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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9/2021_2022__E5_8C_97_

E5_A4_A7_E5_AD_A6_E7_c108_229744.htm 对辽宁的武小锋北

大医学部毕业之后回家卖起糖葫芦的事情，媒体上有五花八

门的讨论和意见。这些意见大概有这么两个方面：一种是认

为小锋自身能力方面的欠缺，比如他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别

人交流；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这是教育机制、大学扩招、社会

需求等方面所带来的问题，云云。 其实，从学校的角度讲，

既然小锋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难道不是教育尴尬么？其次

，从小锋自身的角度上看，自己“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和别

人交流”，而他的学业和实习情况都不错，难道就不能胜任

与他专业相关的工作么？在我看来这其实也只说明我们的就

业市场和社会用人单位存在偏见。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其实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不是一两例个案

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大面积存在，很多人常常居高临下告诉

他们要“改变择业观念”，要“改变就业方式”，专家也认

为“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等等。这些观点都没有问题，大

学毕业生也应该从多角度、多方面地去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人生定位和生活安排。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我看

来，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问题，更多的是教育机制、社会结构

和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即便是学生个人能力或者素质方面

的问题，那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难

题。比如，同样是北大学长的陆步轩，我认为他的情况只是

个人的命运问题，当前的大学生失业问题，也和北大这个学

校没太大的关系。尽管小锋也有自身方面的欠缺，但这不绝



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更不是所谓“人才、学历”如何定

位的问题。 因为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大学生确实并不算多

，所以我们总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但是，大学的扩招和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是极其不

协调的。 试想，全国人民都去做裤子、生产方便面、修房子

、搞地产，这些人才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其实通过简单培

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完成的，一定需要高等教育来

提供劳动力吗？这并不是说大学生就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而是说我们为这些行业所付出的人才的成本太高了，这绝对

是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既然相关部门年年都在宣称，培

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是很高的。针对社会的实际需求，为什

么不把这些成本投入到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去呢？而我们看到

的现实却是，中专改成大专，大专改成学院，学院升成大学

。 只要招生制度不完善，就业机制不合理，“教育产业化”

的观念和行为不彻底破除，这样“高等教育”不能成为社会

各个阶层流动的途径，也不能成为普通百姓改变命运的方式

。那些“有幸”上了大学的百姓子弟，不一定能够有幸改变

自己的命运。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为这样的“高等教育”付

出了巨大的投资，另一方面，学费也是在年年增长，学生和

家长也同样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大学生失业使得这些成本付

诸东流。毕业生干着和自己专业所长不太适合的工作，这不

仅仅是高校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于学生个人，“人不能尽其

才”，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上大学则成了家庭的风险投

资。国家和社会一时半会儿可能看不出来，可对于某个具体

的家庭来讲，可是天大的事情了。总之，对于大学生失业的

问题，别再简单地拿“改变择业观念”等等做说辞了。毕竟



，大学已经成为了人才工厂，是要讲效益和回报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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