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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

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

为1000元。“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争论开始此起彼伏。而

记者近日在长沙几大高校对07应届毕业生做了一个随机调查

，结果则更为惊人：至少有一半大学生对月薪平均预期

在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低至800元。(据《潇湘晨报》) 各说

各话：未必是件坏事 800元的起薪未必就是坏事，如果企业有

发展潜力，能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发展空间，就不妨当

成锻炼自己。当你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公司能不给你涨工

资吗？因此，大学生们不必叹气，更不必埋怨“读书无用”

。 林丛影：不具有可比性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看，二者没

有可比性。此外，许多农民工的工资说是1100元，可能就是

光秃秃的1100元，而大学生在工资之外可能还有津贴、“三

险”、住房公积金。再者，大学生所从事的岗位更具有发展

潜力、发展空间。 一言以蔽之，大学生的工资和农民工的工

资不具有可比性。 陈霞：别再奢谈精英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

谈论精英教育，还为时尚早。所以，高等教育还是尽早抛开

该不该开高尔夫课之类的争论，更务实一些。比如，改革那

些空谈理论而藐视实践的专业设置。 与此同时，一个需要纠

正的观念是，高校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工作能力，并不是

意味着高校要变成“蓝领工厂”白领和精英们也需要动手能

力，也需要参与现实工作。 关注背后的问题 笔者认为，大学



生就业难以及由此导致的薪水预期过低，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我国在科研攻关、技术

创新、自主品牌建设等高端产业领域里基本上是“缴械投降

”，过于盲目地跟从国际资本，使得中国经济在融入国际大

工业分工体系的同时，却被安置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层。

在一定程度上说，过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对转移农村

劳动力有短期利好，但高端就业岗位，也就是所谓的“白领

”职位，却越来越少。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就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而大学生则是“技术密集型”。因此，导致大学

生的薪水预期不如农民工的实质，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

矛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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