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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
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
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雄安新区的设立
有利于（）。

A.集中疏解北京的
非首都功能

B.调整优化京津冀
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C.探索沿海和内地

对外开放新模式
D.探索人口经济密

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
答案：ABD
从 现 在 到 2020 年 ，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期，也是确保实现第
一个百年目标、为第二个
百年目标打好基础的关
键阶段。面对各种严峻
复杂的挑战，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
攻坚战有（）。

A.防范化解大风险

B.污染防治
C.产业结构调整
D.精准脱贫
答案：ABD
结合材料回答以下

问题：
（1）如何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

（2）为什么说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

（王俊 袁艺）

238万人考研 十九大报告成热点
报考人数同比增37万，再创新高

“新时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入考题

“一带一路”“雄安”
进考题

根据考试安排，12月 23日上午
进行的考试为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
联考综合能力，下午为外语，昨天则
将进行两场业务课的考试。

12月 23日 7时 50分许，中国人
民大学的教学4楼门口已经排起长
队，考生们手中大多拿着学习资料，
在进行最后的复习。8时，考生陆续
走入各个考场。

3 小时后，不少考生陆续走出
考场。多名考生告诉记者，十九大
报告的内容在政治考题中出现频
率很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进入论述题；“墨子号”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等则出现在选择题。此外，雄安新区
等热点也出现在今年的考研政治题
中。

四川报考人数增幅
达45.87%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报
考人数238万人，相较于去年增长了
37万人，增幅11.4%。其中，应届考生
131万人，比去年增加 18 万人，增幅
15.9%；往届考生107万人，比去年增
加19万人，增幅21.6%。

记者梳理发现，2018年湖北、辽
宁、湖南等地考研人数均创下历史新
高。其中，2018 年湖北报考人数为
120744人，比2017年增加 13638人，
增幅为12.7%。2018年内蒙古、广西、
云南等地的报名增幅均超过20%，四
川的增幅更是达到45.87%。

另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信息，全国
报考北京招生单位的考生超过32万
人，比 2017 年增加了 3.3万余人，增
幅达到11.5%。

据介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成绩一般会从明年2月中旬
开始陆续公布。考生可通过网络、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或招生单位公
布的方式查询。

据《新京报》《北京青年报》
报道，12月 23日，2018年研究
生考试开考，报考人数达 238
万，比 2017年增加 37万人，再
创新高。全国报考北京招生单
位的考生超过32万人，增幅达
11.5%。

在当天的政治考题中，十九
大报告成最大热点，“新时代”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都进入考题。

与往年相比，今年政治的题目有何
特点？

北京新东方国内考试部考研政治
教师桑宏斌分析认为，一句话来概括
今年考研政治，就是考研政治进入到

“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全方位引领考研政治
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近现代史等 5
个板块都在已有的知识点基础上，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方位地贯彻到考研政治命题
当中。比如，“如何理解抓住了主要
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根据矛盾
主要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来说明为什么发展是解决我国一
切问题的基础性关键”这道题，就是
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今天中国的
实际情况、矛盾的变化。既有原理又有
时事政治，既考察基础知识，又能考察
最新国情的变化。

“考研政治是选拔性考试，从基础
知识点的考察和难度系数来说，稳中略
有提升，难度比去年还是难一些的。考
生主观感觉押中了题，但其实考题中又
有很多陷阱，增加了排除选项的难度。”
桑宏斌表示。

再创新高的报考人数
背后是年年攀升的高校毕
业人数。2018年高校毕业
生预计达到820万人，创历
史最高纪录。12月 23日，
记者随机采访多名考生，
大多表示就业因素是考研
的主要动因。

此次报考统计专业的
一名女生，本科专业是市
场营销，她对记者说，报考
统计的原因是觉得这个
专业和自己本科专业结
合后，未来就业前景会更
好。

一名报考汉语国际教
育的考生表示，选择考研
首先考虑的就是就业形
势，本科生在就业方面压
力大，就业机会少，研究生
有更多竞争择业的机会，
再者自己比较喜欢汉语国
际教育这个专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表示，2018
年考研人数增加受双重因
素影响，一是就业因素影
响，二是今年各个地方新
增了学位点3000多个。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31个省市公示的拟新增硕
博学位授权点大幅增加，
总数接近3800个。另一方
面，近年来，硕士研究生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从 2007
年的 36.1 万，迅速增长至
2016年的59万，增长比例
达到63.6%。

此外，研究生报名中往
届生读研比例逐年提高，

“往届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就
业感受和体验没有预期那
么好，就业质量不高，所以
会出现往届考生大幅增加
的情况。”储朝晖表示。

■ 点评

考研政治进入“新时代”

12月 23日下午进行了英语考试，
据新东方考研英语首席主讲王江涛分
析，2018年考研英语整体难度与去年
相当，难度差别不大。

今年写作题目与大学生生活密切
相关。英语一要求写一封邀请外国专
家参加大学典礼的信，大作文则是图画
题，考的是大学生选课。英语二写作则
是写一封道歉信给一名教授，因为自己
取消旅行计划；大作文是一个图表题，
要求描写2017年某个城市选择餐厅关
注的因素。

英语整体难度与去年相当

■ 分析

毕业人数攀升带动“考研热”

■ 考题摘录

随着教育部去年下发
《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叫停已执行多年的

“在职研究生联考”，要求
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统
一组织实施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招生录取，两
类研究生标准统一，保证

同等质量。这意味着，以
前社会人员考在职研究
生，只需参加每年 10月为
社会人员单独举办的联
考；而从去年开始，就要和
应届毕业生同场竞争，参
加全国统考了。“在职研究
生”这个称谓也退出了历
史舞台，改为“非全日制研

究生”。
研究生统考的科目、

难度和要求要高于以前
的 联 考 ，也 许 是 这 个 原
因，记者了解到，去年报
考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社
会人员，要比往年报考同
一高校在职研究生明显减
少。

“在职研究生”仍比全日制容易考

12月23日上午，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考生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考点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