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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研究生考试报名正在火热进行
中，考研的相关话题也在持续升温。报名人
数会不会持续走高？招生人数会有哪些变
化？专业课会有怎样的调整？网络热议的

“逆向考研”现象该如何看待？近日，这些问
题总是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位置，牵动着考
生的心。如何看待2023年研考新趋向？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

2023考研季，这些新特点值得关注

“目前西安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还未下达，但根据
近三年情况来看，研究生招生呈稳中有升趋势，平均增长幅
度为10%左右。2023年西安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人数预
计会继续增加。”西安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祥模说。

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尚未公布，但是一些社交
媒体平台上，所谓“知情人士”已经在猜测“考研缩招”，甚至
分析，“推免生”名额增加，导致统考生名额减少，那么，真实
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
传毅说：“‘推免生’的名额，国家规定一般控制在当年学校
全日制招生总计划的50%。具体到每个学科专业，学校可
以根据学科特点及院校发展规划自主决定。”

事实上，根据每年统考报名人数和招生人数来看，许多
学校和专业“推免生”名额远低于50%。比如西安工业大
学，只有10%。

赵祥模介绍：“学校2023年‘推免生’计划较2022年有
所增加，但由于招生计划同步增加，所以目前生源主要来自
参加统考的应、往届考生。”

记者了解到，根据教育部要求，有的学校2023年研究
生拟招生计划按照去年实际招生人数的95%规划，实际招
生人数最后按照教育部招生计划确定。这是不是所谓“缩
招”的一个动向呢？

“据我了解，在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正式下达招生计划
前，所有高校2023年拟招生计划都是按照这个要求来执
行，并且近几年基本都是这样执行的。我认为，这是统筹考
虑全国研究生规模稳步增长的结果，根据往年的情况，正式
下达招生计划时，一般招生数量都会高于此前的拟招生计
划。”赵祥模说，“每年研究生招生名额计划都是由上级教育
部门下达到学校，学校综合考虑未来发展与学科布局，向以
国家重大战略、基础学科、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
的学科（领域）倾斜。”

近年来研究生招生一直呈现扩张态势，报考人数亦
然。数据显示，2023年报考人数仍会增加。总体来看，可
能会缩招吗？

“从目前总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2023年研究生缩
招的可能性不大。”赵祥模说，“据教育部公开数据，2016年
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
其中 2022 年全国报考人数为 457 万，较 2021 年增加
21%。考研人数持续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高校
本科毕业生逐年增加，再加上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就业压力增加、出国留学风险加大，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
水平，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增强就业优势，更多本科毕业
生加入了考研的队伍。”

赵祥模说：“国家制定研究生招生计划时，并不是盲目
地、普遍地扩大规模，而是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差别化地
扩大招生规模。过去几年，研究生招生名额重点向中西部
地区高校进行了倾斜。”

王传毅同样认为：“研究生招生名额计划主要是依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社会的受教育需求等多个方面统筹确
定。依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20》的
相关统计，25～64岁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占比，
美国为14.26%，英国为14.64%，韩国为4.45%，中国仅有
1%左右。因此，招生规模可能还会扩大，但不同类型、不同
层次增幅不同。”

2023年研招计划尚未出炉，
“缩招”可能性不大

许多学校的2023年研究生招
生简章已经公布，一些专业课考试
内容有了变化，比如参考书有更改
等。这也引发高度关注，是不是意
味着考试将更“难”？在报考人数
极可能增加的前提下，会不会“难
上加难”？

王传毅说：“专业课考试内容
的变化属于学校依据人才选拔要
求以及学科理论知识发展变化进
行的自主调整。随着知识的更新、
人才选拔要求的变化，考试内容以
及参考书目的更换是正常现象。”

近年来，教育部要求推进按
一级学科命题。以西安工业大学
为例，根据这一要求，将自命题科
目数从 54 门降到 33 门，并及时
公布《西安工业大学2023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指南》。

各学校公布参考书目，实际上
是为减轻考生复习压力，方便广大

考生备考。
“考研人数增加不一定带来考

研难度的增加，10年前考研人数
少，但招收的研究生也少；现在考
研人数增加，但招收的研究生也
在增加。因此，不能刻意放大绝
对数量的增长来‘贩卖焦虑’。”王
传毅说。

“最需要看到的是，比考研规
模更重要的是考生报考的学科结
构。目前考研的一个现象是，经济
管理等热门学科竞争激烈，但涉及
国家重大战略的高精尖缺学科却
时常遇冷，冷门绝学难有传承。如
何有针对性地对考研群体进行引
导，让更多考生将个人学业融于国
家民族复兴大业之中，是亟待关注
的重要问题。”王传毅说。

对于考生个体来讲，能否杀出
重围并不在于报考人数和分数线，
而在于自身在所报专业和学校的
排名情况。

研究生分数线是依据招生名
额与进入面试名额的比例划定
的。例如，一所院校招收 100个
人，如果招生录取人数和参加面试
的人数比例是1∶1.2，则会有120
人进入面试，分数线则由高到低降
序排列。具体进入面试的差额比
例，国家指导性建议为一般不低于
120%，具体由各学校自定。

赵祥模说：“分数线划定原则
是，首先考生分数要达到所在学科
（领域）当年国家分数线即国家确
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包括应试
科目总分要求和单科分数要求，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过线’。考研
国家线有A区、B区两档划分，这
两类地区的分数线通常会相差2～
10分左右。在此基础上，学校可根
据达到国家线的人数和招生计划
的匹配度进行自划线，自划线的分
数视当年情况由学校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

考试内容及参考书目更换是正常现象，与“难度”无关

“逆向考研”也是近期热点话
题，即“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毕
业生，考研目标不再局限于“双一
流”建设高校，将普通院校也列入
选择范围。不少人将此看作考研

“形势严峻”的信号。
“实际上这种情况往年一直都

有，有的是由于选择专业和导师的
原因，有的是因为许多学校之间其
实并没有外界流传的那么大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对个体影响确实是
有限的。尤其是在专业和学科方
面，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我们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判
断与选择机会，也希望考生结合自
身能力和兴趣去选择合适的院
校。”赵祥模说。

王传毅认为，考研是考生基于
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的综合判断，
固然考生有“成功概率”的考量，但
更重要的还是看报考学科的优势
特色水平。

“首先，国家一直鼓励高等院
校特色发展，特别是‘双一流’建设
高校要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争创

一流，因此，尽管考生在一定程度
上会考虑学校整体的办学历史、学
术声誉，但更重要的还是会看报考
学科的优势特色水平；其次，目前
出现了很多市场导向的大学排名
或学科排名，其指标体系存在重大
缺陷，特别是基于论文或项目之类
的‘五唯’指标进行简单化排名，不
能反映高校或学科全貌，尤其不能
反映人才培养特色质量及对国家、
地方的支撑贡献，因此以高校排名
来对高校分层戴帽，且作为考研参
考，既不符合国家精神，也缺乏科
学性。”王传毅说。

考研缩招、逆向考研、报考人
数增加、参考书变更……网络平台
上伴随着这些话题的，总有各种辅
导机构、辅导材料、网红指导专家
之类的帖子，“流量”背后的利益提
醒我们警惕“贩卖焦虑”的情况。

“我认为，社会上一些媒体或
考研机构为吸引眼球，过度放大了
一些事实，也刻意隐藏了一些事
实，确实存在‘贩卖焦虑’的现象，
应当客观理性地去看待考研人数

增加这一现象。”王传毅说，“考研
人数增加可能是受疫情影响所产
生的短期波动，增加的人数一部分
来源于受疫情影响未能申请或暂
缓申请出国读研的考生，另一部分
来源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未能就
业、不得不考研延缓就业的考生。
疫情之后，这两部分群体的读研需
求可能产生显著变化。”

赵祥模说：“考研是人生中非常
重要的一段经历，如何正确面对紧
张、焦虑也是每一位考研人的必修
课。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从复习到最
后走进考场，会经历很多困难。考研
不能决定考生的一生，只是多了一种
选择，考生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行，发
挥出自己的水平，考出好成绩。同
时，考生应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
需求，在全面评价自身情况的基础
上，合理选择高校及专业。同时，要
根据各招生高校2023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参考书目准
备复习资料，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
还要密切关注各个院校的招生及调
剂政策。” （人民网）

“逆向考研”现象，折射出专业学科特色优势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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