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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差距到底有多大？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对10所高校1641名90后

和 80后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
90 后大学生比较想去的工作单位，选择率达到
20.3％。其他就业意向从高到低分别是大专院校
（14.8％）、科研单位（11.2％）、私营企业（9.4％）、党
政机关（8.9％）等。

如何实现职业理想？64.5％的
人首选“是否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调查发现，与 80后大学生比起来，90后大学
生选择大专院校等事业单位的比例较低，而选择
其他工作单位的比例则较高。负责此次调查的上
海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蒋明军认为，这表明
90后大学生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之下，择业观念已
逐步趋于理性，能够主动选择“分流”。

此次调查还发现，46％的90后大学生表示，会
“尽量找一个稳妥的、符合自己要求的职业，只有
在实在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先就业再
择业”。蒋明军认为，90后大学生给人最深的印象
是自信、有责任意识、务实。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本科生王一坤，正在
筹备一份校园报纸《电影新七天》。办报的想法源
于上个月去上海参加的“世博会大学生注册记者
训练营”。

“150个同学都是全国各地大学的校媒领袖，
大家聊得特别融洽。我第一次发现，大学生的力量
这么大，自己对新闻的兴趣竟然这么浓厚。回来
后，就特别想把报纸办起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但是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王一坤不着急。“只
要有本领，有谦虚的态度，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
我也不想现在就给自己定型，只是努力把各个方
面都准备好。”

对于如何实现职业理想，调查中，64.5％的人
首选“是否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其次“是否有强硬
的社会关系网”（19.1％）。此外，还有 7．7％的人
选择“学业成绩是否优异”，5.9％的人选择“所学专
业是否热门”。

在就业过程中，80 后大学生相对来说更重
视社会关系网的作用。调查发现，80 后比 90 后
对社会关系的评价高了 5.5 个百分点。蒋明军
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
象，有的毕业生依赖性强，把找工作的希望更多
寄托在家人和老师的人际关系上，把社会关系
网当成救命稻草。90 后大学生尽管同样也深受
这种观念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说，他们更积极一
些，更愿意脚踏实地、放宽视野、提升自我，自信
心更强。

怎样权衡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52.2％的人会“先为别人着想，同时
也要顾及自己的利益”

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评价标准，90后大学生把
才 能（21.4％）放 在 首 位 ，其 次 是 社 会 贡 献
（19.8％）、成 就（18.9％）、德 行（14.8％）、知 识

（8.9％）等。
调查还发现，56％的90后大学生会“奋力争取

明天的幸福”。而对于奋斗目标，29.2％的人是“努
力学习，做一名合格大学生”；25.3％的人是“学点
真本事，将来挣大钱”；21.4％的人选择“努力学习，
争取考研”；19.8％的人认为是“为一个幸福的家庭
做好铺垫”。

中国农业大学大二学生章谨说，实现梦想一
直是自己奋斗的目标。但是今年暑假，去贵州白
碧支教3个月后，她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支教的地
方是苗寨，只有一所小学，学校里只有一名校长、
一名老师和 130个孩子。“我在那里教语文、英语、
手语歌……恨不得把所有会的都教给他们。”晚
上，8个人分睡在两个教室里，“就是在地上铺一层
单子，刚开始看见虫子都害怕，后来蛾子往脸上扑
也习惯了。”

“我从没想过还有那么贫穷闭塞的地方。”章
谨说，现在觉得还是做点实事比较重要，“好像自
己有责任一样，也能扛一点什么在身上。”

90后大学生与别人相处时会怎样权衡自己与
他人的利益呢？调查发现，52.2％的90后选择“先
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要顾及自己的利益”；41.9％的
90后表示“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同时也不损害
别人的利益”。

此外，还有4.5％的90后“主要为别人着想，不
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仅1.4％的90后“主要关心
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别人的得失”。

“寻找感情寄托”（35.1％）成为
90后最主要的恋爱动机

此次调查还发现，35.3％的被调查 90后在步
入大学前，曾经在中学阶段谈过恋爱。恋爱动机
又是什么呢？

调查显示，“寻找感情寄托”（35.1％）成为 90
后最主要的恋爱动机；其次是“寻找理想的人生伴
侣”（23.7％）。接下来还包括生理和心理需要
（13.5％）、排遣寂寞（12.7％）、体验生活（10.3％）、
随大流不落伍（2.1％）等。

“我记得在一堂心理选修课上，老师说从19岁
到大学毕业之间就应该谈恋爱。”首都经贸大学大
二学生翟阳说，“如果克制自己的话，以后都不知
道怎么和异性交往，也不懂得如何选择。”

“我们宿舍的姐妹对男生的要求也有共识，最
重要的是品质，最不重要的是相貌。”翟阳觉得，女
孩子没必要非要追求有家庭背景的。但是家庭影
响对一个人成长很重要，如果家庭背景相差很多
的话，两个人的思想差距也会很大。

王一坤说：“对待爱情，现在我不敢说会特别
勇敢，我总有一点顾虑，总感觉还有很多事情没有
做，可能自己有本领了才会完全放心去谈吧。”

调查还发现，对于婚前性行为，70.9％的90后
大学生认为不可轻率，应有责任感；15.5％的90后
表示坚决反对；只有 13.5％的 90后认为自由快乐
就好。（上海师范大学《80后与90后大学生价值观
变化原因与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

据《中国青年报》

“人在 15岁到 25岁时，属于潜人才，他
们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的基础
教育要尽量减少杀伤力，保护杰出人才成
长。”北京教育学院梅汝莉教授认为，教育
家林砺儒先生的全人格教育理念值得我们
今天借鉴，是抵制功利主义对基础教育侵
蚀的利器。

林砺儒先生是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
长，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钱老晚年曾经
列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 17个人，中学校
长教育家林砺儒是其中之一。林砺儒在北
师大附中做校长期间培养的人才五花八
门，与钱学森前后脚的同期学子，还有张岱
年、于光远和十几位院士。

哪个老师敢不催着孩子为
最后20分奋斗

11 月 14 日，纪念林砺儒诞辰 120 周年
座谈会在北师大附中举行。令人没想到的
是，一场追思会竟然演变成对当今教育的
批判会。而 80这个数字，成为本次会议的
关键词。

钱学森上中学的时候，校长林砺儒把
孩子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非常重。所
以钱老后来回忆，当时一般学生都是 70多
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人刻意追求满
分。能考 80 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 80
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
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

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老校友于光远也
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
很满足了。考 60分比较容易，在 60分的基
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
可以考 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

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
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
学新的东西。

梅汝莉解释，学生要取得 100分，付出
的努力太大，80分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不能
用20分的精力全面发展人格呢？“但是现在
哪个老师敢不催着孩子为最后 20分奋斗？
家长能同意吗，高考能同意吗？！”

教育跟上，中国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

在脑科学的多元智能研究中发现，基
础教育（包括高中）时期的孩子是潜人才，
是人生的过渡期，才华能力都处于潜质状
态。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却用显形的成果衡
量他们，无疑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

在林砺儒先生的理论中，中学教育不
是某种职业的准备，而是建立“全人格”，为
将来个性发展打基础。一个中学生培养文
学素养不是为了当名作家或将来卖文讨
饭；培养他科学素养也不是为了他成为科
学家；艺术也一样，都是基础性的，为了激
发他的人格活力。梅汝莉认为，只有这样
的中学教育，才能让孩子不会成为有学历
没学问，有教育没教养的人。“中学是沃土，
而不是让人立刻成才的魔术箱！”

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杜育红非常认同
林砺儒先生的理论，“701分和702分有什么
区别，状元的能力和榜眼探花有什么区
别？我看700分以上的都是好学生，但媒体
和家长就追着状元跑。”

师大附中老教师纪强回忆了他1984年
和另外 3名附中老师到国防科工委拜会钱
老的往事。

纪强记得，当时钱老说林砺儒是著名
的教育家，他当校长的时候附中探讨问题
的空气民主自由，“了不起，现在的中学差
远了。小学 6年加中学 6年应该赶上大学
二年级才对”。

当时，报纸上说有两个大连的孩子瞒
着父母到岛上去玩，失踪几天将大人急死
了。钱老却说，我支持他们，年轻人就是要
这样。他对现在的教育有点意见，用了8个
字“五花大绑、限制太多”。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刚从美
国回来，得到许多新信息。奥巴马政府将
1200亿美元投入教育，最近又拿出 50亿美
元振兴教育创新，还宣布将派 10万大学生
到全世界学习。“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感，世
界是平的是热的是挤的，教育跟上，中国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

学校要有勇气，把分数看淡
一点

其实，应试教育对中国孩子创新能力
的戕害已经是老话题了，但为什么媒体、官
员、教育专家多年来万箭齐发，这个靶子仍
然屹立不倒呢？林砺儒确实培养出了不少
中国当代的大师，然而他的这剂老药方是
否能医治今天的新病？

中国在转型期各种竞争异常激烈，社
会矛盾在步步下移，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要
进入应试链条，而这是违背人的成长规律
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者指出，
市场经济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中国人口
众多，教育必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也反对“让孩子
用80％的精力去学习那20％他很难搞懂的
知识，其实就为了高考增加 5分 10分”，但
她同样要考虑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那
些县中，教师水平和各方面条件有限，学生
们必须加班加点地奋斗，一分两分地争取
以改变命运。

“所以教育决策者既要有所作为又要
保持冷静。”陈小娅对目前高中的同质化倾
向非常忧虑，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
任务，高中应该多样化有特色。

高中是人分化最重要的阶段，要从普及
的中学教育中拔出创新性人才，高中的改革
应该力避大一统。陈副部长鼓励部分像师
大附中这样底子厚、师资强的高中从应试教
育的轨道上跳开一些。“学校要有勇气，把分
数、排名看淡一点。”她透露，正在研究政策
给这些传统优势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80分万岁，会得到很多高中生的欢迎，
他们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体验人生，
探索课本以外的世界。有了陈小娅副部长
的鼓励，有了钱学森的成才经验，但有多少
学校、家长敢于实践呢？

据《中国青年报》

贫困大学生焦虑折射民生困境
多数贫困大学生，入学前就面临不寻常

的压力，入学之后，新的压力又接踵而至。近
日，为了解贫困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
况，南京市多家单位组成走访小组，对贫困大
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面对
的主要心理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回报父母高
期望造成的焦虑感，相对剥夺造成的自卑感
以及未来就业困惑造成的抑郁感。（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穷人家的孩子早体验世事艰辛，穷人家的
孩子早当家。几乎每个本土家长都有望子成龙
的心理，穷人爹妈也不例外。穷人家的儿女懂
得早分担父母的忧虑，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对
父母来讲，是极大的心理安慰。有了出类拔萃
的孩子，还会有哪家父母会再去以各类要求，对
孩子施加压力？从根本上讲，贫困大学生之所
以会产生回报父母期望的焦虑，主要是因为他
们面临社会现实环境的压力。他们的焦虑感所
折射的是民生艰难、民生困境。

大学现行的高额收费制度不讲理、没道
理，会袭扰贫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让他们深
切感受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父母学费、生活费
供养之难，更会让他们作为人子的怜惜、痛惜
之情挥之不去。这些东西才是贫困大学生产
生焦虑感的重要根源。他们要是在求学期间
就不“出息”了，那对父母的愧疚感便会油然而
生。面对种种压力，贫困大学生当然会到自己
的精神家园寻求支持，以缓解自身的压力。参
照其他群体的价值呈现是贫困大学生价值期
待的一个来源。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特定的
个体，当贫困大学生观照自身及他人的权利价
值、人际价值时，极易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而
这等于是给他们的沮丧情绪、失落情绪雪上加
霜。瞻望就业前景，看看“蚁族”为生计奔波的
窘迫，困惑造成的抑郁又构成贫困大学生新的
生活阴影。

调查显示，41.1％的贫困大学生表示，自己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58.9％的贫困大学生认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是完
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没有一人表示自己的
价值目标为随遇而安或者是金钱、享乐等物质
幸福。贫困大学生注重社会的需求与自我价值
的实现，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贫困大学生不
放弃尊严，不迷失自我，是他们还没有失去挑战
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而在现实当中，他们又能得
到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得到什么样命运的眷顾，
这实在是个不能不面对但说起来却过于沉重的
话题。 今语

“房价预测”不能比房价还吊诡
中国社会科学院 16 日发布的首份《住房绿皮

书》指出，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住房
增量市场与住房存量市场将呈现先扬后抑、价稳量
增的态势。在土地市场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趋升的
力量作用下，土地市场的交易面积将有所增加，土地
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中国证券报》11
月17日）

这些年，房价一直都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部
分房产商会时不时发言表示“涨价有理”之外，很多
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也纷纷站出来进行“房价预
测”。至于预测的结果，当然是出奇的一致：继续上
涨。几乎每一次的“房价预测”都是如此，不变的是
结果，而变化的不过是“先抑后扬”、“继续上扬”或者

“稳中有升”之类字眼。社科院此番推出的《住房绿
皮书》，预测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而现实也验证了专家学者们的“预测”，从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到如今，房价一直处在上涨的空间内，
什么时候“价格回归”还真是一个未知数。但预测与
现实划起等号，不代表房价就正常。明明已经高得
离谱，但还是一路上扬。

房产行业有无产能过剩的问题，看看目前国内
的空房闲置率就明白了。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
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 1.64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1.8%。其中，空置商品住宅9069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32.3%；另一方面，国内房产市场的所谓“刚性需
求”存在与否，看看国内的房价收入比也就一目了
然。联合国人居中心得出“合理的住房价格”的房价
收入比应该为3-6，即房价合理价格水平应是相当于
每户居民3-6年的平均收入。可说实话，依当前国内
人均收入水平来看，20年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一点，其实专家们也是认可的。国家统计局总
经济师姚景源指出，北京房价已经高得离谱，需要透支
三代人的积蓄。而纵然是《住房绿皮书》也明确指出，
楼市潜藏着泡沫风险，绿皮书对全国35个城市房价泡
沫指数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北京的房价泡沫超过了上
海、广州和深圳，实际价格高出基准价格1/4。

这就很是让人看不明白。专家们一边郑重劝告
消费者要谨慎买房预防风险，而另一边却不遗余力
地运用诸多经济理论数据来证明房价会继续上扬。
既然认为房价不合理，又何来的“房价上涨合理”？
房价已经够吊诡的了，“房价预测”不能比房价还吊
诡。“房价预测”的作用本来是指导消费的，但这般前
后矛盾的“预测价值观”，怎能让人相信。

是就是，非即非，如果专家学者对高房价不看好，
何如干脆对吊诡的房价走势进行一番脚踏实地的调
研，解解公众的疑惑。反之亦然。一边忧虑重重，一
边坚定看涨，这种心态或许是复杂的，也注定是一种

“忽悠”，没有多少公信力，还是算了吧。 陈一舟

50%白领可能在未来两年通胀中破产过度负债而收入
下降，是2009年中国
城市居民白领家庭的
基本趋势。近日，本人走访了上海、北京两大
白领集中的城市10多户今年开始有房贷的家
庭，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过家庭收入的五成；
生活成本本来只占三成，但最近水电油气全
面调价增大了成本；所以，每月积蓄不到一
成，旅游、购物等消费大为减少。

按发达国家的白领收入月供比例，房
贷月供占家庭总收入的30%比较合适。中
国城市白领家庭超出合理月供比例的
40%，风险系数正在加大。

从今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增加幅度来
看，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从2003年的3329亿
元，至2009年9月末，加上公积金贷款已经
突破 4 万亿，贷款增加数以年均 75%的速
度增长。从总量来看，美国的住房按揭市
场发展50多年，其住房贷款余额也不过在
3 万亿左右，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发展
不到十年，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就达

到 3.3 万多亿元，加以公积金住房贷款
70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现在来看，假如 CPI 上涨 3%，住房贷
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
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
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
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
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
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今年买房
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
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
不亚于美国的次债危机。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十分有害的心
理。有的认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至少收
入会增加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有人
在。这种情况放在美国，那是没问题，美国
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发生通货膨胀足以让
资本家加薪。但是，在中国不行。加薪这条

路实际行不通。因
为在这个时期，正
是政府在加税的通

道运行。中国的企业税赋很重，如果再给员
工加薪，那很多企业会关门大吉。

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盲目乐观，那就是如
果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可是，你的房子
是在房价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购买的，只要央
行宣布加息，许多房子房价要跌去30%至
50%，首付款都跌没了，你还怎么卖？当回收
流动性的时候，大量的囤积在炒家手上的住
宅会爆发性的投向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很
快形成。还怎么卖房子呢？

中国住宅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市场，已经
埋下了足以颠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巨大隐
患，导致资源错配，资产价格猛涨，产业结构
型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被高房价吞噬殆尽，
印钞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考
虑这个问题了。明年加薪无望的家庭，应该
采取措施，将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小房子改为
租房，手上留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牛刀

“实名举报”？别拿老百姓开涮了
据长沙晚报报道，为“加强对干部选拔

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
程度，日前，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省委常
委会议研究决定的5名拟任职人选(或提名
人选、候选人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乍一看，这实在不算是一条值得进行
时评的新闻。但细一看，又实在不得不说
上两句，因为报道还专门规定：“凡来信或
来电举报者，应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
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
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
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
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看到这里，原本的“泛新闻”便递进为
“货真价实”的“真新闻”了，因为这“货真价
实”的很重要的两个“W”便是，一曰实名举
报，二乃“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

实名举报？当然再好不过了！可以
使办案人员迅速、直接地和举报人取得
联系，较快地调查、落实所举报的问题，
也能减少调查、落实的成本。但“傻子”
都知道，实名举报的风险系数要远远高
于匿名举报。尽管湖南方面的规定言之
凿凿承诺：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但是规定只是写在文件中，触目惊心的

结果定格在现实中：举报程维高的郭光
允，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的周伟，还有举
报李长河的吕净一等等。他们的“下场”
尽人皆知，不寒而栗。真可谓“前人之
事，后人之师”啊！从常理上讲，你胆敢
在人家即将高升时实名举报，实在是属
于“找抽型”，何况有些领导平常就是睚
眦必报的主儿，关键时候你再找茬，简直
是活腻了！所以，没有哪个“傻子”会署
上自己的大名“替天行道”的。

“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
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
查核实线索。”真实性、准确性该由谁去
核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如果强加
于举报人，无异于强人所难。老百姓能
知道多少内情？能提出问题，能提供个
线索、苗头就不错了，而冠之以“必须真
实、准确”两个词，毋宁说是一种潜在的
威胁：别给你棒槌就当“针”，“好傻好天
真”哦。

湖南方面的这一“苛刻”规定，画外
音很简单：所谓公示需实名举报，就是堂
而皇之地走过场，就是热热闹闹给你做
个样子看，就是千万别当真。谁若当真，
谁就会“被开涮”！ 党贺喜

局长办酒宴“钓鱼”

家里遇红白喜事，办酒请客收礼，虽然与
提倡新风尚并不合拍，却也不宜硬性阻挠。但
倘是党政官员借着什么名目，大办酒席、大请
宾客、大收礼金，这性质就是官场腐败的翻新
花样，值得相关部门警觉并制定规则予以制
止。面对这股陋习，重庆酉阳县《关于狠刹请
客送礼风的暂行规定》订得好，刹住了干部操
办酒席搜刮钱财的歪风，这样的反腐倡廉实际
行动，当然会赢得百姓的拥护。吴之如 文/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