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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推免制度改革前后西北某省６所重点高校推免生数量与研究生生源质量变化,探讨研究生

生源质量对西北地区高校学科发展的影响,认为现行推免制度加剧了西北地区优秀推免生的外流和研究生

生源质量的下降,将影响西北地区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专业培养的连续性,动摇学科发展的人才基础,削弱科

研团队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为此,建议改革现行推免制度,适度增加西北地区推免生名额,设置推免生校内

留用比例,并增加对西北地区高校优势学科的支持力度,以促进西北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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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实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制度(简称:推免制度),通过

推免制度接收优秀本科生已经成为各高校选拔创新

人才、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的重要途径,推免制度对

提升各高校研究生生源质量及其多元化起到了极其

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全国具备推免资格的高等

院校共３００余所,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辽宁、陕
西、上海等高校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北京４１所,
江苏省２４所,都是吸引优质生源最具竞争力的地区

之一.由于推免生的严格选拔制度,吸引和接纳推

免生也是近些年来我国重点高校为了提高生源质

量、优化生源结构和培养卓越人才的重要竞争领域.

２０１４年７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

知»,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意在打破高

校间非学术因素构筑的招生壁垒,优化学缘结构,政
策初衷无疑是积极的.政策将“保送名额分为校内

留用和校外推荐两类”规定取消之后,推免生可反复

比较不同大学、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实力和特色,
最终做出理性选择,这样无疑保障了学生自主选择

报考学校和专业的权利[１].但是,也将每年１０月前

后的保研季演化成了前后持续半年之久的“掐尖”大
战,以招生为目的的各种形式与名头的夏令营活动

每年５月就开始启动,很多单位在期末前就开始组

织此类活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的本科教学秩序.这

种生源争夺本身已不只是导师是否优秀、学科是否

优质的竞争,还包括了自然条件、区域发展水平、就
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场竞争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北地区高校明显处于劣势,不仅难以接收

其他地区的推免生,而且很难留住本地区的生源,导
致地区所有高校整体性面临生源质量严重下降的

困境.
受制于地理位置、区域发展水平、区域开放度、



教育资源丰度等因素叠加影响,在全国高校选拔和

接收优秀本科推免生的激烈竞争中,西北地区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外流趋势异常突出.推免制度改革

前西北地区各高校接收推免生中,最好生源几乎都

是本校推免生,本身就较难接收到同一层次的东部

地区高校生源,更不可能吸引到更高层次高校的“尖
子生”,在区分校内和校外名额的政策下,具有校外

推荐资格的学生已经使得优质生源外流严重.推免

制度改革后,在不区分校内和校外名额政策下,进一

步加大了优质生源的外流,这一格局使得西北地区

高校研究生生源质量逐年下滑,学缘结构层次构成

难以提升,并已经影响到西北地区高校“双一流”建
设及其在服务社会中支撑作用的发挥,进而可能导

致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加剧.
西北地区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

点,是我国区域实现均衡发展的“短板”.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对“创新支撑”需求日益

迫切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高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

和产出原创性成果方面,担负着比东中部高校更重

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充分发挥推免制度积极作

用的同时,合理兼顾西北地区高校推免生生源数量

与质量,不仅有助于补齐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短板,加
速该地区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进程,而且有利于

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供重要的人才支

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

好蓝图变为现实.为此,本文将通过重点分析西北

某省６所重点高校(含“９８５”高校２所,“２１１”高校４
所)近年来研究生生源质量的变化,试图呈现当前推

免制度对西北地区高校研究生生源质量的影响,以
期发现推免制度在西北地区出现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

二、西北某省重点高校研究生生源质量变化

西北地区高校服务面积大,但普通高校数量相

对少.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５个省

份国土面积达到３１０．８７万平方公里,２０１５年中央部

委所属高校９所,地方所属高校１０７所;２０１５年,西
北五省人口超过１亿,每１０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

除陕西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四省均较低,青
海、新疆两省份处于全国后两位.与东部地区省市

相比,高校数量和分布密度明显较少,同期,北京、上
海、江苏３省市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分别为３７所、１０
所、１０所,地方所属高校分别为６６所、３８所、７７所.

(一)推免生全国分区域流向

１．推免生向东中部流出人数明显增加

西北某省６所重点高校２０１０年之后推免生总

人数出现较大规模增长,至２０１３年后基本稳定在

３８５０人左右.推免生流向直接反映出２０１４年推免

生政策改革后,到２０１５年政策实施出现较大变化,
从西北某省流向东部地区高校的推免生从２０１４年

之前的１５％左右急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２．１８％,涨幅超

过１００％;流向中部地区高校的推免生也从２０１４年

之前的４％左右急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９．４２％,涨幅同样

超过１００％;而流向西部地区高校的推免生从２０１４
年之前的８０％左右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８．４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高校推免生分区域流向

年份
推免生

总人数

东部

人数 占比

中部

人数 占比

西部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２９６７ ３９５ １３．３１％ １０７ ３．６１％ ２４６５ ８３．０８％

２０１１ ３５３６ ６１８ １７．４８％ １３５ ３．８２％ ２７８３ ７８．７０％

２０１２ ３６９３ ５４９ １４．８７％ １６０ ４．３３％ ２９８４ ８０．８０％

２０１３ ３８４５ ５５７ １４．４９％ １８５ ４．８１％ ３１０３ ８０．７０％

２０１４ ３８５３ ５９６ １５．４７％ １６５ ４．２８％ ３０９２ ８０．２５％

２０１５ ３８６６ １２４４ ３２．１８％ ３６４ ９．４２％ ２２５８ ５８．４１％

　　　　数据来源:课题组２０１６年获取的调研数据.

　　２．“９８５”高校推免生外流比例更大,流向东部地

区相对更多

从“９８５”高校分区域流向来看,２０１５年流向东

部地区推免生比例达到３８．９２％,相比２０１４年涨幅

超过１５０％;流向中部地区推免生比例为５．５２％,涨
幅接近１００％;流向西部地区推免生比例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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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４％,下降近３０个百分点.从“２１１”高校分区域

流向来看,２０１４年开始,流向东部地区推免生比例

即出现小幅增长,至２０１５年上涨至２７．６６％;２０１５

年流向中部地区推免生比例增至１２．０１％,增幅高于

东部地区;２０１５年流向西部地区推免生比例下降至

６０．３３％,下降近２０个百分点.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高校推免生分层次分区域流向

年份 推免生人数

西北某省“９８５”高校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１３４３ １２４ ９．２３％ ３９ ２．９０％ １１８０ ８７．８６％

２０１１ １６９０ ３２９ １９．４７％ ４７ ２．７８％ １３１４ ７７．７５％

２０１２ １５７４ ２５４ １６．１４％ ４６ ２．９２％ １２７４ ８０．９４％

２０１３ １６９１ ２５７ １５．２０％ ４３ ２．５４％ １３９１ ８２．２６％

２０１４ １５９３ ２２４ １４．０６％ ４５ ２．８２％ １３２４ ８３．１１％

２０１５ １５５２ ６０４ ３８．９２％ ８６ ５．５４％ ８６２ ５５．５４％

年份 推免生人数

西北某省“２１１”高校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１６２４ ２７１ １６．６９％ ６８ ４．１９％ １２８５ ７９．１３％

２０１１ １８４６ ２８９ １５．６６％ ８８ ４．７７％ １４６９ ７９．５８％

２０１２ ２１１９ ２９５ １３．９２％ １１４ ５．３８％ １７１０ ８０．７０％

２０１３ ２１５４ ３００ １３．９３％ １４２ ６．５９％ １７１２ ７９．４８％

２０１４ ２２６０ ３７２ １６．４６％ １２０ ５．３１％ １７６８ ７８．２３％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４ ６４０ ２７．６６％ ２７８ １２．０１％ １３９６ ６０．３３％

　　　　数据来源:课题组２０１６年获取的调研数据.

　　通过比较“９８５”高校和“２１１”高校推免生分区域

流向结构可以看出,推免生政策改革对９８５高校影

响更大,主要原因在于“９８５”高校生源质量、学科平

台等较“２１１”高校略好,推免生有更多的机会流向东

部地区“９８５”高校,加之我国“９８５”高校及中科院等

科研机构多位于东部地区,也促使“９８５”高校推免生

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此外,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城
市环境、就业市场、生活质量等优越条件也对推免生

流入产生吸引.
(二)推免生接收来源结构

１．接收推免生生源质量下滑严重

从推免生接收来源看,西北某省６所重点高校

近年来已出现“９８５”高校生源下降的趋势,反映出本

区域重点高校对“９８５”高校推免生生源吸引能力存

在众多不利因素,高等教育资源全国不平衡、高端人

才过度集中于东部等因素对西北地区高校推免生接

收能力有较大影响.２０１４年推免生政策改革加剧

了本区域优质生源外流,导致来源于“９８５”高校的推

免生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９．６２％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
６１％,即西北某省６所重点高校中仅有７０５名推免

生来源于“９８５”高校,而同期涉及的２所“９８５”高校

获得推免资格学生数却达到１５５２人,优质生源外流

严重.
从接收“２１１”高校推免生生源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基本稳定,２０１５年仅出现小幅下滑.但优质生源

外流现象同样应得到足够重视,２０１５年,６所高校共

１６９９人来源于“２１１”高校,同期４所“２１１”高校推免

生人数为２３１４人,差额超过２５％.此外,从接收普

通高校推免生生源来看,由于大量本区域“９８５”
“２１１”优质生源外流,普通高校推免生人数迅速增

加,对本区域原有接收推免生生源结构产生较大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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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高校推免生接收来源

年份
接收推免生

总人数

“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 普通高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２３６８ １０６３ ４４．８９％ １２７５ ５３．８４％ ３０ １．２７％

２０１１ ２９６１ １２３１ ４１．５７％ １５８８ ５３．６３％ １４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２ ３１３４ １２４８ ３９．８２％ １６８３ ５３．７０％ ２０３ ６．４８％

２０１３ ３１８７ １２６１ ３９．５７％ １７１７ ５３．８８％ ２０９ ６．５６％

２０１４ ３２８９ １３０３ ３９．６２％ １７７１ ５３．８５％ ２１５ ６．５４％

２０１５ ３２６３ ７０５ ２１．６１％ １６９９ ５２．０７％ ８５９ ２６．３３％

　　　　数据来源:课题组２０１６年获取的调研数据.

　　２．“９８５”高校推免生生源质量下滑程度更加

严重

２０１４年之前,“９８５”高校接收推免生中超过

９６％的生源来自“９８５”高校,３％左右的接收推免生

来自２１１高校,１％左右来自普通高校.２０１５年,
“９８５”高校推免生生源质量出现大幅下滑,仅有

５５．８２％的生源来自“９８５”高校,短期内极速下滑４０
个百分点,对高校科研产生、人才培养等将产生直接

影响.整体来看,“２１１”高校接收推免生中,“９８５”高
校生源近年来基本稳定.但“２１１”高校生源自２０１０
年后,即出现下滑趋势,推免生政策改革更加剧了生

源质量下滑.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高校分层次推免生接收来源

年份
接收推免

生人数

西北某省“９８５”高校

“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 其他高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１０６８ １０４６ ９７．９４％ １８ １．６９％ ４ ０．３７％

２０１１ １２３３ １１９０ ９６．５１％ ３２ ２．６０％ １１ ０．８９％

２０１２ １２６２ １２１６ ９６．３５％ ３１ ２．４６％ １５ １．１９％

２０１３ １２７２ １２２２ ９６．０７％ ４０ ３．１４％ １０ ０．７９％

２０１４ １３２４ １２６１ ９５．２４％ ４６ ３．４７％ １７ １．２８％

２０１５ １１６８ ６５２ ５５．８２％ ３０１ ２５．７７％ ２１５ １８．４１％

年份
接收推免

生人数

西北某省“２１１”高校

“９８５”高校 “２１１”高校 其他高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０ １７ １．３１％ １２５７ ９６．６９％ ２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８ ４１ ２．３７％ １５５６ ９０．０５％ １３１ ７．５８％

２０１２ １８７２ ３２ １．７１％ １６５２ ８８．２５％ １８８ １０．０４％

２０１３ １９１５ ３９ ２．０４％ １６７７ ８７．５７％ １９９ １０．３９％

２０１４ １９６５ ４２ ２．１４％ １７２５ ８７．７９％ １９８ １０．０８％

２０１５ ２０９５ ５３ ２．５３％ １３９８ ６６．７３％ ６４４ ３０．７４％

　　　　数据来源:课题组２０１６年获取的调研数据.

　　通过分析推免生接收来源结构不难看出,近年

来西北某省重点高校,无论“９８５”高校接收的推免生

还是“２１１”高校接收的推免生,生源质量均已出现下

滑趋势.推免生政策改革不但没有对已存在的优质

生源外流现象起到抑制作用,反而严重加剧了优质

生源的外流,直接影响高等学校科研发展与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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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此外,从推免生生源质量的阶梯性变化不难看

出,无论对“９８５”高校、“２１１”高校,还是普通高校来

说,生源外流都将对本层次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尤其是短期内,在全国高等教育资源、
人才资源难以实现平衡发展的情况下,西部高校优

质推免生生源外流不仅不利于高校发展,也不利于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提升和社会进步.
(三)接收推免生学缘结构

１．推免生学缘结构变化大,不利于学科持续性

发展

从接收推免生学缘来看,西北某省６所重点高

校近几年推免生接收人数成上升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本校生源占比基本维持在８７％左右,至２０１５年

本校生源占比下降至５１．３０％.适度的学缘交叉有

利于高校科研创新与学科发展,但本校优质生源比

例的极速下降却易导致优势学科发展缺乏持续性的

动力来源,影响优势学科持接续发展,而事实上优势

学科学生由于更易接触到前沿知识和科研机会,对
相关高校有更充分的认识,往往更易成为推免生优

质生源外流的重灾区.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高校推免生本校生源

２．“９８５”高校推免生学缘结构变化更大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西北某省“９８５”高校本校生源

占比由９６．８２％下降至９１．０１％,应该说在此种情况

下,学缘结构的适度变化对高校学科发展是具有积

极作用的.但至２０１５年,“９８５”高校本校生源占比

下降至５２．３１％,下降近４０个百分点,学缘结构的极

速变化将对高校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２１１”高校本校生源占比已出现较

大幅度下降,结合生源结构可以发现,本校生源占比

下降并未导致“９８５”高校和“２１１”高校生源占比提

升,而主要是由普通高校生源接替.至２０１５年,
“２１１”高校本校生源占比下降至５０．７４％,学缘结构

同样出现极速变化.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西北某省重点

高校分层次推免生本校来源

三、推免制度对西北地区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优质生源严重流失,推免生招生数量和质

量双降

西北地区的高校限于区位影响,在知名度、学科

建设、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就业市场等方面都与

北京、上海、南京等东部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存

在一定差距,而这正是推免生择校时十分看重的因

素.推免生综合素质和科研潜力相对较高,是研究

生招生中的优质生源.多年来,西北地区高校特别

是一些非重点高校由于较难招收到比自身更高层次

的外校推免生,为了保证本校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质

量,设置了一些“保外”门槛和“保内”鼓励措施,促使

获得推免资格学生留校读研.但是,２０１４年推免制

度改革后,明确规定不再设置留校限额和限制推免

生“保外”,“所有推免生均享有依据招生政策自主选

择报考招生单位和专业的权利,所有推免名额(除有

特殊政策要求的专项计划外),均可向其他招生单位

推荐.这从政策层面确立了推免生拥有完全的自主

报考权,却直接导致西北地区高校推免生大量“远走

高飞”,使得西北地区学校接收推免生或总量减少,
或整体质量下滑.可以判断,现有政策下推免生向

东部经济和教育发达省份集中、向知名高校集中的

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并且在区域间生源持续恶性

竞争的情况下还会有加剧的趋势.这种普通高校与

名校,经济欠发达与经济发达地区生源流动不平衡、
不对等,优秀生源的单向输出,必将对西北地区高校

研究生培养和学科专业的良性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学科对口生源数量下滑,专业培养的积累

性和连续性受创

推免生是各高校经严格选拔后脱颖而出的佼佼

者,从长远来看,推免生具有较大的科研潜质,经过

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学习以及研究生阶段的知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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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研究能力提高,将来极有可能在相关专业领域

起到延续发展和持续创新的作用.但在当前推免制

度下,由于实现了不设条件的自由跨校选择志愿去

向,使得推免生自由转换专业成为可能.西北地区

高校一些传统专业的推免生,很多出于未来就业的

考虑,而选择转换学科专业,轻视专业教育的积累性

和连续性,使自己本可能在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上通

过不断深造而成为专业尖端人才的阶梯断裂.这可

能会因专业学习的不连续违背了杰出专业人才成长

的规律,而使一些很有潜力的推免生失去成为传统

优势学科卓越专业人才的机会[２].２０１５年西北某

省６所重点高校推免生来源于本专业学生的比例分

别为７３．２２％、９４％、８１．１５％、８４％、６９％,较２０１４年

分别下降０．０６％、１％、０．９２％、７％、４％.推免制度

的改革,对这些地处西北地区的知名“９８５工程”
“２１１工程”高校优势专业的本－硕－博贯通培养形

成冲击,使得这些高校一些传统优势专业的卓越人

才培养进程中断,直接影响这些高校传统优势专业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的培养.
(三)传统优势学科优质生源更显不足,学科发

展人才基础动摇

高校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需要杰出的学科人

才资源来支撑和保障.但是,现行推免制度很难实

现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高等院校中同等重要优势

学科之间均衡地分配优质的研究生生源.过去的推

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西北地区许多生源不足的传

统艰苦学科专业起到保障作用,在推免生名额分配

时,会适当增加对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推免生名额.
对地处西北地区的军工、航空、矿业、石油、地质、农
林等类型的高等学校的传统艰苦学科,长期以来受

社会观念及行业特点的影响,报考生源数量一直较

少,接收推免生比例进行了适当放宽.通过增加推

免生名额留住部分优质生源,缓解这些专业的研究

生生源压力.现行推免制度打破推免生报考学校及

专业限制后,使得这些高校原有推免制度优势及扶

持力度很难体现.现在,西北地区很多艰苦行业本

科毕业生获得推免资格后,选择一些综合性院校和

热门学科专业,不愿继续就读原学校及学科专业,造
成传统艰苦学科生源数量和质量急剧下滑,加剧了

冷热门学科专业间生源差距.如陕西省某农业高

校,实行推免新政后接收推免生数量明显下降,由

２０１４年的６８５人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０６人.传统艰

苦专业招生愈加困难,地方高校生源结构问题更加

突出.从长远来看,如果西北地区这些行业高等院

校的优势学科在优质研究生生源上得不到保障,那
么这些优势学科发展的人才基础必然动摇,发展能

力必然下降[３].
(四)研究生导师科研开展受限,学科团队科研

创新和发展能力削弱

高校学科强大、专业夯实离不开以导师和优秀

年轻研究生群体组成的科研团队,而研究生导师所

招学生质量直接关系团队科研水平、专业建设和学

术影响力,进而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推免生是经

过高校严格选拔的,无论是在创新精神和专业能力

方面,还是在实际工作能力方面,均是相关专业中表

现优秀的学生.现行推免制度导致西北地区高校推

免生优质生源外流,生源质量和数量同时下降,使得

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或行业高校

的传统优势学科优秀研究生配备不足.部分高校已

经出现传统优势学科水平强,导师人数充足,而生源

相对不足,不能产生规模培养效应[４－５];甚至有些导

师招不上研究生,严重影响导师科研开展、能力施展

和工作积极性.同时,科研团队中优秀研究生的缺

乏,一方面降低了团队对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因
为优秀研究生资源也是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重要因

素之一;另一方面,团队研究生力量不足将引致团队

科研创新缺乏年轻新鲜血液.上述方面直接导致科

研团队发展后劲不足,影响团队成员的个人科研能

力提升和职业的发展,阻碍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

队的培养和引进.

四、研究建议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实质是基于社会

公平原则,对西部落后地区给予政策扶持.同样道

理,国家在教育方面也应对西北地区高校实行适当

扶持政策,而不是削弱或抑制其发展.在当前共建

“一带一路”、实施创新驱动、加快精准扶贫等重大战

略背景下,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立足西北高等教育发

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推免制度,具有突出的紧

迫性和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
(１)效仿“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接收外校推免生

名额补偿计划”,建立“西北地区重点高校接收外校

推免生名额补偿计划”,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

推免研究生名额适当增加,并明确追加指标而获得

推免资格的推免生必须按补偿计划要求推荐免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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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高等学校.
(２)改革现行推免研究生政策,全国分区域设定

推免生校内校外名额限定,对东部经济发达、高等教

育集中地区可按现行政策取消推免研究生留校限

额,促进优秀应届本科生自由流动;对中西部地区高

校,尤其是西北地区高校应允许根据自身具体情况,
适当留下部分推免生,接收本校推免生的人数应不

得超过本校推免生总数的３０％.
(３)适当增加西北地区重点高校推免生补偿名

额,以此保证在推免生生源大规模外流情况下,西北

地区重点高校、重点优势学科能够保留一定数量的

优质推免生,为学校和学科进一步的发展留足生源,
避免学科发展断层和停滞.

(４)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应重点加大对西北

地区高校优势学科在人才引进、团队建设、平台项目

申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抑制东部地区高校人才恶

性竞争,促进西北地区高校优势学科培育,提高学校

知名度和综合实力.

(５)规范推免生学校申请秩序和招生秩序,督促

高校间有序开展各种形式、各种名头的招生宣传活

动,避免影响正常教学活动;鼓励在公平竞争的基础

上,杜绝推免生不诚信行为,遏制高校之间恶性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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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gherＧlearninginstitutionsinnorthwestChina．Afterthestudy,theauthorbelievedthatthepresentrecommendation
systemdeterioratesthesituationin which morerecommendedoutstandingstudentsgotootherpartofChinaandthe

postgraduatequalitydeclines．Theauthorfurtherconcludesthatthissituationwillaffectthesustainabilityofthenorthwest
universitiesincultivatingpostgraduatesinsomepreponderantdisciplines,underminethetalentfoundationfordiscipline
development,andimpairth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abilityofresearchteams．Therefore,inordertopromotethe“double
firstＧrate”constructionin NorthwestChina,theauthorproposestoreformthecurrentrecommendationsystem,properly
increasethequotaofrecommendedpostgraduatestonorthwestuniversities,setupaproportionforthenorthwestuniversities
tohavetheirownrecommendedpostgraduates,andincreasesupporttothepreponderantdisciplinesinnorthwest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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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陈　伟,等:现行推免制度对西北地区高校研究生生源与学科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