) 

样本数量 244 

模型拟合优度 0.40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控制

变量与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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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4.1. 政府加快就业形势制度改革，培育良好就业环境 

在本次调查中，研究生所竞聘的岗位工作稳定已经成为辽宁大连高校学生考研的意愿的显著因素，

同时也印证了当今社会，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十分稀少，也体现了当今社会大环境下经济发展的不确

定性。大学生就业时，对于工作的选择会优先考虑其稳定性。所以，笔者认为，应加快对于就业形式的

制度改革，培育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助于对“考研大军”进行分流。一方面，部分学生可以不用通

过考研就可以得到稳定的工作，也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难题；另一方面，在良好的就业环境之下，

仍然选择考研的同学，则是在权衡利弊之下，有更高的学术追求的同学。随着就业环境逐渐回暖，我国

研究生的质量也会获得较大提升，同时也有助于减轻考研“高考化”的现象[5]。 

4.2. 高校注重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本次调查中，学校引导学生选择考研是继研究生就业性质较稳定、研究生就业福利待遇相对好以

及当前就业压力大的第四大因素。如今高校将所有应届毕业生的出路归为两种：考研和就业。然而，高

校的就业教育往往和社会具有些许差距[6]，例如，某医学大学的学生在访谈中表示，虽然在书本中学到

很多专业知识，但是仍然有很多书本找不到的知识，比如医患之间沟通患者会隐瞒病情，或是其他只有

到工作时候才会遇到的难题等着解决。由此，高校对于学生毕业去向的引导就会侧重于考研方向。然而，

这并不是明确的做法。高校应着实加强职业培养，缩小学校与岗位之间的鸿沟，让学生认真考虑，选择

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6]。学校在进行考研宣讲以及其他普及考研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应聘机构

走进同学，让同学们的心中不止有考研一条出路，而是实现人生的多样化，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多彩人

生。 

4.3. 大学生自我认知清晰，拒绝盲从，人云亦云 

当今时代的大学生虽然已经渐渐地从“天选之子”的地位退下，但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

多。针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领头羊”可能并不是他们自己，也许是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的老

师，也许是某个就业中介的领导。总之，大学生应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目标名确的前提之下进行就

业，考研或是其他行动。大学生应对自身情况了解，明确自身优势弱势，拒绝盲从，拒绝人云亦云[7]。
学校以及辅导员可以以一定频次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访谈，让学生们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进行更加

精确的评价，从而拒绝盲从，人云亦云。 

4.4. 媒体舆论发挥作用，呼吁大学生灵活多样化就业 

现代的互联网社会给人们提供许多了解知识的渠道，但是媒体发展良莠不齐，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媒体应该发挥正向作用，公众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为了浏览量无所不用其极，要宣传正确的择业

观，帮助人们认识到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让人们知晓社会上各个岗位的优势与发展前景。书籍、报纸和

杂志是媒体宣传的平台，媒体主要是起到导向作用，统一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在高校生业生就业之际，

各媒体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为广泛的就业信息，同时要加舆论的导向作用，建构高

校毕业生正确的就业观、献身于基层等良好的社会风气[8]。例如，进入校园的“春招”、“秋招”等大

型招聘会很多时候会存在由于消息不够及时导致“好的工作没人要”，或是“优秀毕业生就业机会单一”

的事情发生，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招聘会可以根据岗位以及工种的区别设置多个分会场，在严格的网

络监控下，进行效率更高的线上招聘工作，让本科生就业机会丰富起来，每一位毕业生都能走向自己心

仪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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