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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学校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和考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我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天津

市教育两委、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工作部署，秉持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科学决策，强化部署

落实，健全保障措施，平稳、有序地完成了 2023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 

一、招生录取基本情况 

1．招生计划 

2023 年天津市教委下拨我校研究生招生计划 680 名（含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5 名），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计划 319

名、全日制专业学位计划 306名、非全日制专业学位计划 55名。    

2.招生情况 

2023年实际招收硕士研究生 680名，其中第一志愿考生 353

名（含 15 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和调剂考生 327名。学

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完成全部招生计划。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统计

见附表 1、附表 2。 

二、工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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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策并用，优化效能，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我校积极拓展网络招生宣传渠道，组织 11场招生网络宣讲

会，各招生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长、学科带头人对学科专

业特色与优势、导师风采、学术活动、就业状况等进行宣讲，

在哔哩哔哩、新浪、考研喵等平台播出，与考生进行线上互动，

在线解答问题，考生总浏览量达到 10.2万余次，弹幕评论 4000

余条。充分利用研究生处网站、研究生招生网、“天津商大研

招”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专场介绍各学院学科专业，精心制

作内容丰富的图文网络宣传资源，方便考生快速准确获取信息，

共发布招生宣传信息 50余篇，阅读量 9万余人次。“天津商大

研招”微信公众号在关注数量和受众范围上有了大幅的提高，

关注用户已达 1.2 万人。同时，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深入各学院

开展招生宣讲，积极宣传我校，解读我校考研政策，吸引本校

生源，做好本校本科生的考研指导工作。 

2023年，报考我校的考生人数为 2415人，较 2022年 2018

人增加了 397人，增幅 19.67%；第一志愿录取率较 2022年增加

了 9.54%，优质生源录取数量和总体生源质量均有所提升。 

（二）规范管理，严抓不懈，做好自命题管理工作 

1.加强命题管理，确保试卷安全 

2023 年我校组织 60 名教师参与命题 22 门。召开命题工作

会议，对所有自命题教师和工作人员传达有关文件精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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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训和保密纪律教育，明确责任边界，强化保密意识，提

高命题质量。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签订了《保密责任书》。命题

工作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场所在专用计算机上进行，实行集中命

题、封闭管理。在命题、制卷、封装等重要环节，严格执行多

人审核程序，规范进行试题内容和形式审核，确保不出差错。

自命题评分参考在样式上和试题明确区分，单独封装、保管。

强化命题过程记录，严格办理试题交接手续。为做好自命题应

急处置工作，初试考试当天，每个科目命题小组开考后进行试

题核查，并在本科目考试期间全程值守，同时安排专人在考试

期间全程值守自命题应急响应系统，及时响应和处置问题。 

2.加强评卷管理，确保数据准确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校共有 100 名教师参与 22

门自命题的评卷工作。严格选聘评卷教师，每个评卷小组以原

命题小组为基础，同时另行安排 2 名专业教师完成试卷复核工

作。所有评卷教师签订了《评卷工作责任书》，履行《评卷人员

职责》，遵守《评卷人员守则》。实行集中评卷，评卷场所封闭

管理，全程视频监控录像。加强对评卷教师的监管，严禁携带

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评卷场所。统一评分标准，严格评卷程序，

保证评卷质量，实行 3 轮复核机制，确保成绩公平有效，数据

安全准确。评卷结束后，对每门科目的题量、题型、难易程度

等进行试题分析，以便改进今后命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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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筹兼顾，齐抓共管，做好初试组考工作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我校完成 2023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工作，3159 名考生在 114 个考场顺利完成考

试。 

1.领导靠前指挥，部门齐心协力 

校党委高度重视 2023年研考工作，成立工作专班，校领导

靠前指挥，多次召开各部门工作协调会，专题研究部署研考工

作，制定了详实、周密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考试前、考试

期间，校领导现场巡视考场、视频监控室，指导各环节疫情防

控和考务管理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后勤处、

学生处、保卫处、人事处、教务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等部门协同配合，强化服务理念，在

人员配置、场地保障、物资调配、技术支持等方面，全力保障

考试顺利进行。 

2.考务防疫偕行，严密部署落实 

建立信息处理与联络组，安排专人精准摸排考生情况，为

部分无法返回我校报考点考试的考生办理了两轮借考，并做好

试卷印制、调配、转运工作。为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提供核酸

检测或抗原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重新分类设置考场，并高效、

精准地完成了考场重排、试卷整理、考务材料准备、考生信息

发布、考务人员分配等工作。共设置 60个常规考场、54个专设



5 

考场，以及防疫专用通道、医疗服务站、复测观察室，备有 10

个应急处置考场。配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考前考后对所有考

场进行消杀，保障考试期间防疫安全。设立手机存放处，合理

安排考生手机收发人员和工作流程。所有标准化考场全部配备

了自动校准时钟和防作弊设备，加强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违规

物品检查，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3.统筹人员安排，全员全面培训 

考前四天，因考场编排调整带来了 3300余份试卷重整、20

余种考务材料重制，时间紧任务重，学校各部门、各学院 10余

名老师主动请战，保证了考前工作顺利完成。为配齐配足考试

工作人员，校领导亲自统筹，亲自动员，各学院、各部门通力

配合，全校上下积极响应，共有 400 余名考务人员、监考员以

及 50 余名服务保障人员参与了本次研考工作。学校组织召开线

上考试工作培训会议，分批分层次对所有考试工作人员进行考

务工作、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培训，明确工作规范，

强调工作纪律。考务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维护了良好的考试秩序，创造了温馨的考试环境。考试结

束后，研究生处通过感谢信的形式，向迎难而上、坚守岗位、

担当作为、无私奉献的全体研考工作人员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和

崇高的敬意。 

4.加强教育宣传，暖心服务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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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处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考试温馨提示和

考生须知，告知考生各项考试事宜，并加强诚信考试宣传，累

计发送研招网站内信 10万多条。校内外安排人员导引，设置路

线标识、考场分布等公告板，张贴考场查询二维码，使考生在

寒冷天气下快速有序入场。每个考场门外设置防疫用品台，对

考生在考试期间出现的发热、头晕、心慌等突发状况，专职医

务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设置

了考生休息室，供考生午间休息。同时为考生提供午饭订餐服

务，为考生温暖护航。 

（四）深化内涵，提升质效，做好复试工作 

2023 年，在 400 余名复试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参与下，

组织 1000余人次考生完成了 25场现场复试和 72场网络远程复

试，顺利完成了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1.坚强领导，组织保障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复试工作，超前研判现场复试和网络

远程复试两种组织形式，超前部署复试准备工作。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复试工作方案，并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

工作组和复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由研究生处、国有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保卫处、后勤处协同开展全校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做好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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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心谋划，统筹部署 

研究生处全面梳理复试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网络远程复

试操作规程，同时制定了现场复试组织实施程序，汇编成《复

试工作手册》，指导、规范复试顺利开展。各学院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了适合本学院专业的、操作性强的复试细则和调剂办

法，做到“一院一细则”。分校院两级、三个层面召开部署会、

培训会，对所有复试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全覆盖培训和全流

程演练，将政策执行、试题管理、考试组织、安全保密、遵规

守纪等落实做细。 

3.科学复试，公平公正 

学校、学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复试考核评价机制，根据学

科专业特点合理设计复试内容。严格复试管理，加强考生身份

审核，采用“一承诺、两识别、三随机、四比对”，现场复试

使用多种防作弊设备，网络远程复试运用“双机位”“防缩屏”，

严防弄虚作假等违纪、作弊行为。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压紧压实

责任，带领各复试专项工作组，扎实做好复试组织工作。全体

复试教师签订了《诚信承诺书》，严格遵守复试工作基本规范，

认真考核考生综合能力，确保招生质量与招生公正。 

4.优化服务，强化监管 

学校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发布《复试录取办法》、

《考生须知》等，加强宣传引导。对考生和家长关切的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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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回应，积极做好咨询服务。现场复试期间，开设进校信息核

验快速通道，工作人员在候考室为考生提供贴心服务，开放第

五学生食堂供校外考生用餐，营造了热情、温馨的校园氛围。

指导网络远程复试考生调试设备，熟悉平台，逐一进行系统测

试，为考生提供了技术保障。复试期间，学校领导、研究生处、

学院监督检查组对复试过程进行现场巡视和实时网上巡视。市

纪委监委驻天津商业大学纪检监察组对复试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提出工作要求，全程监督指导。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优化招生宣传模式，提高生源数量和质量 

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我校考生人数、第一志愿录取率连续

四年稳步增长，但仍有部分专业出现报考生源和第一志愿上线

生源不足的情况。研究生处和各招生学院需在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宣传途径和方法，构

建立体化的宣传格局，继续提高报考人数，提升优质生源录取

数量和总体生源质量。一是要多样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招生

宣传平台，积极参加招生宣传咨询会，同时发挥微信公众平台、

短视频平台的便捷优势和传播广度，打造制作精美、内容丰富

的海报、图片、视频等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载体。二是要精

准化，根据生源情况要准确定位考生人群，有目的性的开展招

生宣传；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内容的组织策划，以考生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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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重点，围绕着学生成长成才、技能提升、就业发展等方

面展开宣传，展现学校、学院、学科专业办学实力，突出亮点，

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招考工作水平 

由于考研形势越来越严峻，考生对于考试制度执行、咨询

回应、服务措施等关注度更高。我校既作为招生单位，又作为

报考点，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招生规范管理，严格执

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严肃招生工作纪律，进一步完善初试、

复试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层层落实责任，协调校内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组织各学院精

准落实，加强考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能力，做到科学谋划，细化流程，统筹实施，全力确保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平稳。 

附表 1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统计表 

附表 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统计表 

 

 

                                 研究生招生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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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专业 

国 

家 

线 

招

生

人

数 

最低分 

（不含

专项计

划） 

最高分 

（不含

专项计

划） 

1 企业管理（120202） 340 13 343 373 

2 旅游管理（120203） 340 1  348 

3 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4） 340 3 349 357 

4 政治经济学（020101） 346 8 346 361 

5 世界经济（020105） 346 3 350 376 

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020106） 346 1  372 

7 财政学（020203） 346 6 351 376 

8 金融学（020204） 346 13 364 380 

9 产业经济学（020205） 346 17 351 369 

10 国际贸易学（020206） 346 6 354 368 

11 数量经济学（020209） 346 3 347 357 

12 工程热物理（080701） 260 16 271 337 

13 热能工程（080702） 260 16 277 349 

14 制冷及低温工程（080705） 260 28 266 364 

15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 273 42 275 343 

16 法学理论（030101） 326 11 365 390 

17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30103） 326 5 337 381 

18 刑法学（030104） 326 3 342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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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民商法学（030105） 326 12 347 408 

20 诉讼法学（030106） 326 7 336 399 

21 经济法学（030107） 326 4 360 386 

22 公共管理（120400） 340 38 340 395 

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326 3 393 407 

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326 8 330 401 

25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326 9 350 422 

2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030506） 
326 6 355 396 

27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273 13 318 361 

28 统计学（071400） 279 17 305 403 

29 会计学（120201） 340 7 340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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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科专业 

国 

家 

线 

招

生

人

数 

最低分 

（不含

专项计

划） 

最高分 

（不含

专项计

划） 

1 资产评估（025600） 346 13 346 405 

2 工商管理（MBA）（125100） 167 25 168 240 

3 金融（025100） 346 27 347 410 

4 国际商务（025400） 346 25 354 384 

5 机械（机械工程方向）（085500） 273 13 305 357 

6 能源动力（动力工程方向）（085800） 273 36 275 383 

7 
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方向）

（086000） 
273 16 283 350 

8 
生物与医药（生物技术与工程方向）

（086000） 
273 9 273 376 

9 法律（非法学）（035101） 326 18 346 385 

10 法律（法学）（035102） 326 20 332 358 

11 公共管理（MPA）（125200） 175 30 176 239 

12 英语笔译（055101） 363 27 363 424 

13 应用统计（025200） 346 21 346 413 

14 会计（125300） 197 81 217 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