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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没想清楚本科毕
业后的去向，既不认真备考，又
不认真找工作，白白耽误大四一
年时间。最后研究生没考上，又
错过了春招、秋招两个黄金就业
时间，成为待业人群。”河北师范
大学一位教师说。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务处副
处长何杨琦表示，以考研躲避就
业压力可能会将压力传导至研究

生阶段。另外，部分学生为考研
打乱了本科阶段的学习状态。一
些学生在大四时忙着考研，毕业
实习很敷衍，毕业论文和设计更
不上心，会对他们圆满结束本科
阶段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部分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
表示，过度吹捧考研会加剧社会
对高等教育非理性渴求带来的
焦虑，加剧就业市场的扭曲。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周正嵩表示，目前考研热也存在
结构失衡问题。从报录比看，国
家急需专业或关键领域报录比
相对较低，应当从本科生招生计
划上加大宏观调控指导，对不适
应社会需求的某些热门专业限
制招生计划，减少这部分本科生
的培养规模。

（半月谈）

“本科阶段也没有好好学习，就学考研的几门专
业课，感觉只有到了研究生，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
西南某高校药学专业一位大三学生说。

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比2021
年增加80万，增幅超21%；相比2017年，报考人数
增加256万，增长1.27倍。沸腾中不断刷新的研究
生报名总数及增量，其背后交织着素质升级的动力、
“被迫营业”的压力与逃避社会的无力。

“我教了10年的职业生涯规
划课，这门课一般开在大一。每年
第一节课，我都会问学生未来4年
的目标是什么？大概5年前，班里
约50%的人表示要考研。而现
在，考研意愿在大一新生中比例高
达80%。即使到了大四，也有超
70%的学生在备考。”河北师范大
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边宇璇说。

同时，因疫情、国际形势等原
因留学受阻，一些学生出国进修
改为国内考研。北京印刷学院学

生曾仪表示，自己之前原本计划
出国留学，也一直在学雅思，但因
新冠肺炎疫情，转战考国内高校
研究生。

除了在校大学生，记者采访时
还发现，考研失利后选择“二战”

“三战”的考生不少，这部分青年人
或聚集在考研寄宿基地，或几人在
学校附近租房备考。

李顺平刚刚完成“二战”考
试，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考研
寄宿基地里，大约有1500名备考

生，大部分备考生都是“一战”失
败的“二战”人，甚至有“四战”的
备考生：“我认识一个同专业的
人，已经30岁，今年‘四战’，非清
华不上。”

青岛理工大学“三战”考生
洪健介绍自己本科专业为交通
工程，毕业后的工作大多是去工
地。他考研是为了换专业、转
行，现在准备报考计算机专业。

“今年降低了高校标准，只要能
找个学校读研就可以了。”

记者在了解考研理由时，发
现有部分学生热爱所学专业，一
心向学。但大部分学生谈及考研
目的，依旧以增加自身应聘砝码，
缓解弥漫社会的就业焦虑为主要
目的；另有学生则属跟风，因“不
想当异类”而报名、备考；更有少
数学生以“还想再玩几年”“害怕
成为社畜”的心态加入考研大军。

——爱所学钻研知识，“换赛
道”开阔眼界。

记者采访中发现，许多工科
大学生热爱所学专业，愿意投身
现代技术研究，渴望了解知识前
沿。同时，也有部分学生希望通
过考研提升自己毕业院校的知名
度、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河
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祥燕
表示，有些同学高考报志愿时，专
业选择欠考虑，通过考研，他们有
机会重新选择。

——只为就业加砝码，研究
生不是尽头。

受访中，不少学生倾诉深陷

就业焦虑，认为仅凭本科学历无
法找到心仪工作；同时还存在有

“不愿意从事低档工作”“不接受
收入与自身素质不符的工作”等
心态。

河北医科大学王晓表示，医
学专业读研几乎成必然，自己想
去大医院工作，不愿意去基层医
院，就必须考研、读博；苏州科技
大学美术师范专业刘云云表示，
自己未来想做老师，本科学历没
有竞争力，只有读研才能找到好
工作。

然而，随着研究生数量增加，
竞争压力亦水涨船高。对此，部
分学生表示迷茫，有些认为应继
续读博士。

——无目标盲从跟风，随大
流自认心安。

河北科技大学汪明彦告诉记
者，其实他刚开始没打算考研，觉
得太辛苦了。但身边考研的人越
来越多，自己也慢慢萌生了考研
的想法，还在犹豫不决。

“直到2021年初我都计划本
科毕业后就业。后来在社交媒体
上看到其他人关于校园生活、研
究生生活的美好记录，又萌生了
继续在校园里深造的意愿。”2022
届传播学专业学生曹芳华说。

——懒就业厌担责，躲进考
研安全屋。

部分受访学生坦言，自己考
研仅是不想就业，不想进入社会，
不想承担社会及家庭责任。北京
高级人力资源经理王慧妍表示，
一些大学生在面临就业压力时呈
现“僵化”“麻木”，更有甚者干脆
选择“躺平”。

苏州科技大学美术师范专
业小郭告诉记者，自己想晚一点
再进入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成为

“社畜”，考研可以暂时逃避一下
找工作的压力和焦虑。“读研也
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思考，未来
到底要做什么。学校环境比较
安静，可以多一点时间去规划，
不急着去工作。”

研究生“本科化”？装备升级还是避世借口

“重在参与”成待业 “反复参战”怨念深

就业反成异类？考研“多进宫”不惜代价

3月起，现金存取将迎来新规。自
2022年3月1日起，央行等三部门发布
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
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将正式
实施。

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融
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
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
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
途。

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办法？一言
以蔽之，是为了反洗钱。

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提问时
指出，近年来，随着金融产品和业务模
式发生变化，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出现
一些新挑战，为提升我国洗钱和恐怖融
资风险防范能力，需要通过制定《办法》
进一步完善反洗钱监管制度，加强反洗
钱监管。

记者注意到，在《办法》出台的同一
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11部门宣
布，于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
三年行动，坚决遏制洗钱及相关犯罪的
蔓延势头。

此前，央行自2020年7月1日起在
河北省、10月1日起在浙江省和深圳市
试点开展大额现金管理工作。河北个
人存取款10万元以上，深圳个人存取
款20万元以上，浙江个人存取款30万
元以上要登记。试点期限为2年。

这样一来，是否会给普通储户存取
款带来不便？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认为，新办法对于普通客户来说影
响不大，首先，个人存取5万元现金的
情况真的不多了，移动支付及试点中的
数字人民币等多元化的非现金支付方
式，已经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的生活所
需，不必非要使用现金。其次，就算是
需要存取5万元以上现金，目前只是要
多填写一份大额现金业务表，取款要勾
选用途，存款要勾选来源，未要求出具
证明材料，对存取款便利程度影响很
小。

另外，还有一则有关现金存取的消
息引发关注，有两家民营银行宣布将停
办现金业务。“对整个银行业来说，是不
会大规模地停止现金使用的，因此，大
家也不必过度解读。”董希淼称。

（中新）

下月起个人存取现金
5万元以上要登记

（（还月亮还月亮 摄摄））

考研人数5年增加256万
上大学不考研成了“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