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研究生招
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快速增
长，研究生住宿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日前，“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
住”的词条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广大网友
热议。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针对研
究生住宿问题，各高校采取不同的应对措
施，目前广东高校普遍为全日制研究生提供
住宿，并持续扩建新宿舍，宿位保障较充
足。就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今年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发
文，要求多渠道扩大学生宿舍资源，并推
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宿舍面积达标挂
钩。专家建议，高校可与校外资源合
作，增加社会化运作，以多元路径
破解研究生住宿紧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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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底，“研究生
多到无宿舍可住”的词条冲
上微博热搜。据报道，北京
师范大学研一学生古明向
媒体表示，由于北师大不再
为在京就读的专硕生提供
宿舍，他一年的租房费用和
其他生活费总和接近学费
的6倍。实际上，关于研究
生住宿问题的热搜在去年
12月也曾出现，当时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多所高校在2024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不为
部分研究生提供住宿，引发
网友热烈讨论。

为何会出现“宿位难
求”的情况？华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李盛
兵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在
学研究生 365.36 万人，近
年来研究生人数不断增
长，自然住宿就紧张了。
在研究生扩招的情况下，
许多高校没有做好准备。”
广东某双一流高校研究生
院负责人 A 老师则认为，
除了读研的需求越来越
大、高校招生规模大幅扩
张之外，研究生的管理流
程、培养环节、毕业条件更
加严格，也导致部分研究
生延期毕业，研究生人数
规模多于以往。

3 月 1 日，教育部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给出一组数
据：2023 年全国共招收研
究生 130.17 万人，比上年
增长4.76%。其中，招收博
士生 15.33 万人，比上年增

长 10.29%；硕士生 114.84
万人，比上年增长4.07%。

而继“研究生多到无宿
舍可住”后，“教育部将增
加专硕招生规模”的消息
也冲上了热搜。根据教育
部数据，2023 年全国专硕
招生占比近 60%，已成为
研究生招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记者梳理中山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的招
生信息发现，这些学校近
年来对专硕的计划招生人
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早在 2020 年，教育部
就发布了《专业学位研究
生 教 育 发 展 方 案（2020-
2025）》，方案明确指出了
专硕在未来五年将迎来快
速扩招阶段。2023 年 12
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教育部关于深入
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
见》有关情况，并表示将以
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
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
进一步提升专业学位研究
生比例，到“十四五”末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
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
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
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专硕生招生规模不断
扩大，一些高校却官宣不
再为专硕生安排住宿，如
何看待这一现象？怎样解
决研究生的住宿问题？

在“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词
条的评论中，有网友提出：“多数全日
制研究生还没有实现经济独立，在外
租房的开销给一些家庭带来很大负
担”；也有网友认为：“研究生教育不
是义务教育，更接近于投资，需要学
生自己考虑投入产出比”……

那么高校是否应该为研究生提供
宿舍呢？李盛兵认为，就我国国情而
言，高校要给研究生提供住宿，以解
决其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高校不
为研究生提供宿舍是西方的做法，但
对我国来说并不合适，不能简单地

‘一拒了之’。我国高校建立了基本
的学生宿舍保障体系，应该在此基础
上，结合实际情况，综合构建一个新
的住宿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否为研究生提供住宿应是根
据时间、情境变化的，与各个高校自身
要素有关。”A老师则表示，在我国内
地，高校为研究生提供宿舍是一种长
期形成的传统，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多
改变，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强调扩
招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宿舍床位，
近两年院校不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或专
硕生提供宿舍的情况也仅是少数。

另一所广东高校研究生院的负责
人B老师认为，学校应该为非定向的
研究生提供住宿，而对定向研究生可
不提供住宿。

在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从现代大学建
设的角度，大学不为研究生提供住宿
服务，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是一大
趋势；但高校不能简单地要求专硕生
自行租房，而应从学生实际出发，为
他们校外租房提供便利，这需要社会
有相应的配套服务，保障社会化后勤
服务方式的公益性。

记者留意到，省外多所高校
曾表示不再为部分研究生提供
住宿，对象主要是专硕生或非全
日制研究生。其中，北京大学在
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
本部）中指出，不为专硕、非全日
制以及人事档案不转入学校的
研究生提供住宿。复旦大学从
2019 年便开始实行专硕生校外
住宿政策，但承诺会协助学生解
决住宿问题。南京大学也表示，
2024 级专硕生原则上学校不提
供校内住宿，学生需自行安排，
学校给予全日制专硕生适当的
交通补贴。

广东省内多所高校的招生
简章则显示，会为全日制研究生
提供住宿，包括学硕和专硕，但
不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供住宿。

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宿舍
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学生宿位
的群体主要包括在中大接受学
历教育的非在职正常学制年限
内全日制学生，以及部分特殊类
型的学生，如定向就业的全日制
学生、交换生等。同时，中大还
明确了不再提供住宿的情况，如
超出正常学制一年的学生、户籍
地址与学习地在同一城市的在
职全日制研究生等。

华南理工大学在 2024 年的
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表示，全
日制研究生由学校根据三个校
区宿舍床位情况统筹安排住宿，
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
记者获悉，目前华工 2023 级全
日制研究生的宿舍大部分安排
在该校广州国际校区，研二将搬

回学院所在校区——五山或大
学城校区。

华南农业大学表示，对于全
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学校统
一安排住宿，全日制定向生和非
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

广州医科大学表示，课程学习
期间，一年级研究生可入住番禺校
区研究生宿舍，课程学习结束后，
符合学校住宿要求的研究生安排
在学校宿舍住宿，其他研究生的住
宿由导师所在单位（医院）安排。

广东财经大学明确，对非全
日制研究生学校不安排住宿。

北京师范大学在 2024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表示，在学
制规定年限内，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由学校安排住宿；培
养地点在北京的专硕生不解决
住宿；培养地点在珠海的全日制
专硕生，在校学习期间由学校在
珠海安排住宿。

而对于博士生，华南农业大
学表示，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
生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全日制
定向博士研究生不安排住宿。华
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在 2023
年 6月曾表示，在华师攻读博士
学位的学生，如有住宿需求可申
请床位；定向培育博士生（首年
须脱产在校学习的除外）、华师
教工在职就读本校博士生不安排
宿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表示，
博士研究生根据宿舍房源安排，
定向单位在穗的博士生不安排住
宿。广东财经大学表示，凡被录
取的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入学后均安排单人单间宿舍。

日益凸显的研究生住宿难
题应该如何解决？李盛兵提
出，西方高校是“管而不建”，中
国高校则应采取“管、建、借”的
综合治理方式，高校要逐步联
合社会一起解决研究生住宿问
题。除了扩建宿舍外，高校还
可考虑借用社会房源。“高校扩
建宿舍是解决这一情况的根
本。若是扩建困难，且在当地
房地产又滞销的情况下，高校
可以选择与其合作，这是一个
双赢的解决办法。”他强调，高
校除了要多方面、多角度解决
研究生的住宿问题外，还要提
前做好宣传工作，让考生能够
清晰了解，做到透明公开。

B老师认为，学校应扩建学
生宿舍以满足需求，高校的后勤
服务能力也是考量研究生教育
规模的因素，值得重视。

熊丙奇谈到，建设高校学生
宿舍，既要考虑在读学生的现实

需求，又要结合未来10-20年适
龄学生的变化，有系统的前瞻性
规划。未来 10 年，我国高校面
临较大的扩招压力，因为 2016
年、2017年是本世纪我国出生人
口的高峰年，这些孩子在 2034
年、2035 年进入大学。同时，我
国有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所
以大学还会进一步扩招。

“接下来高校应重点关注如
何实行社会化方式，既有利于学
校办学，又给学生自主选择权。”
熊丙奇说，可行的办法是将自建
宿舍与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结
合起来，在自建部分宿舍的同
时，在政府支持下开拓校外住宿
资源，将校内宿舍和校外宿舍
（公寓）资源整合起来，提供给学
生选择。政府和高校对学生租
住校外宿舍（公寓），提供一定的
补贴，保障其公益性。这可让高
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把更多精
力用于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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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广州市荔湾区
在海龙围科创区、西湾路口袋
公园、石围塘街道的江边绿地
设置三个植树点，同步开展春
季义务植树活动。

扶树正苗、铲泥入坑、挥锹
培土、提水浇灌……海龙围科
创区是本次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的主会场，参与植树活动的人
员互相配合，将数株树苗植入
土地。活动结合岭南气候特点
和荔湾区文化特色，在海龙围
科创区7000多平方米的植树
点主要栽种了宫粉紫荆、紫花
风铃木等树种共121株。

“这些宫粉紫荆是来自粤
北的树种，并带有花苞，过一
段时间，市民将可以观赏到宫
粉紫荆的绽放。”荔湾区住房
建设和园林局园林绿化科相
关负责人王腾飞表示，海龙围
科创区的植树点未来将建成
2.37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地。

荔湾区海龙街道海北社

区林长郑泳贤参与了海龙围
科创区义务植树活动。作为
社区林长，她平时需要巡查社
区内的树木情况，“如发现树
木需要修剪、有生长问题等，
需要及时上报给街道。此外，
我们还组织开展和环境保护
相关的社区活动，提升居民保
护环境的意识，共同建设绿美
家园。”

在海龙街道片区工作了
20 多年的郑泳贤，见证了海
龙围科创区的周边变化。“海
北社区是一个‘村改居’社
区，以前遍布农田和简陋的村
级工业园。现在，海北社区除
了有现代化的科技园区之外，
还建起了休闲公园，花地河也
有了更规范的管理。”她说。

记者了解到，荔湾区今年
预计举行80场植树活动。发
力绿美荔湾建设，全年计划新
增城市绿地8万平方米以上，
其中将新建口袋公园6个。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3万平方公里”“林草产业健
康发展，全年全国林草产业总
产值达 9.28 万亿元”“实现以
经济林为主的森林食物产量
2.26亿吨”……

在我国第46个植树节到
来 之 际 ，国 家 林 草 局 发 布
202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
报，森林的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等多种功能得到具体量
化，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再次凸
显。

古语说：“孟春之月，盛德
在木”。我国自古有在春季种
树的传统。1979 年，第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决定将每年 3月 12日设为植
树节。1981 年 12 月，我国通
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的决议》，义务植树成为每
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成为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
内容，植树作为全民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在
中华大地更加蓬勃开展。

南粤春早，草木芳菲。独
特的水、光、热条件让广东的
春天来得格外早，春季植树的
热潮扑面而来。前两天，广州
市民程燕专门带着女儿来到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龙
眠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有
了切身体验，孩子对自然的热
爱才更真实。”她说，她与7岁
的女儿共同种下一棵野牡丹，
感觉非常有意义。

千里之外的三北地区，三
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早已
悄然打响。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的工
人们，正忙着培育储备苗条，
为春季造林做准备。林场副

场长葛文斌说，今年将进行乔
灌草结合造林近万亩，建设
500亩保障性苗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三北
工程攻坚战已实现良好开局，
未来工程不仅要谋划综合治
理，还更注重成果巩固，将推
动扩绿增量向增绿提质并重
转变。

近年来，森林作为水库、
钱库、粮库、碳库的重要性愈
发深入人心。这个春天，不仅
属于忙碌种树的人们，也同样
属于耕耘梦想、播种希望的森
林经营者、林业科学研究者
们。

清晨，浙江杭州市淳安县
千岛湖林场的珍珠半岛基地
上，一棵棵高大的马尾松、栎
树、苦槠树下，大球盖菇、羊
肚菌生机勃勃地生长着。有
的松树桩下隐藏着壮硕饱满
的“金疙瘩”茯苓。

这是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研究员张金萍团队多年来精
心探索的用森林抚育枝叶、灌
木、疫木等林下废弃物养殖的

“宝贝”。“由于生长环境好，
市场很欢迎。”张金萍说，我
们要继续加强研究，不断挖掘
培育更高质量的森林食物，用
科技力量帮助林农增收致富，
努力推动森林产业成为更有
价值的绿色大产业。

随着春风吹拂，更多更美
的绿色将如约而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2024 年我国将继续科
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聚焦重点、巩固成果、持
续用力，为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
贡献。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危健
峰、赖嘉华报道：最是一年春
好处，植树造林正当时。3月
11 日至 12 日，为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广
东省文联、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广东画院组团帮扶单位以
及中建三局羊城晚报项目党
员干部代表前往梅州五华龙
村镇开展乡村绿化工作，推动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活动以龙村大桥起至潭
溪村与石溪村交界的沿河 3
公里绿道为重点，利用零碎地
块种植观赏性行道树、经济果
树及低矮灌木等。现场，党
员、志愿者们积极发挥带头作
用，干劲十足。“党建红”和

“生态绿”交相辉映，呈现一
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
株株刚栽下的苗木迎风挺立，
在春日里焕发着勃勃生机。
此次活动共种植紫花风铃木、
青榄、黄金香柳、红花继木、
满天星等树苗近700株，为龙
村生态建设添新绿、助新力。

“这次主题党日植树活
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
开展认捐认养认种活动，凝
聚各方合力，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
众优势转化为乡村绿化各项
任务落地见效的工作优势，
实现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
绿美龙村。”乡村振兴驻龙村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李志
征说。

让更多绿色拥抱春天
——写在我国第46个植树节到来之际

凝心聚“绿”共“树”未来

广州荔湾开展春季植树活动
今年将新增城市绿地8万平方米以上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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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宿舍楼

广州荔湾海龙围科创区，孩子们热情高涨参加植树活动

省内高校持续扩建学生宿舍行动

D 自建宿舍+开拓校外住宿资源建议

C 全日制学硕专硕基本有得住广东

A 研究生太多宿舍告急现象

B 观点
不宜简单“一拒了之”

记者了解到，为了缓解住宿
压力，不少广东高校持续扩建学
生宿舍。

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
研究生宿舍于今年1月8日获得
项目施工许可证，现正进行桩基
础施工。该项目计划于2025年
竣工，预计提供约 1500 间学生
宿舍，可容纳 6000 人左右。五
山校区研二学生宿舍维修项目
外立面施工已完成，正进行室内
装饰、机电安装及室外园林施
工。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 1 月
10 日发布的信息，华工计划对
五山校区有30年楼龄的北六学
生宿舍和有20年楼龄的东十一
学生宿舍进行改造，涉及宿舍共
103间。近年来，华工的学生宿
舍数量和住宿质量都在不断提
升。

据李盛兵介绍，华南师范大
学的研究生教育近年来发展迅
速 ，研 究 生 人 数 由 2020 年 的
13562 人增至 2023 年的 17095
人，学校多措并举应对住宿紧张
问题：一是在老校区新建了多栋
研究生宿舍楼；二是部分研究生
入读新校区，如汕尾校区；三是
部分宿舍由四人间改为六人间。

此外，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2 月发布的有关招标公
告，广州大学即将新建 10 栋学

生宿舍、配套附属用房和设施
等，新增约 9088 个床位。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投入约 880 万元
重建云山3栋宿舍楼，新建四床
位宿舍共47间。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校区第33栋学生宿舍项目
日前顺利通过竣工联合验收，其
中 1-2层为学生食堂，3层以上
为学生宿舍。

就高校学生宿舍紧张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7部
门已联合发文。2024 年 1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
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
导意见》发布，从健全多元筹资
机制、多渠道扩大学生宿舍资
源、健全配套政策体系、加强宿
舍管理和服务等几个方面，引导
高校补齐学生宿舍短板，推进学
生宿舍建设。意见中提出，支持
宿舍面积缺口大、具备新建条件
的高校，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建
筑面积指标》新建一批学生宿
舍。在确保安全、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和处理好相邻关系的前提
下，支持高校优化现有校区空间
结构，对现有宿舍实施更新改
造，适当增加建筑规模。鼓励高
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
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
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同等标
准，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