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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招生生源问题的思考
—以塔里木大学为例

吕 津 1，孟婷婷 1，郑文轩 1,2，刘媛媛 2※

（1.塔里木大学研究生处，新疆 阿拉尔 843300；2.塔里木大学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

摘 要：近年来全国研究生招生单位在生源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西部地区高校在发展速度、师资条件、科研水平、
社会知名度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因而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招生生源问题尤为突出，普遍存在
生源数量不足、生源质量不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国家政策、高校自身合理建设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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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上升，而且随

着国内外交流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除了国内 700 多

家招生单位，国外的招生单位也通过各种途径争取

国内优质生源，使得各招生单位在生源方面的竞争

日趋激烈[1]。生源问题是每个招生单位都要面临的

问题,只是由于招生单位本身发展情况不同，其生源

状况不尽相同。西部地区高校与其他地区高校相比，

在地理位置、科研水平、学校知名度等方面都存在较

大差距，因而在生源数量、质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 2010~2013 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为例，对此情况进行分析讨论。

1 我国研究生招生概况及政策变化

1.1 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变化

随着国家的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增加，

1999 年国家开始实施研究生扩招规划，招生人数从

1999 年的 6.5 万人增加到 2004 年的 27.3 万人，增

长了 4.2 倍。从 2005 年开始，研究生扩招的速度基

本上维持在 10％以下的增长速度[2]，2010 年增加了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当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47.2
万人，比上年增长了 13.7％，2011 年招生研究生

49.5 万人，2012 年招生 51.7 万人，2013 年招生 53.9

万人，招生规模稳定在 5％以内的增速，分别为

4.9％、4.4％和 4.2％。
1.2 研究生招生政策的变化

研究生招生工作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研

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2003
年开始将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初试科目由 5 门改为

4 门，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复试的差额比例。2004 年

起，对参加统一入学考试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与非应

届毕业生制定相同的进入复试最低分数线 [2]；2006
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

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我国近些年

的研究生教育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发展思路及主要

任务。2010 年起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2012 年在录取政策上，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将

原来按三个地区划分初试分数线改为按两类地区划

线，而且将农学专业考试科目由统一全国联考改为

可选自命题试卷。而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所有新

入学研究生将收取学费，此举宣告了研究生收费制

度自 2006 年起由公费、自费同时存在的“双轨制”
向全自费的转变完成。

2 塔里木大学研究生招生情况及面临的问题

塔里木大学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河畔，为了适

应国家屯垦戍边事业需要，于 1958 年创建，是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本

科院校，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学校共

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 个，含二级学科 19 个，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 个，目前在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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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22 人，导师 115 人。
2.1 发展趋势良好，但面临严峻挑战

近几年塔里木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多，研究

生招生规模扩大，报考人数大幅增多，在总体趋势上

发展形势良好。2011 年之前只有 6 个二级硕士学位

点，其中 4 个专业属于农学门类，1 个为工学照顾专

业，而当时所有农科专业四门考试科目均为国家统

一命题，而工科也只有一门是自命题科目，这几个专

业在招生竞争中处于劣势，生源严重不足。2010 年

塔里木大学获批 4 个一级硕士点，1 个专业学位点，

至此，改变了研究生招生专业少、生源稀缺的状况。
自 2012 年起，农学专业可选两门自命题考试科目，

此举缓解了农学专业生源缺少的状况。但国家规定

从 2014 年起，所有新入学研究生将实行收费制度，

此措施将影响部分考生对报考院校的选择、甚至会

有部分学生因此放弃考研，无疑西部地区边远高校

所受影响将最大，2014 年以后的研究生招生生源面

临更严峻的挑战。
2.2 生源数量不足

表 1 列出了塔里木大学近 4 年研究生的报考、
招生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该校研究生招生人数

持续增长，报考人数也逐年递增，但仍然存在生源数

量不足现象。2010 年一志愿报考人数仅为当年招生

计划的 1.10 倍，而报考人数最多的 2013 年才是当

年招生计划的 1.94 倍。此外，该校各专业生源分布

不均衡，经济管理类研究生报考人数较多，农学、工
学报考人数较少，使得一志愿生源数量增长但不能

满足所有专业招生需求，每年还需要调剂相当数量

的生源。而通过调剂，2010 年、2011 年仍未能全额

完成招生计划，2012 年、2013 年虽完成招生计划，但

调剂人数分别占当年招生人数的 54.4％和 48％。
表 1 2010~2013 年塔里木大学研究生

拟招生、报考、实际录取情况

2.3 生源质量有待提高

2010 年、2011 年未能全额完成当年招生计划，

数量不足则质量无从谈起。表 2 列出了塔里木大学

2010~2013 年录取考生的毕业院校情况。从表中可

以看出，近 4 年录取的考生本科毕业于“211、985”等
名校的最高占当年招生名额的 4.4％；2012 年、
2013 年虽全额完成了招生计划，但毕业于普通高校

二级学院的分别占了当年招生人数的 37.8％，28％，

可见生源质量不高。
表 2 2010~2013 年塔里木大学研究生录取考生毕业院校类别

3 解决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招生生源问题的

措施

以上是以塔里木大学研究生招生情况为例，分

析招生生源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只有该

校特殊存在的，而是绝大多数西部地区高校都存在

的共性问题。西部高校研究生教育在发展速度、师资

条件、科研水平、社会知名度等方面无法与发达地区

的高校相比，从而使得其招生生源问题较为突出，而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
3.1 国家政策需进一步完善、落实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国家给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很

大的支持，制定了“双少”、“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

才计划”等照顾政策，在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发展方面

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在《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在政策方面，对经济欠发达

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学位授予单位审批、学位授权学

科专业审批、重点学科建设、研究生院建设以及人才

培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财政计划方面，加大对

欠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集群的投

入”。这些扶持政策正在逐步实施，如：将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初试分数线按两类地区划分，西部地区为二

区，同样学科的分数线要比一区高校低 3~10 分，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部高校的研究生生源；国

家设立了西部地区专项基金科研项目，促进了西部

高校科研的发展；对新疆来说，开展了全国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新疆高校也获得了发达地区高校的对口

支援，促进了新疆高校的较快发展。
在今后的几年内，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进一步

落实对西部地区高校的扶持政策，在获批“研究生入

学免试推荐”资格、“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招生”资格

等方面，不能按统一条件要求全国所有高校，应该在

毕业院校
211、985 院校
省属普通大学
普通大学二级学院
高职高专院校

2010 年
2.7%

67.6%

24.3%

5.4%

2011 年
3.5%

75.4%

15.9%

5.2%

2012 年
4.4%

52.2%

37.8%

5.6%

2013 年
3%

64%

28%

5%

计划招生人数
实际录取人数
一志愿报考人数
一志愿录取人数
调剂录取人数

2010 年
50
37
55
23
14

2011 年
70
57
86
40
17

2012 年
90
90
106
41
49

2013 年
100
100
194
5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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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向西部地区高校倾斜；2014 年施行所有

新入学研究生收费制度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的发放比例也不应该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应加对

大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培养经费的拨付力度，而且

要建立西部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专项经费，

提高化解西部高校债务的奖补金标准[5]。这些“招生

资格”的获得、奖学金的提升、办学条件的提高，将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研究生招生生源问题，可以进一步

促进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3.2 高校自身采取措施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区高校要抓住机

遇，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努力增强自身办学实

力，加强特色建设，提高社会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

生源。
（1）明确招生对象，做好宣传工作。西部地区高

校研究生教育大多起步较晚，社会知名度有待提高，

因此通过宣传来吸引更多生源尤为重要。以塔里木

大学研究生招生宣传为例，该校一志愿考生 90％以

上都是本校学生，所以要提高一志愿报考人数，在招

生宣传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院、导师的积极性，

做好针对本校学生的宣传工作，近几年该校生源不

好的几个学院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例如：本校学生

一志愿报考本校并被录取则发放一定额度的助学

金。笔者认为今后此项优惠政策在生源不足专业应

继续加大力度执行。该校调剂考生 85％都是疆外高

校的考生，因此吸引调剂生源则要做好网络宣传工

作，选择教育部指定研究生网上调剂的网站以及国

内较知名的考研网站做好调剂宣传工作，同时充分

利用本校的网站，尽早发布研究生招生的最新动态、
最新政策，帮助考生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学校。除此

之外，外校生源的在读研究生也是很好的宣传源。
（2）制定较高的奖助政策以吸引生源。为吸引

生源，同时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西部

地区高校应该制定一系列相对较高的奖助政策，保

证研究生在校期间基本学习、科研、生活的需要，以

吸引更多研究生生源。以塔里木大学为例，国家规

定从 2014 年秋季起所有入学研究生均收取学费，为

降低此政策对研究生招生生源的影响，除了规定的

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外，该校还规定了免收研究

生上学期间住宿费、发放学校助学金及导师助学金

等，每名学生收入达到 12 000 元/年以上，此举不仅

没有使学费成为学生的负担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待

遇。同时，学校全面为研究生开放“助管”岗位，目前

该校研究生，除了在课程学习阶段的学生之外，进入

“助管”岗位的研究生达到了总人数的 10％，这样不

仅增加了学生的收入，而且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3）增强自身办学实力，提高社会影响力。根据

对多所高校宣传工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学校的知名

度和办学水平、专业设置、知名导师以及就业情况是

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1]。所以西部地区高校要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抓住机遇，在加强自身特色建设的基

础上，努力提高自身的办学实力。以塔里木大学为

例，该校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培养输送毕业生 4 万多

名，绝大多数毕业生扎根边疆，已成为新疆自治区和

兵团各行各业的骨干，据统计，该校毕业生就业率连

续 10 年排在新疆高校的前列。同时该校在国家政策

的支持下，以高校对口支援为契机，加强与国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特别是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

的合作，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互派管理干部挂职、
互派教师访学、学术资源共享、学科建设互助等形

式，全面提升学校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水

平，努力提高整体办学能力，同时，聘请名师讲学、改
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并与南疆各地州县和兵团各师

团紧密联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这些都将会

提高该校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该校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
总之，西部地区高校研究生教育受自然地理条

件、人文环境、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影响，其研究生招

生生源存在数量不够充足、质量不够优秀的状况，要

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支持以及

高校本身科学合理的自我建设。
参考文献：

[1] 胡秋 红 .高 校 研 究 生 生 源 质 量 分 析 与 对 策 研 究 [J].文 教 资

料，2013（11）:87~88.
[2] 黄建国 . 当前地方高校研 究 生 招 生 工 作 面 对 的 问 题 与 对

策思考—基于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分析[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32（7）：25~26．

[3] 刘洁，卢中秋 .地方院校提高硕士研究生招生质量的实践

与思考[J].温州医学院学报，2013,43（1）:67~69.
[4] 王诚. 对发展西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几点思考[J].攀登，

2005（4）:137~138.
[5] 熊华军.西部高校研究生教育：问题与改革路径，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J]，2012（6）：58~62.

·教育培训·

6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