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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统招名额为何缩
减？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受限于基
础设施、师资力量等，部分院校选择
严格控制招生规模。教育部网站发
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普通、职业高等学校
共有校舍建筑面积108767.29万平
方米，比上年增加3472.37万平方
米，增长3.30%。然而，校舍建筑等
配套设施的建设仍然跟不上扩招速
度，部分学校已经不再为研究生提
供住宿。例如，深圳大学研招办就
表示，学校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
动态调整招生计划。

国家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质

量，也促使高校对研究生招生数量
增长审慎控制。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会长杨卫在今年举办的

“教育这十年系列发布会”上介绍，
我国在2007年就启动了研究生教
育质量工程，使培养质量稳步攀
升。该工程采取的主要步骤之一，
是审慎控制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增
长，2010-2021年期间的学位授予
年增长率比之前的30年回落10个
百分点以上。

另外，当前不少院校缩减的招
生计划主要是统招名额，推免名
额则大多呈现上升趋势，甚至出
现推免名额远超统招名额的情

况。来自广州大学的应届考生简
同学备考了暨南大学的新闻与传
播专硕，该专业 2022 年录取总人
数为150人，其中有106人是推免
生，统招名额仅44个。在他看来，
较多推免名额可以让院校提前筛
选出一部分比较优秀的学生，这
种做法无可厚非。

“还有一部分院校把更多招生
名额留给了本校学生。”广州启航考
研校长刘可可表示，“这样做一方面
有利于人才的贯通式培养，缩短科
研人才培养周期；另一方面也能缓
解学校的就业压力，降低学生升学
负担。”

为推进以DRG/DIP功
能模块为重点的支付方式
管理子系统建设，《通知》
明确，要通过监测点工作
机制，集中攻关、重点突
破，并采取先少后多、先慢
后快原则，争取到 2024 年
底前全国所有地区达到监
测点建设要求。

一方面，全面提高数
据质量，率先在监测点实
现 DRG/DIP 所需业务数
据的全面、准确、及时采
集。另一方面，全面实现
子系统协同，率先在监测
点实现 DRG/DIP 所需数
据在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相
关子系统全面、准确、及时
抓取，实现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子系统之间数据共
享、交互应用并不断优化
完善。

此外，全面支持DRG/
DIP 业务全流程开展，率
先以监测点为样本，在国
家医保信息平台开展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实时监测、
统 计 分 析 、横 向 纵 向 比
较、绩效评价、智能监控、
可 视 化 展 示 等 ，实 现 国
家、省级层面支付方式改
革的实时监测、比较、分
析、评价。

下一步，广州将以国
家监测点为契机，进一步
深化 DIP 改革，持续完善
DIP 工作机制，创新工作
思路，落实国家有关标准
规范，提高专业能力和信
息化水平，推动医保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考研
缩招

受招生结构调整、学校发展变化等多重
因素影响，全国多所院校减少 2023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计划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陈雨瑶 何伊琪

日前在教育部网站
发布的《2021 年全国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
全国在学研究生 333.24 万人，比上
年增长 6.14%。近年来，硕士研究生
报考、就读人数屡创新高，掀起一股考
研热潮。

但近日多个院校发布2023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和招生计划后，“考研缩招”
一词冲上热搜，引发公众讨论。今年研
究生招生名额为何减少？缩招能否降
低考研热度？正在备考的考生将如
何应对？羊城晚报记者进行了

深入采访。

针对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全国多所院校减少招生计
划。中山大学拟招收约 7600 名
研究生，相比2022年招生计划减
少约600人。中南大学湘雅口腔
医学院计划招生 10 人，与 2022
年相比，招生人数缩减了一倍。
深圳大学因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专业归入法学（学术学位）专业
成为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法学
类（学术学位）拟招人数从 34人
减至25人，且有2个专业仅接收
推免生。还有院校因部分专业
停招，招生计划变少，如暨南大
学的美学专业和高级秘书与行
政助理学专业均不再招收硕士
研究生。

除招生计划的变化外，部分
院校专业推免生名额增加也导
致硕士研究生统考招生的名额
减少。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
播专业（专 业 学 位）2022 年与
2023 年招生总人数均为 51 人，
但 2023 年推免生名额从 6 人增
至 11 人。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
理专业 2022 年计划招 72 人，含

推免生25人、退役大学生士兵计
划5人，但2023年不仅计划招生
名额缩减至58人，推免生人数也
由25人上升到40人。

纵观各院校的招生简章，
学 术 型 硕 士（ 以 下 简 称“ 学
硕 ”）招生名额减少、专业型硕
士（以 下 简 称“ 专 硕 ”）名额增
加 也 已 成 为 普 遍 现 象 。 2020
年，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专硕
招生规模扩大到招生总规模的
三分之二左右。如今，不少院
校逐渐调整招生计划，专硕招
生人数增加。

例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2年计划招收 3839人，其中，
学硕1657人、专硕2182人；2023
年计划招收的 3901 人中，学硕
1627 人，专硕则为 2274 人。吉
林大学护理专硕 2023 年计划招
收 72人，比 2022 年增加 57个名
额 。 而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自
2023 年起不再招收法学学硕和
新闻传播学学硕，复旦大学经济
学院从 2022 年就开始不再招收
学硕。

学校配套建设不足等导致缩招

多所院校缩招 更有专业停招

有人坚定考研 有人另寻他路

用大数据守护好
百姓的

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通讯员 穗医保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统一
医保信息平台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监测点建设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确定了广州市等6个城市作为首批监测点，承担探索监测点建设
路径、标准规范等任务，促进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支付方式管理子系
统DRG/DIP功能模块加快平稳上线，提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际效能。

据了解，广州医保“基于大数据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改革还入选
了广州市首批“最具获得感”改革案例。

记者了解到，DIP 是利
用大数据建立的医保支付
管理体系，包含总额预算、
病种分组、支付标准、费用
结算、智能监控和考核评价
等系列技术方法，建立起

“总额预算支持正常增长、
病种分值引导合理施治、费
用支付体现激励机制、智能
监控加强过程管理”的治理
体系。

DIP 按照疾病诊断类
同、临床过程相似、资源消
耗相近的原则形成病种，作
为医保支付单元并测算支
付标准。DIP 倡导价值医
疗，疗效好、成本低的治疗
方式能得到更多的支付，促
使医生回归本色，选择对患
者最有利的治疗方式，从而

降低医疗成本。
广州DIP改革运用大数

据挖掘等智能手段，给医保
基金监管装上“电子眼”“扫
描仪”，实时监控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守好老百姓的

“救命钱”，在全国医保智能
监控示范点考核中获评“优
秀”。

相关部门还成立了评
议组织，让医院、专家全程
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执
行，促进三医联动，形成强
大的共建共治改革合力。
改 革 后 ，医 保 部 门“ 分 蛋
糕”变成了医院通过提供更
有价值的、性价比更优的、
成本效果更好的服务“争蛋
糕”，医院合理诊疗、管理成
本的内生动力增强。

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
DIP 改革覆盖后，住院患者
得到的医疗服务更加充分，
看病难问题得到缓解。DIP
实现精准支付，打消医院亏
损的顾虑，重病得到有效治
疗；设置基层病种，让小病
回归基层医院。与 2018 年
相比，2021年大医院收治老
年患者比例提高 17.5%，基
层医院收治长期住院患者
的例数、费用、平均住院天
数均增长超过30%。

据了解，DIP 改革让广
州医疗费用合理可控，看病
贵问题得以减轻。改革后，
广州共有 3125 个病种次均
费用显著下降，占全部病种
的 31%，其他病种次均费用
总体保持平稳，从而降低全
市医疗费用增长速度，缓解

看病贵问题。
“DIP 改革还将保障医

院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
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
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
革后，医院诊疗服务更加
标准规范，大医院收治危
重病患者比例逐年增长，
住院病例评审分数逐年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提
升。同时，患者平均住院
天数有所下降，每年减少
不必要住院 5.6 万人次，医
疗服务更有效率。

据悉，广州 DIP 改革已
覆盖全部住院定点医院，惠
及 1400 万参保人。“作为
DIP 改革先行区和示范点，
我们将继续深化 DIP 改革，
擦亮医疗保障领域的‘广州
名片’。”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 457 万人，
录取人数为 110.7 万，录取率为
24.2%。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屡
创新高，导致统招分数线“水涨船
高”。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与
招生比例均在 3：1 以上；2022
年，大部分专业的国家分数线，相
比 2021 年高了 4 分至 15 分。“考
研难”成为不争的事实。

考研竞争愈加激烈，还要不
要读研？“如果目标院校缩招，可
能会考虑选择其他院校。”广东
第二师范学院的张同学如是说。
和张同学一样，网络上也有不少
正在备考的网友分享说，缩招带
来的风险会让他们更谨慎地对待
考研。

“决定选择这所学校时，我就
已经充分了解过报录比等相关数
据，不会因为报名人数的增减感

到焦虑。”正在备考华南师范大
学工商管理专硕的陈同学认为，
考研缩招会带来一定的备考压
力，但不影响他备考的整体节
奏，“大家不可能是冲着最后几
个名额去的，肯定是想争取更好
的名次。”

上海某高校大三在读学生
Eliauk（化名）则表示，他最初也
有读研的想法，但经过理性分析
后发现自己对科研缺乏兴趣，也
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决定不走读
研这条“严进严出”的赛道。“条
条大路通罗马，除了考研，本科
毕 业 生 还 有 其 他 很 多 就 业 选
择。”Eliauk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升
学增强就业竞争力”是不少本
科 毕 业 生 选 择 读 研 的 重 要 原
因。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杨爱平认为，并非所有同学都

适合读研，有的学生虽然考试
分数很高，但只会应付考试，没
有广泛阅读，缺乏独立思考的
能 力 。 在 他 看 来 ，能 做 到“ 五
会”的学生比较适合读研。所
谓“五会”指的是“会读、会想、
会写、会说、会做”，对应研究生
应该拥有的阅读能力、思考想
象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
为人处世能力。

据了解，也有一部分学生在
考取硕士研究生后选择放弃入
学。近年来，中国政法大学、苏
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都
发布通知，对未按学校规定办理
入学手续的同学作自动放弃入学
资格处理。多所学校负责招生的
老师表示，找到工作、出国留学
是学生放弃入学资格的主要原
因。除此之外，报考全日制研究
生的同学被调剂到非全日制，也
是弃读原因之一。

从“分蛋糕”转变为“争蛋糕”

DIP改革全覆盖惠及1400万人

争取到2024年
全国所有地区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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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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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是利用大数据建立的医保支付管理体系，疗效好、成本低的治疗方式能得到更多支付 通讯员供图

2023年考研
10月5日至25日

正式报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22

日晚，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广
东省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须知。据悉，2023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的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9月24日至27日，正式报名时间为10
月5日至25日。

考生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成功
提交后通过“网上支付”方式缴纳报
考费，并按照报考点的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核对并确认网上报名信息。
此外，符合广东报考条件且选择广
东各报考点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
干人才计划的考生，须于10月8日9
时至24日22时前将相关材料通过研
招网系统上传。

报考的网上确认时间为10月下
旬至11月上旬。报名信息经考生确
认后一律不作修改，错填关键信息的
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10月25
日22时）前，取消报名后重新报名。

广东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共设置50个报考点，包括广州、深
圳、珠海等招生办公室（考试院、考
试中心）以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报名期间，如
个别报考点因考生过于集中超过其
考场容量，省教育考试院将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调整部分考生到其他报
考点或备用报考点参加考试。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
生，要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要
求进行报名；同时除身体原因等特
殊情况外，建议所有考生积极主动
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