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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分析与
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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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水平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高等院

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如何提高优质硕士研究生生源比例,影响着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科发

展。 文章以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为例,基于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生源数据,分

析了硕士研究生各专业报考录取情况,探讨了硕士研究生中优质生源比重和生源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

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对策,以期为同类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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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 研究生教育处于高等教育的顶端[1] ,培养高素质人才

一直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校层面,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关系学校办学水平和影响

力的重要因素。 在学院层面,研究生培养质量不仅影响着学科建设的水平,也直接影响着学科评估

的结果。 然而,研究生生源质量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2-3] ,选拔录取什么样的考生直接关

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4] 。 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何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
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是当前研究生招生工作中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受研究生招生工作国家政策、就业单位对毕业院校和专业要求,以及东西部地域差别

等影响,推免生全国开放流转,纷纷涌向高水平大学,第一志愿统考生优先选择层次高于本校的学

校,东部沿海高校更受考生青睐。 第一志愿考生本科毕业学校层次低于本校,而本校学生大量涌向

外校[5]
 

,这也是国内大部分院校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因此,如何提升研究生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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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成为各高等院校努力的方向。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拥有土木工程与力学 2 个一级学科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工

程管理二级学科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以及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 3 个专业型硕士学

位授权点。 本文基于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四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数

据,分析学院当前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措施,从而为同

类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硕士研究生生源情况与质量分析

(一)硕士研究生报录情况

图 1 给出了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情况。 由图

1(a)可见,近四年来,硕士研究生录取人数逐年上升,由 2016 年的 179 人增长至 2019 年的 282 人,
涨幅 57. 5%。 在这些生源中,本校及外校推免生数量持平,除 2016 年 46 人稍高外,其余每年基本稳

定在 30 人左右,而调剂生逐年增多,从 2016 年的 36 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94 人,涨幅达 161. 1%;统
招生数量在 2017 年之后基本稳定,维持在 150 人左右。 由图 1(b)可见,近四年内,全日制学术型研

究生数量分布在 114—127 人之间,基本维持恒定,全日制专业型研究生数量稳步增长,从 2016 年 65
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119 人,涨幅 83. 1%,非全日制专业型研究生涨幅较大,从 2016 年无人录取至

2019 年 36 人录取。

图 1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情况

表 1 给出了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各生源类型和培养类型占比情况。 由表 1 可知,
2016—2019 年,学院统招生占所有考生类型的主要部分,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调剂生增幅明显,
从 2016 年的 20. 1%增加到 2019 年 33. 3%,而推免生占比逐年下降,从 2016 年的 25. 7%下降到 2019
年 12. 8%。,这说明不仅本校优秀生源流失较为严重,而且也很难招收到外校的推免生。 在硕士研

究生培养类型中,全日制研究生占绝大部分,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占比较大,但是全日制学术

型研究生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从 2016 年的 63. 7%下降到 2019 年的 45. 0%,而全日制专业型占比

相对稳定,处在 36. 3%-46. 0%之间。 此外,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增长明显。
学院 2016—2019 年各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知,工程力学、建筑与土

木工程和工程管理硕士(MEM)等三个专业招生数量逐年提高,而其他专业基本持平。 其中,一般力

学与力学基础、固体力学、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市政工程和项目管理等六个

专业存在生源不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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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

年份
各生源类型占比 各培养类型占比

调剂生 / % 推免生 / % 统招生 / % 全日制学术型 / % 全日制专业型 / % 非全日制专业型 / %
2016 20. 1 25. 7 54. 2 63. 7 36. 3 0. 0
2017 17. 9 15. 6 66. 5 53. 1 46. 0 0. 9
2018 25. 6 13. 4 61. 0 50. 0 40. 9 9. 1
2019 33. 3 12. 8 53. 9 45. 0 42. 2 12. 8

表 2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情况

专业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全日制学术型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5 1 1 2 9
固体力学 3 3 7 5 18
工程力学 16 17 24 25 82
岩土工程 34 40 35 35 144
结构工程 29 31 34 30 124
市政工程 2 2 1 3 8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6 7 7 8 28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3 1 1 3 8

桥梁与隧道工程 5 4 5 4 18
工程管理 11 13 12 12 48

全日制专业型

建筑与土木工程 52 83 95 109 339
项目管理 1 0 1 2 4

工程管理(MEM) 12 20 8 8 48

非全日制专业型

建筑与土木工程 0 2 6 15 23
项目管理 0 0 0 1 1

工程管理(MEM) 0 0 17 20 37
合计 179 224 254 282 939

　 　 (二)
 

生源质量分析

1. 优质生源占比分析

表 3 统计了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情况。 由表 3 数据可知:(1)近四年来,学
院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939 人,其中 985 高校本科毕业生 104 人,211 高校本科毕业生 341 人,985 和

211 高校本科毕业生占 47. 4%,其他院校本科毕业生共 494 人,占 52. 6%。 由此说明,中国矿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生源,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毕业生比重还有待提高。 (2) 2016—
2019 年,学院硕士研究生生源 985 和 211 高校毕业生分别占当年录取人数的 58. 1%、39. 7%、46. 1%
和 47. 9%。 可见,自 2017 年起,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毕业生比重稳步提升,其中 211 高校毕业生占

比稳定,985 高校毕业生提升幅度较大。
统计分析了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来自 985 与 211 高校毕业生的招考方式,如表 4 所

示。 (1)985 高校生源绝大部分来自调剂生,这主要因为学生考研往往会选择平台和层次高于本校

的学校,在未取得理想成绩的情况下调剂至相应分数线的高校。 (2)211 高校生源调剂生逐年提高,
统招生人数相对稳定,而推免生下降明显,尤其是本校推免试生数量大幅减少,这主要受教育部推

免政策影响。 推免生不再限制留本校,因而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平台和层次高于本校

的学校,导致学院推免人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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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优质生源情况

年份 985 高校毕业生人数 / % 211 高校毕业生人数 / % 985+211 高校毕业生人数 / %
2016 19(10. 6%) 85(47. 5%) 104(58. 1%)
2017 13(5. 8%) 76(33. 9%) 89(39. 7%)
2018 35(13. 8%) 82(32. 3%) 117(46. 1%)
2019 37(13. 1%) 98(34. 8%) 135(47. 9%)
合计 104(11. 1%) 341(36. 3%) 445(47. 3%)

表 4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按招考方式录取情况

年份
985 高校毕业生 211 高校毕业生 总计

调剂 推免 统招 调剂 推免 统招 调剂 推免 统招

2016 18 0 1 18 42 25 36 46 97
2017 12 0 1 28 25 23 40 35 149
2018 35 0 0 30 33 19 65 34 155
2019 36 0 1 43 28 27 94 36 152
合计 101 0 3 119 128 94 235 151 553

　 　 2. 来源院校和地域分析

表 5 列出了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生来源院校情况,表中仅列出了近四年来每年均有生源院

校。 从表 5 不难看出,学院近四年来每年均有生源高校共计 19 所,招生人数为 505 人,占近四年招

生总数 53. 7%。 招生人数前 5 名的高校依次是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安徽理工大

学、徐州工程学院和南京工程学院,占近四年招生总数的 37. 9%。 这五所院校为徐州市或江苏省

内,或徐州市周边城市高校,稳定生源高校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学院 2016—2019 年所有生源来

源院校中,招生人数最多的 985 高校是中南大学,共 15 人;招生人数最多的 211 高校是中国矿业大

学,共 241 人;招生人数最多的其他高校是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共 51 人。 其余高校每年生源数

较少,或生源数变化较大。
表 5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来源院校

序号 学校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人数

1 中国矿业大学 61 56 56 68 241
2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7 22 14 8 51
3 安徽理工大学 6 6 6 9 27
4 徐州工程学院 3 6 6 5 20
5 南京工程学院 1 2 7 8 18
6 山东科技大学 3 5 4 5 17
7 南通大学 5 3 6 2 16
8 中南大学 1 1 9 4 15
9 青岛理工大学 6 1 3 3 13
10 合肥工业大学 2 5 2 3 12
11 安徽工程大学 3 1 6 2 12
12 长安大学 2 3 3 3 11
13 吉林大学 3 2 2 3 10
14 太原理工大学 2 1 2 5 10
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1 1 6 9
16 东北大学 1 1 2 3 7
17 东南大学 1 1 3 1 6
18 河南城建学院 1 2 1 1 5
19 河南工业大学 1 1 2 1 5

　 　 　 　 注:表中仅列出了近四年每年均有生源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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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生源来源院校地域分布

图 2 给出了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来源院校地域分布情况。 图中列出了近四年生源占

比 2. 0%以上的省份,其余省份占比累加在“其他”部分。 学院近四年生源占比 2. 0%以上的省份共

8 个,占近四年招生总数 84. 1%。 其中,以江苏省内高校生源为主,占近四年招生总数 50. 7%,紧随

其后是安徽省和山东省,分别占 8. 8%和 7. 9%,均为江苏省邻省,说明考生在选择就读院校时具有

较为明显的就近倾向。

二、
 

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对策

(一)提高招生宣传效果,吸引优质生源报考

招生宣传是提高生源质量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是吸引优质生源的有效手段。 招生宣传形式可

以多样化,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多层次开展招生宣传。 从学院领导到系所教师,从本科生工作办公室到研究生工作办公

室,从辅导员到班主任,充分调动学院所有教师的积极性,深入生源地高中,突出学院办学特色和专

业优势[6] ,有针对性地开展招生宣传工作。 通过学科教授等专任教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展招

生宣传,吸引优质生源。
(2)多渠道开展招生宣传。 除了传统的现场咨询会和电话招生宣传外,还要充分利用微博、论

坛、帖吧、微信公众号和 QQ 等新媒体平台,加强与考生交流互动,展开全方位多渠道的招生宣传
 [7] 。

此外,抓住教师到外单位进行学术交流、讲座和报告的机会,适时进行招生宣传,把招生宣传工作做

到常态化。
(3)利用夏令营和冬令营进行招生宣传。 夏令营和冬令营是进行招生宣传的有利时机,学员在

校园里能够直观感受学院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以及培养模式等,为此,应加强与学员之间的交流,
吸引优秀学员来校读研。

(4)与其他高校建立优质生源基地[8] 。 根据往年招生及培养学生质量情况,遴选出优质生源基

地,让这些高校学生在保研和考研时优先选择。 在稳固优质生源基地的同时,还需要拓展有潜力的

新生源作为招生宣传的重心[9] 。
(二)建立奖励和培育政策,留住本校优秀学生

从学院近年来硕士研究生生源结构可知,本校获推免资格的学生留校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数呈

逐年下降趋势。 如何留住本校优秀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1)设置优秀新生奖。
对保研本校的学生进行奖励,吸引本校优秀学生留校读研;(2)制定优秀本科生硕博一体化培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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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通过综合考核,保送本校优秀学生优先选择硕博连读或直接攻博;(3)制定优秀学生指导教师

政策。 邀请知名教授组建导师团队,对保研本校学生进行重点培养;(4)制定优秀学生培育政策。
在二、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有意读研且各方面成绩优秀的学生,提前对其进行硕士研究生培养。

(三)强化学科与科研实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考生在选择目标院校时,学校的层次和学科实力是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要吸引优质生

源来校读研,关键在于提高学校层次和学科影响力。 一方面,依托学校 985 优势学科、211 工程以及

双一流建设高校平台,强化学院优势学科,带动其他专业同步发展。 同时,学院要不断引进和培养

高端人才,发挥其在领域内的引领作用,助力学科发展[10] 。 另一方面,学院要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这既有助于学生自身发展,又有益于招生宣传,更有利于提升学科与科研实力。 可从三个方面助力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1)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培育各类名师,提高指导水平[11] 。 学院还制

定了最新的招收推免研究生政策:来自 985 和 211 工程院校且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本科生,可以在

当年度具有招生资格的教师中优先选导师;(2)注重研究生培养过程,切实提高研究生学术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3)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营造研究生创新氛围,加强学术交流。
(四)注重国际化建设,扩大学院学科影响力

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促进学科发展、扩大学院影响力以及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措施。 学

院应抓住国际交流的有利时机,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国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学院教学

与科研良性发展。 首先,积极引进国外智力资源[12] ,助力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 近年来,学院依

托“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以及各级各类引才项目,与国际著名院校开展深入合作,引进了

一批知名教授来校进行长期或短期工作,充实了学院教学与科研队伍。 通过广泛交流,学院教师与

国外专家学者建立了紧密联系,为教师和研究生出国学习搭建了良好平台。 通过讲座和授课,研究

生了解了国际前沿知识,开阔了国际视野,也激发了出国深造的热情。 其次,大胆“走出去”,学习国

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鼓励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出国访学、进修和交流,紧跟国际前沿,积极开

展对外宣传,扩大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教师和研究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江苏省教育厅境外研

修、学校双一流项目以及学院等各类资助赴国外高校进修、访学和深造,开阔视野,提高学术水平。

三、结语

提高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对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院学科发展尤为重要。 文章基于中国矿

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统计数据,分析了该院硕士研究生

整体报录情况、各专业招生、优质生源比例以及生源院校和地域等情况,提出了提高招生宣传效果、
建立奖励和培育政策、强化学科与科研实力、注重国际化建设等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对策,以期为

今后同类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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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enrollment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colle-
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igh-quality
 

postgraduate
 

students
 

has
 

become
 

particular-
ly

 

important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in
 

hig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data
 

of
 

master
 

student
 

source
 

of
 

this
 

school
 

in
 

2016-2019 
 

the
 

registration
 

status
 

of
 

master
 

graduate
 

students
 

in
 

various
 

majors
 

is
 

analyz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high-quality
 

stud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structure
 

of
 

graduate
 

students
 

were
 

discusse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are
 

put
 

forward 
 

which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nroll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similar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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