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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8_BE_A3_E8_c73_390450.htm 又是一年应届毕业生

找工作的时候，近日，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是在南京

招200多个教师，却跑来了几千人，其中竟然有1200个研究生

。二是：从长春赶回重庆的女硕士田丽(化名)，前天在陈家

坪技展中心举行的双选现场，一次次被用人单位婉拒。家住

梁平县的她是东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专业应届毕业生，12日

回渝以来，已参加10多场双选会和招聘会，“投了60多份简

历，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11月29日《重庆晚报》) 我只

是想在这里矫正一下大家的传统看法上了大学，不就是对未

来有了“保障吗？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

要很大成本，家里供养一个大学生上学很难，等他们毕业了

，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对不起家人了。毕竟家里投了这

么多钱给你读书，望你出人头地，你竟找到这么低薪水的工

作，真让人心疼高的成本竟然换不来好的工作。钱都“打水

漂”了！如果像“前几年北大学子卖猪肉”式去就业，就对

不起国家了，国家给你这么多资源，你却这样糟蹋，“大材

小用”了。大家都以为北大出的都是人才，都是做高薪水又

体面的工作。 其实大家这样认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是可

以理解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学生的就业与学校无关，均由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计划安排就业的。你不愁找不到工作

，出自好的学校的毕业生不愁没有好的工作。但是时代变了

，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制度是一种参与市场竞争、

适应竞争选择，以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制度。这种制度的



竞争性首先表现在人才能力的竞争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高等教育就是要为社会拥有适应竞争要求的人才而作为。所

以我就觉得大家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认为一样东西，对它

投入越大，价格就应该更高。 实际上，这是认可了传统的劳

动价值论“创造产品价值的，是凝聚在产品中的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也就是说，劳动量越大，它的价值就越大，因而

产品的价值也就越大”。我们把毕业生比作刚出产的完成品

，理论上研究生所包含的劳动量比本科的大，所以他的价值

就大，价格就高。因此大家对他的竞争力和销售率都寄托更

高的期望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以为上大学对未来就有保

障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现实却给以讽刺，研究生就业难。

这件产品老是卖不出去。 显然劳动力价值论的解释力很虚弱

的。那么谁确定了劳动力价格的方向？事实上，不是投入的

成本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不是研究生比本科生读多了三年，

价格就理所当然的比本科的高，其实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

。什么的产品好卖？有需求的产品就吃香。需求越大，就越

吃香。 不是学校的老师很辛苦，培养了研究生，所以研究生

的价格就高，企业就要出高价要你。方向刚好相反，只要许

多企业需要研究生，这才提高了他的价格。现在研究生不好

卖，看来企业对这件产品还不感冒。 基于这个观点，我很难

理解和认可，大学还有那么多“老掉牙”的课，还有那么多

与时代脱节的活动。这样下去，无论你投多大的成本，产品

还是不为市场高价买。大学的投资方向失误了，我是说研究

生好不好卖，应该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是否按照它的要求去

生产，而不是取决于你的投入成本。记住，在今天的市场经

济中，一个卖猪肉的人的工资都高于研究孔子的博士。这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需求决定了谁更值钱。 大家不要再对研究

生没人要稀奇了。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成本决定价格，是需

求决定价格，再进一步决定投入的成本。大家都不顾需求，

都做研究生，简单来说，按照供求定律，必然价格低，有的

还没有人买。 我不是反对学习，不是反对研究生对自己的投

资成本投得高，而是要看市场需求有所侧重。大学也要逐步

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从统一性教育向多元化教

育转变、从重集体教育向因材施教转变、从重文化理论教育

向理论和实践并重转变。因为这是市场经济要求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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