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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校漂族”：临界生活背后的忧虑
核心提示

随着暑假的来临，611万大学毕业
生走出校门，他们中间有的人失去学
生的身份，却不肯离开校园，没有固定
职业，在学校附近租房过起漂泊的生
活，他们被称为“校漂族”。记者近日
走近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校漂
族”，零距离接触校漂生活。

尴尬的临界生活

“从今天起开始准备，别人毕业，我
从头来。”今年大学毕业的刘思洋决定
加入校漂一族后，便改了ＱＱ签名，带
着些壮志豪情，又流露出丝丝无奈。

老家在四川的刘思洋是北京大学
艺术系的学生，今年报考北大广告专
业研究生失败后，就开始了“漂”的生
活：早上６点多起床，乘约20分钟的公
交到学校，在学校吃过早餐，就直奔自
习室或图书馆，晚上８点再回到住处，
看会儿书，睡觉。

“艺术系的毕业生就业太难了，希
望考研换个专业，为日后就业做好准
备。”刘思洋说。自己在生活作息和自
理上并不适合马上进入社会，学校有
学习的氛围，比家和社会更适合学习，
食堂卫生且实惠，图书馆资源丰富、联
系老教授、同学方便、考研信息齐全
……基于以上考虑，刘思洋毅然决定
再次背井离乡，远赴北京校漂。

和刘思洋租房、共同校漂的是北
京大学数学系的王中要，留学美国失败
的他压力很大，“从大二开始我就为留
学做准备，花了不少钱，失败了觉得对
不起父母，但之前也没有找过工作，只

想继续读书。”温州的父母心里希望他
尝试例如找工作的其他道路，但王中要
认为本来就业形势就不好，现在开始找
更是难上加难。如果能再拼一年，留学
成功，也不枉这么多年的努力。

刚开始校漂，王中要感觉生活回
到了原点，只是那一份情感再也不同
了。“不再是学生，走在校园里都有着
不再属于自己的感伤；没有进入社会，
看着为生活而忙碌的人们，总把自己
置身事外。”王中要说，以后总得有个
选择，现在“漂”在校园和社会之间，只
是无奈之举。

与他们不同，重庆工商大学机械
学院的符亮是个典型的“恋校派”。今
年符亮考研并不顺利，被调剂到一个
不太满意的大学。于是，家在安徽的
他打算暑期留在重庆找工作，万一找
不到也只好服从调剂。毕业后，他在
彭罗湾租过一次房，但周边都是社会
上的人，难以融入，于是，他回到学校，
与朋友在校内合租了一间房。

“每天，走在校园熟悉的路上，看着
熟悉的风景，吃着食堂的饭菜，打着开
水房的开水，就很安心。”符亮说，在重
庆，我唯有在学校，才能找到归属感。

符亮满意于这种生活，但也有些
忧虑：找不到工作，在学校这样“漂”着
成本太大。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
月 400 元的房租，350 元的生活费，加
上暑期驾校培训费，平均要花费900多
元。符亮称，不少考研、留学的校漂族
还要报补习班，买资料，花费就更大
了。为了少问家里要钱，符亮在回龙
湾找了份家教，并在解放碑做周末促
销兼职。同时也积极地寻找工作。

“找工作很辛苦、机会渺茫，在外
奔波之后，回到学校，又真的感受到学
校的好。”符亮表示，如果经济上支持，

想在学校再待几年。

是为前途打拼，
还是“温水青蛙”

据了解，“校漂族”大体可以分成五
类人群：一类是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不如
意准备考研深造的；一类是等待签证结
果，或准备签证的留学一族；一类是没
有找到如意工作，留在学校附近，密切
关注学校的就业信息，准备再找工作
的；一类是放弃就业在学校附近创业的
创业族；还有一类是纯粹出于对母校的
依赖，留恋校园生活，感受和回味单纯
的象牙塔式的生活。但不管是哪一类，

“校漂”都只是临时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校

漂”这群已到了就业年龄还依然“啃
老”的年轻人们，家长多持支持的态
度，社会的包容度也较高。河北的齐
女士说：“在重庆就读的儿子正为考研
而校漂，儿子也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前
途，现在就业压力大，孩子还小，多读
几年书再出来工作会更好。儿子在学
校附近居住，在校内学习，我们家长也
放心。”

“校漂很正常，尤其是考研落榜
的，选择校漂的居多。”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 07级的李尧说，认识的很多
师兄师姐都在校漂，一些人认为校漂占
用资源而进行批评，这是人文关怀不够
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难处，给
予更多关心和帮助。”他说，毕业后如果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考研落榜的
话，不排除加入校漂行列的可能。

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四川外语
学院老师辛文娟认为，“校漂”现象或
多或少表现出一部分学生心理上对社
会的排斥，他们希望生活在“温室”里，
对校园产生强烈的依赖感，这也如同
温水里的青蛙，当你觉得校园环境已
经不适合生存下去时，想跳出去已经
晚了。江西的龚女士认为大学生应该
转变就业观念，认识到考研并非是唯
一出路。校漂一方面加重了家庭的负
担，另一方面占用了在校学生的资源，
对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产生了不利
影响。

老校漂支招：
为了不“漂”而“漂”

曾经的校漂生活，成了一些“老校

漂”们难忘的回忆，而当初的校漂岁
月，带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些
人“漂”出了一个更高的学习平台，有
些人“漂”出了一个全新的事业，而有
些人则“漂”出了辛酸和失望。面对新
一批的校漂族，“老校漂”道出中肯的
建议。

赵晓明是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03 级学生，毕业后，他并没有急着就
业。校园优越的环境加上巨大的创业
潜力，让他开始了摸索校园创业的校
漂生活。他在校内租房，但是绝大多
数时间，他还是忙碌在校园里的一个
报亭内。在这里，他买了第一台打印
机，为学生提供打印复印服务。之后，
他不断扩大规模、成立创业团队，并积
极创新，开通“易贝特”在线打印业
务。两年来，凭借着低廉的价格和优
质热心的服务，赵晓明已经赢得了学
校大多数学生客户，成立的团队成为
学校十大重点创业团队之一。

赵晓明表示，在校园创业的校漂
族，有着在社会上创业无可比拟的优
势：合适经济的创业成本、单纯的学生
服务对象，大量的校园创业扶持政策
等。但他也建议：“校漂族，无论是考
研、创业，还是再就业，都必须有明确
的目标和详细可行的计划，否则漂不
出理想的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的姜磊在上海交通
大学BBS“饮水思源”上贴出了自己的
校漂经历——他是电气工程学院04级
学生，大三起便决心考本专业的研，但
因重视不够，未做足准备，第一年考研
以失败告终。迷惘的他开始做毕业设
计，找工作，但当他收到上海电力的
offer时，他冷静了下来，开始考虑自己
真正想要的未来，最终在考研和工作
之间，他选择了留在学校附近准备考
研。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姜磊从
此开始，便着手复习。根据去年的分
数线，他定下了每门学科的目标分数，
开始了有针对性的练习：归纳 BBS 考
研精华区帖子中所有的有效信息，早
起背单词、做习题、阅读书籍，每天，姜
磊都保持了十多个小时的自修时间。
就这样，在食堂、住地、教室，简单的三
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中，他度过了初试
那最难熬的6个月。复试前，姜磊并未
放松警惕，只是心态轻松不少。最终，
他以高出分数线55分的成绩成功考上
电院研究生，告别了艰苦的校漂生
活。

“选择校漂是因为相信自己有毅

力，而能给校漂画上
一个完美的句号是
因为把计划付诸实
施。”姜磊说到，“校
漂”只是一个临界状
态，不能永远漂下
去，选择“漂”是为了
不“漂”。

专家建议：
须建立“校漂”
关爱机制

在与多位“校
漂”交谈后，记者发
现多数“校漂族”都受到心理压力大、
内心孤寂、对未来迷惘、经济压力大等
问题的重重困扰。对此，部分专家建
议，针对“校漂族”这一新群体，社会应
建立相关的关爱机制，而校漂们也要
持有积极的态度主动寻找帮助为自己
减负。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
为，“校漂族”在职场规划上还没有清
晰的定位，这使得他们常常会陷入矛
盾和不确定中。“校漂族”们在大学期
间没有做好职业规划，毕业后显得手
足无措。社会应建立相关的关爱机
制，尤其是要加大对他们的职业规划
指导。

“基于今年就业难的形势，学校行
政部门、就业指导中心、辅导员都主动
为大三、大四的学生提供服务，帮助他
们就业，但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学校
没有这个义务。”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
教授陈辉忠说，“校漂族”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值得关注，但目前帮助他们的

措施很少。考研落榜的、不愿找工作
的，可以主动去心理咨询中心、就业办
寻求帮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负起
责任，面对挑战。

原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张庆林
表示，“校漂族”不再属于学校管理范
围，且分布分散，一些引导毕业生转变
就业观念、进行心理辅导的活动很难
组织起来。

张庆林介绍说，为帮助一些校漂
族，国家已制定政策引导一些考研未
成功的大学生做研究助理，但大多数
校漂族都必须靠自己主动。他建议，
对一些有进一步深造并且有良好基础
的“校漂族”，应多一些政策扶持，学校
可设立如研究助理等职位，让这类“校
漂族”更多地接触导师，提高学习效
率。而那些惧怕社会，把校园作为逃
避现实的港湾的“校漂族”，应主动与
老师、师兄师姐多交流，明确自己适合
发展的方向，勇敢面对现实，及早靠
岸。 据新华社

让楼市
少些疯狂多些理性

“谁见到那种疯狂的局面都会有想买的冲动。”最
近，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小张在某楼盘彻夜排队买了一
套房。在市场一片喊涨声中，他担心继续涨价咬咬牙
终于出手了。今年房价飙升，不少人像小张一样，提前

“释放”了住房需求。
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羊群效应”,是指市场上

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一手信息的
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
行为。事实上，消费者很容易为氛围所影响，“羊群效
应”就是一种跟风行为，它表现了一种从众心理。

开发商深谙利用“羊群效应”助涨房价之道。有的
开发商在开盘前雇人排队；有的开发商故意“捂盘”囤
积地盘和楼盘，制造市场供不应求的假象；有的开发商
通过各类虚假广告、宣传单以及“软新闻”等不透明信
息发布预期上涨的信息……这些开发商刻意制造紧张
空气，在消费者中传递房价上涨的预测，促使其在“羊
群效应”作用下出手买进，而消费者的群体性购买行为
加上开发商顺势的涨价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欲购而
未购房者的“不买还要涨”的恐慌心理。随后，人们不
愿发生的事发生了：房价开始飙升。

其实，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对
称性和不完整性，信息会影响市场人气。目前，开发商掌
控了房源、房价、销售进度、供求比等等对购买行为产生
决定性影响的核心信息，并拥有资金优势，很容易制造紧
张空气，操纵市场，促使购买者“羊群效应”的形成。

明白了“羊群效应”的危害，该怎样防范开发商人为
制造紧张氛围、避免消费者在假信息诱导下“跟风”呢？

我们知道，如果信息对称，市场前景是可预期的，
人们的市场行为会趋于稳健、理性。但在房地产市场
中，单凭消费者的个人努力，恐怕永远改变不了信息弱
势的地位，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履行职责，提供具有普遍
公信力的房地产信息。

目前，社会上之所以有开发商和一些媒体炒作的空
间，是和相关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告知公众客观、全面的
楼市信息密切有关。比如，近期房价涨速较快的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相关部门，如果能及时准确地告诉当地居
民今年供应的土地面积有多少、地段在哪里、全年将会
有多少套房子供应到市场上，消费者想必会心中更加有
底。如果政府部门再能定期公布累积的闲置土地将会
在何时形成商品房供应量，已经售出去的房子空置率有
多少，未来规划中如何保证新增人口的住房需求，消费
者对楼市供求多半会形成自己相对理性的判断。如果
政府部门能及时对散布虚假消息的房地产开发商严肃
处理，消费者就不会那么轻易被“忽悠”了。

现实世界中，信息的完全对称和完整很难做到，但我
们可以尽量减少这种不对称、不完整，给予消费者足够多
而有效的信息，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交易处于公开透明状
态，帮助人们理性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让小张这样的购
房者少些焦虑。 于 猛

“天问”之问
时下，众看客对“跑官要官”已见怪不怪，

大不稀罕了。但闻所未闻的是那些“引车卖
浆之流”的另类“跑官要官”——

据8月5日广州日报的消息：日前，山东
昌乐县城关街办东南村 6 名村民在天涯论
坛上发帖《悬赏五百万征清官除村霸》。帖
子称，本村村民因不满村委 20 年的财务账
目不公开，要求清查村账。经过半年的清账
和查证，发现以村支书卞长智为首的村官们
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 5000 多万元的犯罪事
实。但多年的上告均未有具体处理结果，他
们称希望“征清官除村霸”，谁能帮助他们讨
回 5000 万集体资产，愿意提供 500 万悬赏，
还称是得到了1020名村民签名允许。

引用稍显长了些，但新闻不能语焉不详，
事实不能断章取义。这样的活话剧大有反弹
琵琶之“娱乐”功能，不得不惊奇于农民丰富
的想象和超强的创意。截止到笔者查看这条
新闻时，已赢得近10万条评论，这个数字不
能说绝后但基本上是空前。由此可见，来自
农民兄弟的这则“黑色幽默”是多么的具有海
量人气！

一直以来，烧香拜佛、跪拜秋雨之状似乎
就是农民“专属”的愚昧之举，但山东昌乐农
民500 万重金征清官除村霸无疑提高了“科
技含量”，这理所应当是惊世骇俗之举。凝望
消息中的图片，我越看越觉得山东昌乐县 6
位农民所举起的征集牌，酷似当代“天问”。

当然，笔者远离事实真相而又非侦查员、
检察官、“判官”，是非曲直按下不表。但可以
肯定地说，不是被逼到绝境，他们断然不会迸
发出如此这般的奇妙构想，更不会“以卵击
石”。

“天问”之问，需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太
多了：为什么一个举报拖上9年而杳无音信？
当地的党委政府干吗去了？如果像东南村委
那位工作人员所辩称的“这是诬告”，那么村民
们的实名举报、数字说话、发帖照片又说明了
什么？他们这些“诬告者”大有“壮士一去兮不
复返”的“英雄气概”，有这么“明目张胆”、不计
后果地“诬告”吗？退一万步讲，如果是“诬
告”，那就请“官人”拿出铁的事实来澄清谣言，
还村委之清白呀；如果不是诬告，那么他们的
犹豫又是因为什么？在这个巨额亏欠的背后，
又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绕开诸多福
尔摩斯般的推理判断，还有一个更大的“天
问”：真相何时浮出水面！

清代龚自珍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
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甘于当“臣民”的老百
姓难道连请一个清官的愿望都实现不了了
吗？ 党贺喜

生态游付出的环境成本
生态游的意义是游生态，游客在良好

的生态环境里畅游身心。发展生态游的
要义是保护生态，而不是与之相反，以发
展的名义毁坏生态。生发这样的忧虑不
是没有缘由，2007年以来，广东的漂流项
目以两年翻一倍的速度增加，并以高速的
吸金回报率继续吸引着投资者。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看似“自然生态”的旅游项目
背后，问题不少。一些地方拦河漂流，竟
导致洪水泛滥。（8月4日《羊城晚报》）

主打清凉牌的漂流项目绝大多数位
于山水生态旅游景区，开发者们多以“天
然、绿色、生态”为卖点，而漂流者“玩的
就是这种天然的感觉”。生态隐忧即由
此而来，漂流需要的水量很大，不改造河
道和蓄水，很难保证漂流效果，很难保证

每天正常接待游客，漂流公司的收入也
很难保障。于是为了多挣钱，投资者纷
纷截流蓄水，建起水库，砌出人工水道。

如此生态游，已脱离了原有的生态
游的概念。真正的生态游，是游人有目
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
历史，它不但不会破坏自然，而且还会使
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
益。这是世界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
会给出的生态游理念。在生态游中，除
了去感受去理解环境的文化和历史，还
有人对自然的亲近，对一草一木的呵
护。它所抵达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共
生，人与天地的和谐。

生态游变成生态毁，这是颠覆了人
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拦河漂流导致洪水

泛滥，是人为地制造生态灾难。植被受
破坏，动物被惊散，是人所不承受的自然
之痛。开发者苟苟营营，是为了在破坏
生态环境中取利，而乐此不疲的游客，则
是不自觉地成了毁坏生态的参与者。洪
水泛滥成灾，威胁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更是这种变味生态游带来的直接
恶果。

专家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制度规定漂
流项目的实施必须经过专业的论证。如
此制度缺失，正是生态游变成生态毁的重
要原因。这样的生态游，可以说是一种因
小失大。这样的环境付出，用价值法则解
释，叫不值得，叫干蠢事，它所造成的环境
负面影响，很难消除，在消除的过程中，还
需要付出极大的资金成本。 伊文

鸟语与商道的共有语境
北京人艺曾上演过一出话剧《鸟

人》，讲述的是养鸟人的故事。俗语说：
人有人言，鸟有鸟语。即便是再专业的
养鸟人，他可能与所养的鸟有特别的沟
通方式，但断无可能啁啾着也讲鸟语。

可就是有这样违背自然界规律的邪
门事儿：有网友在沈阳西部汽配城拍摄
到一则招聘启事，在论坛引起网友极大
关注，争论点就是鸟语。原来，这家汽配
公司在招聘要求中明确表明：应聘者必
须懂得五门语言，鸟语就是其中之一。（8
月6日《信息时报》）

与鸟语相并列的另四门语言是普通
话、四川话、贵州话、云南话，要求应聘
者懂这五门语言的理由之一是由于业

务需求扩大，需要面对不同语种的客
户。堂而皇之把鸟语纳入正式招聘启
事，像是黑色幽默又不太像，究竟什么
是鸟语呢？真的就是麻雀、画眉之类的
鸣叫之声吗？抑或专指养鸟人遛鸟时
说的话？一种方言？一种外语？总之，
这鸟语一词，相当令人费解，怎么猜测
好像都不对。要求这般“苛刻”，亦不知
招聘人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招聘者是
一极爱鸟的鸟人，他已融入鸟世界，会
说鸟语？但一般应聘者如何费神劳力，
才可能学会一门鸟语？汽配业务就是
扩大到天边儿去，即便是面对各种各样
语种的客户，能用得上鸟语吗？有听懂
鸟语的顾客吗？

招聘者要是以此开玩笑，这玩笑开
得实在是大了点儿，说不着调也不为
过。若是以此为看点，炒作自己的生意，
那这种做法是对应聘者人格尊严的一种
伤害，应受谴责。鸟语不是人言，这是已
知世界里的硬道理，把会鸟语当做基本
条件招人，当然是一个人也招不来。招
聘人出此下下策，是心理出了偏差，是做
人做得浮躁。在商言商，在商更要言
德。商道，可以说是信义之道，在商的所
言所行须遵从游戏规则，才能提升自己
的境界，实现自己的价值。做事有悖常
理，与商道背道而驰，那他自己就会沦为
商界笑料，为同行所不齿，为世人所鄙
弃。 今 语

漫画：大礼包
收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没想到还同时收到
一个既有银行卡还有手机卡
的“大礼包”。近日，湖北省十
余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中，不
约而同地夹带了特定的“银行
卡”和“手机卡”。虽然学校声
称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开
通号码，但同时称，如果不开

通，又可能收不到学校发送的
信息。(8月3日《长江商报》)

录取通知出妙招，夹带
一个“大礼包”。手机银行
一应全，服务果然够周到。
明明就是强推销，自愿二字
纯玩笑。开学就把逐利教，
教育如何能搞好？

刘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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