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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主要针对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存
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仍按原合同执行。
政策调整后，全国层面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由不低于
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调整为不低于
相应期限LPR减20个基
点(按4月20发布的5年
期 以 上 LPR 计 算 为

4.4%），如所在城市政策
下限和银行具体执行利率
跟随全国政策同步下调，
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买首
套普通自住房时，利息支
出会有所减少。按贷款金
额50万元、期限30年、等
额本息还款估算，利率下
调20个基点，平均每月可
减少月供支出约60元，未
来30年内共减少利息支
出约2万元。（新京报）

部分高校老师认为，考
研机构“流水线式”教学，对
高校选拔学生造成了一定影
响。有高校教师表示，批改
考研试卷时，经常遇到模板
化、套路化的答案，“有些试
卷答案如出一辙，看不到学
生自己的思考”。

“在培训机构的全方位
‘武装’下，考生笔试分数越
来越高，但招进来后发现，专
业素养并没有什么提升。”一
位高校老师认为，研究生考

试应试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多所知名高校也

开始积极推进考纲改革，例
如在考试中增加“主题写作”

“人文基础”等灵活度较高的
科目。此外，广东、北京多地
教育部门也在推进招生制度
改革，如健全“申请-考核”选
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比例等。

受访人士指出，考研热
潮持续，在扩大招生规模的
同时，更应做到量质并举，减
少不合理的竞争形态，从招

生关开始关注研究生专业素
质培养。

“在‘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思维下，许多考生唯恐
落于人后，不得不加入这场
过度竞争中。”湖南科技大学
教授黄洪珍认为，考研培训
市场亟待有效的监管规范，
进一步来说，培养高素质人
才要警惕过度的考研产业
化，多在学术教育上做“加
法”，在应试竞争中做“减
法”。 （半月谈）

“流水线”教学、套路化答题
对高校选拔学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高校选拔学生造成了一定影响

考研产业化隐患露头考研产业化隐患露头
2022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457万人，连续7年保持高

增长趋势。激烈竞争之下，选择考研机构的学生越来越多，考
研的“产业链条”愈发完备。满足了部分学生学习需求的同
时，其暴露出的一些乱象也让部分学生陷入低效竞争，甚至给
高校招生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

从北京“双一流”院校，
到西南地区重点高校，最后
调剂到“双非”，“我连考 3
年，感觉一年比一年难”，历
经“三战”的考生宋宜告诉半
月谈记者，虽然自己的目标
院校在逐年下调，但备考起
来每年都觉得比上一年更
吃力。

报考人数上升的同时，
也推高了多个专业的复试
分数线。以新闻传播专业
为例，考研复试国家分数线

(A 区)高达创纪录的 367
分，比去年高出 12 分。多
个院校新传专业复试线跨
过400分，整体报录比高达
14:1。此外，经济学、文
学、管理学、法学等多个专
业分数线都上涨 10 分以
上。

考研人数增长迅速，报
录比逐年提升。2022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在
110万左右，这意味着 457
万考生中将有约 3/4 的人

落榜。“上岸”，成了许多考
生最大的心愿。

越来越多人加入考研
大军，也让一些人捕捉到了
新的市场信号。“只要肯下
功夫，就能赚到钱。”一位考
研机构负责人认为，目前考
研培训市场大、需求细，不
同规模的机构都能找到消
费群体。“与学科类辅导相
比，考研培训的服务没什么
不同，产业化特征已经十分
明显。”这位负责人说。

《中国考研培训行业白
皮书2021》显示，中国考研
培训市场规模已超 110 亿
元，年增长达30%以上。多
家市场机构预测，2024年考
研产业市场规模或将超过
200亿元。

对于部分考生而言，考
研培训确实是“硬需求”。
据市场机构统计，有约22%
考生在考研培训中支出超
过了 1 万元。一位考生告
诉记者，动辄几千上万的培
训费成了自己最大的生活

开销，“但只要能‘上岸’，
贵也值得。”一名跨考不同
专业的考生也表示：“找对
考研机构很重要，刚备考时
一头雾水，如果没人带着梳
理 考 点 ，自 己 很 难 弄 明
白。”

“考研的人太多了，不敢
不报班。”某高校大三胡同学
说，“剧场效应”在考研群体
中普遍存在，虽然录取人数
变化不大，但参加考研培训
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形成了

“焦虑传递”。
市场“野蛮生长”，考生

和考研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
对称，这一方面能够帮助考
生填充信息盲区，另一方面
也给一些“虚把式”问题留下
了死角。

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指出，严禁
招生单位内部人员举办或参与
考试招生辅导活动。出于此，
高校普遍不允许在校师生参与
考研辅导。一位机构老师表

示，培训机构老师大多使用化
名，很少透露个人信息。

“从授课老师到助教，几
乎都是兼职，流动很大。”北
京某培训机构老师透露，自
己并没有考研经历，但也在
机构讲授专业课。相比授课
老师，其他岗位则显得更为
随意。一名考研机构负责人
告诉半月谈记者，负责批改
作业的多是从学生群里临时
拉来的，招聘时几乎没有门
槛，“要求很低，批改快速简
单即可”。

“现在机构之间竞争也
非常激烈，为了争夺生源，甚
至会互相举报各自存在的问
题。”一位考研机构负责人告
诉记者，有些机构为了吸引

考生，会收集整理研究生导
师的私人信息。

从职业经历到性格特
点，一些机构整理的导师“资
料”会在统一汇总后出售给
考生。一位研究生导师表
示：“在面试阶段，不少考生
尽管没有见过老师，但对面
试老师已经非常熟悉。”

记者了解到，一些机构
宣称在学校内部有“人情网
络”。一名考生反映，有的机
构老师上课直播时称“学校
招生办老师也在直播间”，这
让她觉得这所机构“很靠
谱”。多名受访人士表示，一
些机构打着“与学校关系好”
的旗号，实际上并不会提供
有用的信息。

考研辅导成了“硬需求”

考研产业市场规模或将超过200亿元

部分机构存在“虚把式”

考试应试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调整
对居民家庭有何影响？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布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对此政策做出解读。

按照国务院有关部
署，现就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于贷款购买普
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
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二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
行规定执行。

二、在全国统一的贷
款利率下限基础上，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各派出机
构按照“因城施策”的原
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
内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形
势变化及城市政府调控
要求，自主确定辖区内各
城市首套和二套住房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加点下限。

专家表示，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政策是房地产
长效机制和差别化住房
信贷政策的重要内容。
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支
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
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
特征明显，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的确定遵循“因城施
策”原则，采用“全国+地
方+银行”三层确定机
制。本次调整主要针对全
国层面首套住房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
限，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仍
按现行规定执行。在全国
统一的贷款利率下限基础
上，地方层面，由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各派出机构
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
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
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
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及
城市政府调控要求，自主
确定辖区内各城市首套和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调
整方向，可选择跟随全国
下限下调，也可保持不动
或适度上调，维持区域房
地产市场稳定。

两部门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遵循“因城施策”原则

30年期50万贷款利息可节省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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