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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泰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电子

营业执照，序列号:10015100477513，

声明作废。

东山县谷盛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码3506266975587声明作废。

厦门绿生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炎嘉(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忧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厦门市湖里区中之臣池百货店（个人

独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川宝弘(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福建美生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聚财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林秀云不慎遗失厦门市仙岳医院开

具的福建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 机

打)，机打票据代码 135060123，机打

票据号码9001616587，声明作废。

龙岩市简极主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仙游县羽扬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政和县康健大药房遗失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证书，证号:闽南食药监

械经营备20146009号，声明作废。

厦门聚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臻美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湖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08-09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6MA326UHW93声明作废。

厦门聚远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思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09-29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5949642797声明作废。

张怀恩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第

20200398813号，声明作废。

华夏重玄馆（厦门）文化产业研究院

（有限合伙）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

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福建高毅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一枚，声明作废。

尤溪县西滨镇岱钰食杂店遗失烟草

专 卖 零 售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350426102881，声明作废。

林 嘉 瑜 （ 身 份 证

35012819951018208X）遗失护照，

编号：EA4163704，声明作废。

漳浦县石榴镇曾燕华奶茶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JY23506230114628，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栏公 告 栏公 告 栏
结婚启事

新郎叶俊辰与新娘梁雯霞于2024年

12月10日正式结为夫妇。愿修百年

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特此登报，敬告

亲友，亦作留念。

江西龙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平分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内书：江西

龙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平分公司；

规格4.0cm，材质：铜，形状：圆形），现

声明作废。

厦门禹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湖

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01-15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206303107462A声明作废。

近两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报名人数出现下滑态势，引
发人们一连串联想：报名人
数减少，考研会不会更容易
了？对此，北京联合大学研
究生处副处长李崇圆认为，
实际上，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是重要的国家教育考
试，报名人数多少与考试难
易程度并无直接关联。

研考报名人数减少，主
要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品质
的提升为人才发展提供了更
多出路。出路宽了，选择多
了，各种毕业发展路径的相
对数自然会减少。根据社会
现实，结合自身情况，大学毕
业后早日融入社会也不失为
当下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

长远之计。
有人认为，既然报名人

数减少，研考试题难度也会相
应降低。但二者并不存在因
果关系，研考试题不会因报名
人数的改变而轻易改变。原
因有三：从国家层面看，国家
选拔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标准
没有变。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是国家最高学历层次
的升学教育考试，是为党和国
家选拔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
要途径，通过教育考试强化人
才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服务行业产业发展需要的
初衷和目标不会改变。从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本身来看，
考试科目设置、考试试题难
度、知识点的深度和广度等是

由招生单位、学科、专业等的
层次、性质、属性等多种综合
因素共同决定的。从考生角
度来看，报名人数的减少并不
意味着考研对手的竞争力一
定会减弱。那些真正想考并
且有把握考上的人应该并未
减少，竞争取决于考研对手是
谁而不是考研对手的数量。所
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要上
岸，还须静下心来提升内核、调
整心态，科学高效地复习备
考，才能在研考中脱颖而出。

目前，我国教育已全面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质量关乎
高层次人才选拔，试题难度
不会轻易降低，这也是选拔
性考试的目标及意义。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比2024年减少了50万，而2024年
报名人数比2023年减少36万

考研报名“二连降”有何影响？
教育部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据统计，2025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也就是说，继2024年报名人数比2023年减少
36万后，2025年报名人数又比2024年减少了50万。那么，考研报名人数为何会
出现“二连降”？试题难度会不会因此而降低？如果不考研好找工作吗？这种
现象对于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自
2015年起，全国硕士研究
生报名人数持续快速增
长，到 2023 年达到 474 万
人峰值，现在出现“二连
降”，且降幅有增长趋势，
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是一
个重要信号，即研究生教
育应该从外延发展转向内
涵发展，实现研究生教育
量质齐升，转型势在必行。

对于考生而言，面对
竞争愈发激烈的考研赛
道，部分大学毕业生开始
选择更趋理性和现实性的
发展出路。那些退出的学
生意识到与就业相比，考
研不再是首要选项。不少
人付出了时间成本和经济
成本，找工作却不如预期，
就业竞争力没有明显提
高，部分学生了解这种情
况后最终选择放弃报考。

对于社会而言，崇尚
高学历、过于看重学历是
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由

此引发的过度教育、消耗
教育问题积重难返。必须
清醒地看到，“卷学历”现
象还很严重，考研的录报
比仍然低于 25%，考研难
度并未降低，报名人数明
显减少的 2024 年的研考
国家线和各高校的复试线
分数“不降反涨”。考研人
数下降的“拐点”出现后，
接下来几年可能还会继续
下降。但仅仅由于报名人
数减少，不足以使“卷学
历”降温。

2024 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新
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
示》显示，拟新增 831个博
士学位授权点，1924个硕
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
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持续
多年研究生扩招与考研报
名人数减少共同发挥作
用，对于设立学位点的高
校而言，这种影响首先波
及的是边缘化的高校和学

位点，可能表现为无人报
考与难以就业同时出现，
然后逐渐会扩大到更多的
高校，包括一些知名高校
的边缘学科与专业。在日
益激烈的研究生生源竞争
中，高校应该抓住机遇，依
据社会发展设置学位点，
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招考环
节、培养方案，改进培养模
式，做好高校与用人机构
的衔接，提高研究生教育
的市场满意度。

具体来说，研究生教
育内涵发展、提升质量关
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更
加深刻细致了解研究生
的真实成长发展需求，构
建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体系，培养真正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
二是深度对接、融入市
场，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提升服务社会发
展的效能。

焦点三：研究生教育该如何转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
安表示，很多青年人考研是
为了好找工作，但全国硕士
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连续下
降的趋势，我们似乎又可以
从中看到一些青年人的新选
择，这与就业观念的改变不
无关系。

毫无疑问，追求高学历
具有积极的一面。随着数字
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
对更高学历、更高技能的人
才需求十分旺盛。许多高
端、高薪的职位机会，往往对
求职者的学历背景有着较高
的要求，硕士学位成了不少
岗位的门槛。这并非是对本
科学历的否定，而是反映了
当前高质量发展引发的就业
市场的一种趋势和现状。

不过，与“学历内卷”相
伴随的，是研究生的就业也
呈现了趋紧的状况。有招聘
平台的调查发现，今年硕博
应届毕业生收到用人单位接
收函的比例甚至要低于本科
生。不仅如此，由于结构性
就业矛盾的存在，过度教育、
学历浪费问题也较为突出。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普通岗
位的时候，人为抬高学历要
求，“高知低就”现象屡见不
鲜。此外，一些高学历者专
业不对口现象也较为普遍。

如今，市场对劳动力的
需求越来越理性，“唯学历
论”并不合时宜。从实践中
看，社会稀缺的人才大多数
时候并非是以学历高低来衡
量的，而更多的是创新型人
才和技能型人才。由于国家

对技能培训的日益重视，许
多学历并不高的劳动者通过
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实现
了职业发展的“后发优势”，
一些人还成为“大国工匠”。

因此，对于青年人来
说，选择考研固然无可厚
非，但片面追求学历提升甚
至将考研视为人生发展的
唯一途径，那就有可能陷入
职业迷茫的困境当中。值
得期待的是，现如今有许多
青年人已经从单纯追求学
历的“单向道”上跳了出来，
他们更注重加强职业技能
的培训，扩大知识范围，努
力把自己打造成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这不但符合自身职业发展
的需求，也符合数字经济时
代人才需求的大趋势。

焦点一：报名少了，考研会不会容易些？

焦点二：如果不考研，好找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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