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教研厅〔2016〕2 号）

中，准确界定了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

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

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

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

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

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

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

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

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

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

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

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

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

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

延长基本修业年限）内，在

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

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

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

产学习的研究生。

什么是非全日制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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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云”复试 他们同守护
本报记者 苗 露

三方面着手了解非全日制研究生
本报记者 苗 露

过 往 由 于 全 日 制 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存在区

别，很多考生对报考非全

日 制 研 究 生 会 有 纠 结 。

其实这纠结的背后，是考

生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

未来发展不确定，不知道

其“含金量”如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

等教育采用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教育形式。为推

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

究 生 教 育 协 调 发 展 ，加

强规范管理，2016 年，教

育 部 办 公 厅 印 发《关 于

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研 究 生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教 研 厅〔2016〕2

号），明 确 自 2017 年 起 ，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

生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

计 划 ，考 试 招 生 执 行 相

同 的 政 策 和 标 准 ，培 养

质 量 坚 持 同 一 要 求 ，学

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

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2020 年，教育部办公

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

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

研厅函〔2019〕1 号），明确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向

劳动者提供平等就业机

会。各级公务员招录、事

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公开招

聘要根据岗位需求合理制

定招聘条件，对不同教育

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就

业机会，不得设置与职位

要求无关的报考资格条

件。各地要合理制定人才

落户条件，精简落户凭证，

简化办理手续，为不同教

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

落户机会。

对于考生来说，是否

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需

要从自身出发，结合学习

规划、就业规划等综合考

量，提前了解清楚相关信

息后做抉择。近年来，高

校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

养工作在不断提升，考生

多 了 解 相 关 信 息 ，走 出

“误区”后同样会获得精

彩的未来。

非全日制研究生发展如何

对于考生来说，全日

制 与 非 全 日 制 的 区 别 ，

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在培养方式上，非全

日制研究生以非脱产形

式进行学习，即以在职方

式 培 养 ，一 般 安 排 在 周

末、寒暑假集中上课或节

假日上课。部分学校非

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申

请与全日制研究生一起

上课等。对非全日制研

究生，多数学校不提供宿

舍；全日制研究生则以脱

产方式培养，上课按学校

教学安排进行，学校基本

会提供宿舍。

在学费标准、奖学金

方面，非全日制研究生学

费标准会高于全日制研究

生。非全日制研究生暂无

国家拨款的奖学金；全日

制研究生享受政策范围内

的奖励资助。

在人事档案、毕业派

遣、学位证和毕业证方面，

二者同样存在区别。

全日制研究生在就读

期间需要根据学校要求，

完成个人人事档案的流转

工作。毕业时全日制研究

生需要自主择业，学校负

责为其办理有关就业手

续。在规定时间内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按学校当

年 有 关 就 业 政 策 执 行 。

全日制研究生在校期间

要遵守学校规定，并按要

求 完 成 培 养 阶 段 课 程 。

符合所学专业毕业条件

和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

得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

标注学习形式，即“全日

制”）和学位证书。

非全日制研究生就读

期间，其人事档案不转入

学校，毕业后也没有就业

证和派遣证。按学校要求

完成培养阶段课程，符合

所学专业毕业条件和学位

授予条件者，可获得毕业

证书（毕业证书上标注学

习形式，即“非全日制”）和

学位证书。

针对全日制与非全日

制的区别，不同招生单位

要求不同。考生在报考前

可提前向招生单位了解当

年规定和要求。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有何区别

研考报考人数的增加，让非全日制研究生受到越来越多

考生关注。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习方式的一种，非全日制硕士

与全日制硕士在培养方式、学费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部分

考生对非全日制研究生了解不多，容易陷入报考误区。记者

就此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

面对远程复试过程中

考生可能遇到网络故障等

情况，各招生单位提前安

排 考 生 进 行 复 试 模 拟 演

练，合理设置复试流程，充

分做好复试平台操作和网

络故障预案处理，畅通考

生咨询渠道等，全力以赴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考试

组织和演练工作，共同守

护考生的梦想。

“作为一名应届研考生，

因为疫情原因春季学期我们

没能按时返校，只能在家中

参加研考复试。第一次在家

里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我心

里有点焦虑、紧张和忐忑，担

心自己的网络是否稳定，考

试系统是否能正确使用。”今

年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考生

张雨说，“报考学院充分考虑

到考生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存

在经验不足、备考不充分等

问题，在考前提前为所有参

加复试的考生组织模拟演

练，让我们提前熟悉复试系

统，调试好设备。”

研考不是一个人的奋

战，而是一群人的合力。疫

情之下，今年的“云”复试，

高校想考生所想，急考生所

急，在过往积累的线上复试

经验基础上，提前做好网络

远程复试预案保障工作，考

前加大对网络设备调试、模

拟演练等服务，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让研考学子在新冠

疫情形势比较复杂的当下

感受到了“春”的温暖。

考前模拟让考生更“安心”

“学院这边有合适的复试

场地，你可以申请使用……”

考虑到考生寝室空间局促、

互相影响、光线较弱、声音

嘈杂、网络不稳定等现实条

件，高校第一时间对全校有

需求的考生进行精准摸排

和分类统计，调动一切可用

资源“花式助研”。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

院将学生之家向有复试需

求的考生开放。学院对学

生之家提前进行了精心布

置，除保障面试功能区无线

信号稳定外，还配备整洁桌

椅，同时搭设了背景板，准

备了双机位手机支架、专业

面灯打光设备等线上面试

常用工具。考虑到考生线

上复试可能没有合适衣装

等情况，学院还贴心为考生

准备了护肤品、基础正装服

饰等，为考生圆梦护航。此

外，学院还严格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为每个房间都准备

了消杀用品，每次使用前都

进行全面消毒处理。有需

求的考生通过线上预约即

可使用。

“研考生看这里！新的

面试研讨空间已解锁！”复试

期间，京内各高校为满足校内

学子需求，纷纷开放会议室、

办公室等空间，为考生线上

复试服务。考虑到考生备考

容易出现焦虑紧张等情绪，

部分高校在临时复试室外还

张贴、悬挂了温馨标语，为考

生缓解压力，加油助威。

开放空间助力学子圆梦

作为今年的应届研考

生，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

学的李飞复试期间正在上

海实习。

“面对新冠疫情，我按

照学校网络远程复试要求，

对自己暂时在上海租住的

房间进行布置和整理。”李

飞说，虽然因疫情原因，自

己的复试考场有些“特殊”，

但报考的招生单位给予他

很多帮助。

“复试前，招生单位老

师及时通知，让我们这些参

加复试的考生提前了解和

熟悉考试系统。针对我们

在复试测试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也及时沟通给予解

答。”李飞说。

作为硕士研究生选拔

的重要环节，复试是对考生

进 行 全 面 考 察 的 重 要 手

段。在网络远程复试过程

中，在京各招生单位周密部

署，暖心守护，不断提升招

考服务水平，让研考生能全

力以赴追梦。

暖心守护学子复试

今年研考远程复试过程中，对研考生可能存在的困难，在京

各高校积极排忧解难，多部门精心服务，用心用情，努力创设良好

的复试条件，为参加“云”复试的考生保驾护航。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精心布置学生之家，为考生提供线上面试场所。 刘 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