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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博汇

微博热议

万般未必皆下品

读书未必起薪高

时过境迁， 今天的专科毕业

生指望获得一个管理岗位已经是

一种奢望。 优秀的本科生也许还

有可能获得一个管理岗位， 即便

如此， 也不应该对起薪抱有不切

实际的幻想， 更不要对起薪略高

于农民工的工资而愤愤不平。如

果有的高中生因此而选择“投笔

从工”，或者有的在校大学生因此

选择退学打工， 那才真正是社会

的进步。 ■何腊柏

不该因此否定

知识改变命运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能”与

“不能”，大抵是从整体而言，无法

适用于每个个体。从杨元元之死到

硕士农民工，公众热议的都是知识

改变不了命运的例子，仿佛主人翁

陷入了越有知识越困顿的窘境。有

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的人生是曲线

的，也许会有起落，但除了起点之

外，基本不会与农民工在一个层面

上。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改变

的是人生向上的机会。 ■寇行栋

上大学不应成为

成才的唯一选择

我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上大学

无用论， 根源就在单一的升学教

育体系以及单一的成才模式。在

这一教育体系和成才模式之下，

受教育者关注的是“升学”福利，

而非求学本身。一直以来，在谈到

教育与人才发展时， 不少专家呼

吁， 社会应把上大学作为成才的

选择之一，而不是唯一，在上大学

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成才选择。

■熊丙奇

不能再鼓励

大学急功近利

我更想呼吁的， 不是怎样让

大学目光向“变现”聚焦，国家其

实不能再鼓励大学急功近利了，

应该对不能即时“变现”的学科有

经济政策的倾斜， 使中国大地还

能放得下一张淡泊求学问的书

桌。 ■杨光志

农村家长

要坚持送子女读书

城市的孩子无论再怎么觉得

读书无用也会硬着头皮把书读

完， 而农村的孩子则极有可能因

为这种舆论的影响而选择放弃学

业。因为在相对贫困的农村，经济

压力是衡量很多事情的第一标

准。 若父母短视任凭孩子一时冲

动放弃读书， 在将来可能造成的

是农村人口更多的话语权丧失。

■莫子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

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表示，目前，中国大学毕

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

资差距在逐渐缩小。2003

年、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

显示， 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

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

农民工的月工资近年来由

700元左右跃升至约1200元。

他说，“中国首次面临这种状

况， 还说不好这种状况会维

持多长时间”，并指出，此举

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

应，引发“读书无用论”抬头。

■周成名 http://blog.voc.com.cn/zchengm

大学生起薪与农民工

相差无几不合理

大学生起薪与农民工相差无几

是近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两个群

体都是政府深度关切的。前者是祖国

的未来， 后者是一直以来的弱势群

体。如果以道德角度思考，我们希望

这两个群体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说谁

应该比谁高似乎都存在被批判的道

德风险。

今天的大学生之所以在社会中

的薪酬不高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加工贸易出

口为主，目标是解决就业与GDP总量

增长，方式是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中

国廉价劳动力，依赖外国市场销售产

品。尽管我们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

工作，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迫使我们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其结果是产业科

技含量低，工作内容简单，不需要太

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这直接导

致了大学生找工作困难。其次是前些

年高校扩招， 使每年有近600万大学

生涌入市场，形成就业困难。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量，

上述情形不是一个合理现象，更不能

说明大学生理应和农民工拿一样的

工资。不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我

们应该正视现实中的错误并改正它。

必须用知识和科技力量改变我国现

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增加

产业附加值。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接

受大学生与农民工薪酬一样的制度

安排，则无异于新的“知识无用论”的

崛起，将来会无人进高校读书。如果

农民工的子女都不上学并和父母一

起出外打工，那么一个充斥着文盲的

国家既无法稳定地发展经济，也无法

改变农民工的困境。我相信农民工自

己也不愿看到大学生的工资与他们

一样， 因为大学生也是他们的子女，

之所以送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让后

代的生活比自己好。 想通了这一点，

你就再也不会因为提倡大学生工资

应该比农民工高而感到不安了。

知识改变世界， 知识改变命运。

在过去就是真理，在今天这样的知识

经济时代更是真理！

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

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

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

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他强调说，

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

动率远高于农民工， 但仍可能会

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干吗上大

学”？

在我看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这

很正常。一方面，大学生刚毕业，专

业技能不够成熟，而农民工因为工

作时间早，他们有经验，更懂得如

何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大学

扩招使得大学生数量剧增，从而造

成了大学毕业生市场“供过于求”。

在市场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

农民工工资和大学生起薪相差不

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这并不会造成负激励效应。所

谓知识改变命运，相信稍有头脑的

人，都不会只是着眼于起薪，大学

生有做掏粪工的，农民工中也有企

业高管，但这毕竟是少数。在现实

状况中更多的是，大学生应聘的岗

位多是管理类、营销类，靠技术吃

饭；而农民工涌向的更多是车间流

水线和建筑工地， 靠体力吃饭。从

职业的发展潜力来看，大学生显然

远胜于农民工，因而工资的增长也

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 执着于这两者的比较毫

无意义， 反倒是让人觉得有故意将

两个群体对立起来的嫌疑， 将大学

教育可能遭遇的困境转嫁给农民工

工资的增长之上。 如果说有所谓的

“负激励效应”， 我想也应该是还不

够公平完善的社会晋升机制。 而这

需要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

境， 打通底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通

的关节，给人人以机会，让大学生可

以拼能力而不是“拼爹”或其他。

农民工工资增加符合社会公

平正义的需要，因此，不能以不同

劳动之间的回报应该有差距来非

议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维护社会的

公平正义，需要我们更好的保障作

为相对弱势的社会底层群体的收

入。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照顾到了庞

大的弱势阶层，相对提升了社会整

体幸福感，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 杨 凡 http://blog.voc.com.

cn/yf435598539

差距缩小

是社会进步

大学毕业生起薪与农民工薪水

趋同不仅让大学生们失望，更让很多

高校尴尬： 学生接受了多年大学教

育，拿的薪水却和没什么文凭的农民

工一样。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怪

用人单位轻视人才，把大学生当农民

工用。要怪只能怪大学教不出实用人

才。 而社会不认可大学毕业生的价

值，显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

读书无用论自然值得警惕，但读

大学没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瞎说。大

学学的东西没用是许多人的共同感

受。很多大学所学的知识完全与社会

脱节，就是专业对口的岗位也不能很

快上手，需要企业花费很多时间进行

培训。这样的事多了，企业自然不胜

其烦，宁愿招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也

不愿意招应届毕业生。这在加剧了大

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直接导致大学

毕业生的薪酬待遇降低。

除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岗位，大部

分本科生能做的工作， 高中生也能

做，有一定经验的农民工可能比大学

生做得更好。 加上农民工又肯吃苦，

不会像大学生一样过多挑剔薪酬福

利待遇并频繁跳槽，在就业市场上自

然更受欢迎。

要让社会真正认可大学毕业生

的价值， 大学毕业生首先就必须使

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才， 而不是拿着

一大叠证书的新时代“赵括”。这不仅

需要大学生们自己努力迎合用人单

位的要求，高校的教学思路也应当转

变，应该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多和

本专业的用人单位沟通，了解他们的

需求，并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这样培

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才会真正受到

欢迎，也才有和用人单位谈薪酬的底

气， 不至于被人用农民工的薪水打

发了。

■杨国栋 http://blog.voc.com.cn/blog.php?uid=46440

大学应更多培养实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