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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就业率低：非一日之寒

星 雨

2012 年 ，全 国 研

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为

584416人，其中硕士生

517200 人 ，博 士 生

67216 人，十年间翻了

一倍。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

而就业率开始下降。2009 年至 2011 年，

硕士生的就业率不及本科生。有大学老

师表示，从市场来看，供需之间存在一定

矛盾。（7月16日中国广播网）

研究生就业率居然低于本科生，这

条不符合逻辑的悖论，令许多人陷入迷

惘之中，有识之士急于寻找突破口，有的

学者就把研究生低就业率问题归咎于研

究生扩招。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人数上去了，质量难以成比例增长。研究

生扩招是研究生质量下降的一方面原因。

然而，其一，研究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不代

表本科生教育的提高。其二，研究生低就

业率不代表就业是研究生们的唯一出路。

其三，笔者以为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就业问

题，在扩招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之前大学

生数量少，国家采取分配工作的方式解决

了就业的问题。

由此，笔者以为当前的大学教育确

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扩招就像催化

剂，将问题集中地、快速地呈现在大众面

前。大的理论方面早就有诸多鸿篇巨制

在论述，在此笔者不做赘述。

从细节角度讲，有一则关于耶鲁大

学的小段子，说的是因遭受到规模惊人

的连续几场特大风雪，学校出于安全考

虑，请教授们相机行事，教授们却依然坚

持给学生开课。耶鲁自建校以来三百多

年，从未发生过教授因气候恶劣而随意

停课甚至调课的现象。否则，会被同事

们看作是不专业的。而在中国的大学调

课现象比较普遍，具体到研究生教育，课

堂教育状况更是不敢恭维。一周只有几

节课，能见到导师便是万幸，很有可能是

导师的助手来代劳。至于所教授的内

容，有的并没有比本科教育有太大的超

越。至于学制两年的研究生教育，学生

早早地就被打发出去实习了。

课堂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一脉相承

的。从中小学的填鸭式教育到研究生的

放养式教育，这两者都是或左或右的极

端。可见教育的问题是一个连贯的程度

逐渐加深的过程，单单因研究生教育方

面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就重点批判研究

生教育，是头痛医头的表现。

另外还有个耳熟能详的小段子，

1940 年，傅斯年多次诚邀知名语言学家

李方桂出山任职，李却说：“我认为，第一

流的人才应当做学问；第二流的人才可

做教师；第三流的人才是去做官。”在当

时许多清华人的眼里，做大学问比做大

官更受人敬慕。

现而今这种状况完全反过来了，研

究生毕业了，企业单位不想进，事业单位

进不去，考公务员成为许多人的追求。

而这种思维观显然不是一日之寒。据上

海社科院青少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41.1%的小学生想做“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这种思维显然制约研究

生投身实业，但从小播下的种子，到研究

生阶段爆发出问题，从而归咎于研究生，

显然是没有看到事情的发展脉络。

“勤俭懂事、黑发黄皮肤的单身

女性，空巢老人蜗居合住，0 租金。

非诚勿扰，互相关照，随访。”

——张贴者是 74 岁老人吴豁

然。张贴当晚，20多岁的小梦就拎

包入住了。几天后，小梦的好友小芳

也搬来住了。小梦说，吴爷爷让她们

感觉很温暖。

“良知入法，要把良知写入法律

总则！”

——“没有强有力的法制体系，

没有科学的两型建设的体系，社会的

再造和重塑都是难以实现的”，在昨

天闭幕的第四届“法治政府·南岳论

坛·株洲”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

必新这样评价说。在昨天闭幕的第

四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株洲”上，

宁乡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马贤

兴抛出一个独特观点。

金戈
破除地域特权
促进公平竞争

厘清推广乡村阅读的两层困境
熊志

宜 人

一年一度的高校招生工作正

在紧张进行。一个延续多年的话

题又一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这就是

在高校招生方面，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其他

省市，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地域特

权。据一家媒体披露：安徽每7826

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

北京每 190 名考生中就有一个人

可以上北大。这样算下来，北京学

生考进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

41 倍，是广东考生的 37.5 倍，是贵

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

倍！复旦比北大更牛，上海考生进

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 53 倍，

是山东考生的 274 倍，是内蒙古考

生的288倍！

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平等使北

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在高

考方面享有特权的城市。为了下

一代，为了低分能上好大学，全国

的人才均向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

及东北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而发达

地区人满为患，各种资源全面紧

张。关键就是高考制度不公平所

造成的。

我国现行《教育法》规定：“公

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

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

等权利。”外地考生拼命想挤入京、

沪考场，实质是对起点公平的追

求。而要给所有考生一个公平的

起点，在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理想

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让名牌院

校的招生比例在各地考生中平等

起来，应该不难实现。如果能这样

做，“高考移民”争相涌入京、沪的

场面也就不会那么热烈了。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

案，要求破除这种地域特权，促进

公平竞争。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

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

热切期盼尽快改变这种积弊，为千

千万万的学子创造一个公平竞争

的环境。

宁夏联合村完小现有1500本藏书，分摊

给全校367个学生，每人占有量不到5本。记

者发现，学校藏书几乎没有新书，其中一本名

为《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的故事书，定价

2.5元，第一次印刷时间为1964年。校长黄克

平介绍，学校1995年配置了一批图书，那以后

再没有更新过。（7月16日《新京报》）

相较而言，进入公共视野的这几所宁

夏乡村小学，已经算得上幸运，17年前就能

配置图书馆，并拥有千余本藏书，这是不少

还在为拥有一间不漏雨的教室、崭新的教

辅课本以及热气腾腾的营养午餐而努力的

乡村小学所不敢奢望的。有句名言说，一

所学校可以什么也没有，但只要有图书馆，

就可以称之为学校。但对于广大贫困地区

而言，乡村小学的命运恰恰在于，它们往往

穷得连学校都谈不上。

造成困境的直接因素，自然是钱。学

校资金匮乏，地方政府财政吃紧，这在贫困

地区是常态。此外，国家4%的教育资金投

入也才兑现不久，公益机构和私人捐赠又力

量有限、鞭长莫及，这些都影响到学校建馆、

购书的动力。在资金上，即便有闲钱，也会

被用来优先满足校舍、食堂等硬件建设所

需；如果还有些许盈余，往往也只能像宁夏

联合村完小，靠削减藏书量、减少书籍更新

来降低运行成本。总而言之，资金瓶颈不

除，推广乡村阅读只能是做“无米之炊”。

因此，打通乡村儿童阅读障碍的关卡，

在方向上是明确的。政府提高财政扶持力

度，公益组织、爱心人士加大对乡村学校图

书馆援建，学校开源节流、推进藏书，这些

方法都值得尝试，也正在为不少地区尝试，

这是积极信号。

老报人说L laobaorensh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