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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邝飚/图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社会

现象：一个家庭培养大学生要花费比技校生多得多的投资，

但似乎回报却并不明显。数据表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月

平均收入在1500元-2000元，专科生则在1200元-1700元，略低

于本科生，研究生在3000元左右，大学生普遍对目前的薪水

表示无奈和不满。然而，与收入无法达到预期相比，作为投

资人的家 长还有一个更大的心理落差本来家长以为孩子上大

学后能过上无忧无虑的“上层人”生活，结果，毕业工作了

却连自己都养不活。在这个背景下，大学教育是否值得投资

成为争论的话题。 调查：上大学还是读技校 学生说法： 小李

，应届毕业生，试用期月薪1300元，工作地点：北京 再给我

一次机会，仍选择上大学 我觉得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我找

不到很好的工作归根结底是我的各项素质没能真正发挥出来

。但我觉得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如果当初我上了

技校，可能现在已经定型了，也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但现

在我很相信自己的发展前景，上大学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

不只是金钱，它让我的思维上升了一个层次，这是技工拿多

少工资都无法弥补的。 也许是我的传统观念作祟，如果再给

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上大学。 小静，应届毕业生，现

在月薪2000元左右，工作地点：长沙 技校生也只是个别专业

吃香 我觉得教育投资很有必要，现在的社会现实就是研究生

比重点本科拿得多，重点本科生比普通本科生拿得多，普通



本科生又比专科生拿得多，如果我上了普通本科，就连2000

元都说不定能拿到，技校生也只是个别专业吃香，别的不照

样难找工作？ 当然，如果现在能保障我读技校出来可以规避

风险，月薪能拿到5000元，那我就去读技校，但这是不可能

的，多读点书，找工作万一出现问题，也不会在选择上太狭

隘。 小于，大学毕业一年，现在基本工资每月3000元，工作

地点：广州 大学生的身段还是放不下 我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工资也比平均工资高，但是养活自己还是很困难，我

现在还有很多同学没找到工作，在家呆了那么久，读大学花

了那么多钱，现在也只能维持生计，不花那么多，不也是一

样活？现在竞争压力太大了。 我的同学，就算读技校，也是

读过大学去多学门手艺罢了，毕竟大学生的身段还是放不下

的，没谁真去做低等工。 家长说法： 现状离预期相差太远 刘

女士：的确，前几年供孩子读书花了不少钱，精力也没少费

，无非就是指望孩子能读个好大学，毕业能找到个有前途的

工作，结果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技工吃香了。唉，多 读点

书总是好的，但离我的预期相差太远了，有时候也只能怪孩

子不努力学习了，早知道把他送国外读书去了。 只要孩子想

读，不会考虑投资收益 崔女士：只要孩子想读，我就让他读

，什么投资收益也只能暂且不管，我们吃点苦，孩子就能多

点好机会，机会还是有的，就是少了点，挤上了大学的独木

桥，还得接着挤着上找工作的独木桥。我觉得孩子读了书肯

定比没读要好，至于风险和投资比我是没考虑，我宁愿多投

资点，给孩子稍微好一点的前景，让他的未来走得更加光明

。 理财专家：大学教育投资5-6年可收回成本 理财专家陈东

升表示，如果从小学开始算起，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平均开销



需要15万元，按照现在大学生平均月薪和增长速度来计算，

快的话，5年到6年就可以得到回报，所以他认为，教育投资

还是划算的，关键要做好教育投资理财计划，鉴于现在教育

投资的风险增加了，所以最好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买教育

险，让他的未来有所保障。 陈东升认为，技校热是一种短期

投资行为，按照西方各国的发展模式来看，我国对人才的需

求类型将逐步走向研究性和科技型，这种人才国家更稀缺，

所以我认为教育投资是有必要的，在教育投资中，目前来说

读大学还是比读技校更有前景。 专家观点：大学功利化导致

学生前途功利化 著名教育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老

先生指出，教育不适合作为一个简单的投资来看待，教育的

投资不能单看资金收入的成本和收益，而是要考虑大学给这

个人所带来的全面提升。实际上，用简单的投资理论去衡量

目前的大学教育，是功利主义盛行的一种表现，教育除了能

提供给大学生就业机会以及从业背景以外，更重要的是塑造

大学生的人格以及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以帮助一个人建

立起一个完善而健康的价值观及为人处世的原则。 “实际上

，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大学生找工作之间并不矛盾。”他指出

，“从思维决定行为”的角度上看，两者的方向完全是一致

的。因此，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也必须引起中国大学

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功利化的教育风气已经成为目前高等

教育的主流，正在不断阻碍大学生精神境界的提升，并且导

致大学生创造力的缺失。从人才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供求不平衡，企业对于

大学高端人才的需求依然很紧缺，然而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培

养出来的高端人才却极其有限。记者观点：脸面和饭碗，哪



一个更重要？ 按理说，教育是一种最安全的投资。可时代不

同了，大学生赚的钱在某些时候还不如技工多。奇怪的是，

这些面临生存压力的大学生们，始终不肯放下身段去做个技

工；家长们也明知道现在大学生找工作有多困难，但还是一

拨拨把孩子往大学里推，孩子读上了重点大学的，家长脸上

也有光。这共同的行为似乎昭示了一句潜台词：哪怕我钱没

你多，但我上了 大学，地位就比你高，这个面子可是比什么

都重要。 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小故事，一个美国人一直在一家

办公楼里做清洁工，上班时穿着工作服，别人对他都是直呼

其名。每天下班，他都要换上西装再回家。所以许多年，他

妻子始终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清洁工。一天，他终于找到

一个在办公楼里的工作，所有的人也都叫他先生，他觉得自

己被人尊敬了，虽然他的工资比以前少了一半，但他依然很

开心。 在中国，儒商总会被人尊敬和羡慕，然而一个没读过

大学的人，就算他有钱有能力，还得被人叫做土老板。所以

，他们记住教训，不惜重金，纷纷花大钱把孩子送到最好的

学校读书，不让孩子受自己受过的气，至于孩子大学毕业后

能力究竟如何，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好面子，谁也不能

说是件坏事，但面子和饭碗，面子和知识，哪一个更重要？

也许经过十多年的不理性消费后，家长们需要好好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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