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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医学、理学、农学读研比例连续三届均超20%，且
呈现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其中，医学读研比例连续三届排名榜
首；工学读研比例 2019 届的 17.0%，增长最多，相较于 2017 届的
15.2%，上升了1.8个百分点。

2019届本科毕业生读研的主要研究生专业类分布来看，临
床医学类、法学类、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研究生最多，占比均超
过5%。

都什么学科专业读研比例排前三
截至去年数据显示，全国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由2015届的13.5%增至2019届的15.2%，考研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并

且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往届毕业生也在选择加入考研大军。
本报采访获悉，从毕业生读研的动机来看，因就业难暂时读研的人群占少数，仅为17%，更多的毕业生对读研有着更为清晰

的目标和计划。“就业前景好”已成为超半数2019届本科毕业生读研动机。

从近几年未就业人群分析来看，继续准备读
研的比例呈现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2016届的
1.9%上升至2019届的4%，越来越多的往届毕业
生选择再次考研。

而2015年到2018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硕士招生人数仅从2015年的57

万增长到2018年的76万，招生数量上升幅度远
低于报名人数的增长速度，考研竞争更为激烈。

对2015届、2016届毕业半年后继续准备读
研人群的持续跟踪调研发现，考研“二战”“三战”
的成功率有所下降，由 2015 届的 55.4%下降至
2016届的48.2%，考研难度进一步加大。

近五年未就业人群读研比例增加2.1%

除了在毕业后直接选择读研或者留学深造
外，也有一部分毕业生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深
造。通过对2014届本科大学生毕业五年后的学
历提升追踪发现，本科大学生毕业五年后学历有
进一步提升。具体来看，2014届本科毕业生在毕
业时有 13.6%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而五年后，
2014 届本科大学生有过学历提升比例达到

19.8%，比同届毕业时上升6.2个百分点。其中，
“双一流”院校毕业五年后学历提升人群的比例
达到 36.1%，而在毕业时有 28.7%的学生选择继
续深造；地方本科院校毕业五年后学历提升人群
的比例为16.6%.，这一比例，比毕业时选择学历
提升人群比例要高出6个百分点。

毕业五年后学历提升比例比毕业时上升6.2%

调查结果显示，近三成本科毕业生在读研时
转换了专业，地方本科院校转换专业比例更高。
具体来看，2019届“双一流”院校毕业生读研转换
专业比例为22%，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读研转换

专业比例为 27%。“对所跨专业有兴趣爱好”和
“认为未来就业前景好”是毕业生跨专业考研的
主要动因。

近三成本科毕业生读研选择“转专业”

通过调查结果的数据，本报发现，从2017届
到2019届本科读研学科来看，医学、理学、农学
三大学科持续占据读研排行榜前三甲。法学、历
史学、工学占据着四到六的位置，随后是文学、教
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三年均为此排名
情况，比较稳定。

具体来看，医学、理学、农学读研比例连续三
届均超20%，且呈现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其中，
医学读研比例连续三届排名榜首；工学读研比例
2019 届的 17.0%，增长最多，相较于 2017 届的

15.2%，上升了1.8个百分点。
具体到2019届本科毕业生读研的主要研究

生专业类分布来看，临床医学类、法学类、计算机
类、电子信息类研究生最多，占比均超过5%。随
着2020年研究生扩招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扩招
将重点投放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应急领
域，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等专业，医学及工学相关专业的读研比例
将进一步提升。

读研专业前三名：医学、理学、农学

从毕业生读研的动机来看，因就业难暂时读
研的人群占少数，占比数仅为 17%，“逃避式考
研”并未成为趋势，而是更多的毕业生对读研有
着更为清晰的目标和计划。

2019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群体中，
分别有52%、49%的毕业生因就业前景和职业发
展需要而读研。另外，有51%的毕业生因为想去
更好的大学而考研，且这一比例较前两届上升明
显。2017届、2018届分别为40%、45%。

2018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的主要动
机是“就业前景好”和“职业发展需要”占比分别
为53%和49%，排在了考研动机的前两位，第三
位为“想去更好的大学”，占比为45%。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 2014～2018 届本科
毕业生读研的主要动机对比发现，2018届本科生
国内读研动机是“想做学术研究”（30%）的比例，
比2014届高了8个百分点。

就业前景好成为超半数读研毕业生读研动机
“双一流”院校和非“双一流”本科院校

毕业生国内读研的动机是否有差异？来自
麦可思的研究发现，“双一流”院校2018届
毕业生国内读研的动机是“职业发展需要”，
占比为52%，“想做学术研究”，占比为33%，
还有“随大流”，占比为8%，这三项动机的比
例，均比非“双一流”本科院校2018届毕业
生高4个百分点。

非“双一流”本科院校2018届毕业生国

内读研的动机是“就业前景好”占比为54%、
“想去更好的大学”占比为51%，这两项读研
动机的占比，分别比“双一流”院校2018届
毕业生高 7 个、25 个百分点。在考研大军
中，不少人出于名校梦的追求选择跨校读
研。

对此，麦可思数据显示，非“双一流”本
科院校读研毕业生中，42%的人选择到“双
一流”院校继续深造。

超四成非“双一流”毕业生选择到“双一流”院校读研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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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研究生读研比例将进一步提升的是：
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应急领域，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

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医学及工学相关专业。

从近五年的数据看，全国本科毕业生国内读
研 比 例 由 2015 届 的 13.5% 增 至 2019 届 的
15.2%。其中，“双一流”院校读研比例远超地方
本科院校，在2015届两者差距在16个百分点，到
2019届差距进一步扩大，达到17.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和要求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想通过考研深造提

升自我竞争力的需求越来越明显。研招网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报告》显示，
继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高涨，达到 290
万以后，2020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再次打破
纪录，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已突破300万大关
达到341万人，“考研热”连年升温，读研人数也
将进一步上升。

五年间本科毕业生读研比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