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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生教育终于显露价值危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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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已经落幕，早报头版头条以《15年考研热出现拐点》为题，对国内硕考热

降温现象作了多角度的报道。

在国外，研究生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相对单一。在国内，尤其是本科教育采用大跃进方式发展的这些

年里，研究生教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十分繁杂，社会和政治的功利化倾向日益沉重。由此，考研降温

现象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格外在意。

倾向性的意见认定，考研热拐点的出现受供求关系牵引，硕士“工厂化生产”带来的供求失衡是降温

的主要原因。该分析是显见原因之一，但用市场理论作解释工具说服力不够，因为市场理论遭遇“中

国特色”难保不失灵。

还有意见认为读研反而更难找工作，多“耗”上三年的成本投入与就业后的薪酬回报比读本科更不经

济。成本收益不对等说也有道理，却停留于就事论事层面。另有读研收费调节说，收益调节尚在试点

，或许有影响，但未必是主因之一。

我们以为，考研拐点的出现势属必然，用一句老话就叫物极必反，前些年的中国股市和开发区建设的

一窝蜂都是如此，“跨越式”发展研究生教育又如何能不陷入物极必反的宿命!

如果敢于承认现实，国内研究生教育从“硕教”到“博教”，早些年就“病”象频生，积累到一定年

月必有彻底做“滥”的一天。考研降温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拐点，预示着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已经病入肌

理。

所谓“滥”，指研究生教育的社会评价(包括诚信)危机。直击其要害(痛处)，就是研究教育的价值危

机。于“价值危机”，首先又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贬值乃不争事实，无论何种教育，闹腾到质量贬值

的程度，势必导致硕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市场性价比降低----—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连串事

件集合，拐点恰系表象之一。

一个硕导带10个硕士太少，带20个不算多，带30个大有人在。如此这般“量产”，硕导犹如“羊倌”

，在读硕士形如“羊群”，读研视同“放羊”；硕士论文答辩排队，半小时一个⋯⋯研究生在市场化

社会的价值何能不贬值？!培养目标是教育中最基本和核心的内容。如果说现阶段中国本科教育致力于

培养通识人才，那么“硕教”的培养目标可定义为：培养一定方向的以中级为主的科研人员或做学问

的人。这也是发展研究生教育务必坚守的基本办学方向。

可是中国“硕士教育”的现状又如何呢？我们摒弃教育规律，将其视作“伟大的发展成绩”；本科生

就业压力骤升，又将超量扩招研究生视作缓解本科生就业压力的救命稻草之一。如此顾眼前不顾长远

的急功近利，反映到研究生身上，其身价哪能不贬值？

考研热降温，不值得大呼小叫，真正值得全社会尤其是教育主管方痛彻反思的，是国内研究生教育的

价值危机仍在继续发展蔓延。通常而论，某件事情彻底做“滥” 之日，往往也是改革共识达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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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能借助降温带来的“疏缓”，就势对国内当下早成“脱轨”之态的研究生教育进行大幅纠偏，重

新定义教育的目标、培养质量包括招生方式，那么对考研的、带研的、做家长的、包括全社会都是幸

事。

要挽救研究生教育出现的“价值危机”，MBA教育的一些经验也许值得借鉴。MBA教育收费高，培养目

标更明确，教育结果的反馈也更直接，因此MBA自身品牌的培育，已然成为区分良莠的最重要手段。在

此过程中，一些优秀品牌MBA的学费能不断提高，而另一些品牌却在做“滥”中被市场抛弃。珍惜品牌

，提高教育的价值回报，这是研究生教育避免更大价值危机的途径之一。当然，治本之道还在于大刀

阔斧的改革，且须在整个高教改革的一揽子框架内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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