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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名人数457万人，比2021
年增长80万人，增幅为21%。从
近年数据来看，2020年考研报名
人数比 2019 年增加了 51 万人，
2021年比2020年增加了36万人。

自2016年起，我国硕士研究
生报考人数在高位上保持高增长
趋势。2015―2022 年，7年平均
增长15.8%。谢爱磊预测，考研的

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但要谨防考
研成为一场焦虑的“分数游戏”。

“为了考出更高的成绩，备考
漫长而艰辛。而由竞争推高的分
数线，只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压
力。”在谢爱磊看来，只有合理调
节收入差距，全社会共同努力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减少学历歧
视，才能推动个体按照自身需要
选择人生道路，而不是朝同一个方

向“卷”下去。
“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除了分

层，在层次内还有丰富的分类，起
到了分流的客观效应，市场对人力
资源的配置也调节和分流了教育
需求。”罗燕说，“促进高等教育分
类发展，建立多元的教育流通机
制，是实现人才有效配置，缓解考
研过热的根本解决之道。”

（光明日报）

考研国家线普遍大幅度上涨考研国家线普遍大幅度上涨

这么“卷”，考研变难了吗？
专家建言应全面评估考生研究能力

3 月 11 日，2022 年考研国家线公

布。除少数专业外，分数线普遍大幅度上

涨，有的专业涨幅超过10分。

与2021年相比，A区学硕历史学、艺

术学上涨15分，哲学、教育学、法学上涨

14分，经济学、文学、管理学上涨12分，理

学、工学、医学上涨10分。专硕除农学、军

事、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三类专业之外，也

全线上涨。

记者翻阅近年资料，考研国家线浮动

空间基本在5分左右。这次，国家线普遍

大幅度上涨，在报考人数逐年攀升和硕士

扩招的双重背景下，考研变难了吗？到底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这又预示何

种趋势？

即便考了410分，江西考生邹
云（化名）也没敢掉以轻心，“今年
的高分比较多，总的来说，400分
以上都不算高分”。

邹云报考的英语专业历来都
是热门，分数线居高不下。今年该
专业国家线更是刷新了近十年纪
录，提高了12分，达到367分。

在考研人数迅速攀升的同
时，高分层出不穷，竞争越来越激
烈。

“这个问题表面看是教育规模
扩张带来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院副教授罗燕分析，当我国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普及程度时，上大
学就失去了曾经具有的社会筛选

作用。她说，“本科普及了，研究生
教育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社会筛选
器。考研就成了精英高等教育时
代的‘高考’，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

按照教育部的统计，我国高校
毕业生人数分别在2021年、2022
年突破900万、1000万。为了应
对紧张的就业形势，相当一部分毕
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以增加自身竞
争力。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
示，近六成考生因为就业压力大，
想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
该报告勾画出大部分考生的心理：

拿到研究生文凭，是为了在就业市
场中“脱颖而出”。

“考研热度不退，背后有两个
因素值得关注。”广州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谢爱磊分析，一是高校毕
业生人数增加，推高了报考基数，
二是文凭“通胀”现象逐渐显现。

曾有社会学者质疑普通人对
学历提升的追求，认为其并非工作
变得复杂、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不
断提升的结果。谢爱磊表示：“现
阶段，不少人选择借助文凭这一特
定手段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从这
个角度看，学生们要保持社会地位
或实现社会流动，就要不断地追求
更高类型的文凭。”

3月11日，教育部召开视频工
作会议，部署2022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各招生
单位将按规定，在国家分数线的基
础上，自主确定并公布本单位各专
业考生进入复试的要求。“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3月底左右开通。

伴随着普涨的国家线，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纷
纷公布自主划线情况。清华大学

应用统计复试线为420分，其中业
务一和业务二分别要求140分、
130分以上，浙江大学经济学复试
线为395分。

“高分并不等同于高质量生
源，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众
多高分考生中选拔出确实具备创
新潜力的学生。”兰州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院教授包水梅说，在研究
生复试工作中，要督促导师切实
参与招生，根据学生的报考材料

对其研究能力进行全面、科学评
估。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
线。招生选拔仅仅是研究生培养
的第一步，在后续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中如何保障培养不“注水”、学位
不“贬值”是未来我国研究生教育
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水梅认为，研
究生教育必须处理好规模和质量
的关系，既要把好招生质量关，更
要严控培养质量关。

“高分并不等同于高质量生源”

谨防考研成“分数游戏”

日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
帖质疑b站“答题领卡兑换大会
员”活动，要登记真实姓名、手机
号、身份证号等被指“让用户卖
隐私换会员”，引发热议。

3月13日，b站在其官方微
博回应称，该页面是b站与联通
运营商合作的2233流量卡申请
登记页，并非收集隐私的推广活
动。用户所填信息是申请流量
卡必须向运营商提供的信息，会
交由运营商合法使用。b站表
示，活动文案确实存在措辞不
妥，易引发误解，已下线该页面
并整改。

记者注意到，3月 12 日晚
间，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b站让用户卖隐私换会员”，并
配以相关活动截图。网友截图内
容显示，在b站“答题领卡兑换大
会员啦”活动页面中，用户若参与
活动需填写真实姓名、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及详细地址。

值得注意的是，b站在该活
动页面中标明，“您授权我们将
上述信息共享给您在浏览器界
面所看到的特定行业的产品/服
务的提供方（‘商家’）”，用户之
后可能会收到来自汽车、教育、
旅游、家装行业服务提供方及本
地生活服务提供方的电话或短
信。

针对用户办流量卡为何会
将信息共享给特定行业商家的
质疑，b站回应道，该声明是针
对不同类型的活动可能发生的
数据使用场景所做的部分举例，
并非特定针对本次活动，故引发
相关误解。 （南方都市报）

b站被指要用户
卖隐私换会员
称系申请流量卡所需，
已整改

（（资料图资料图 来源新华社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