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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本质是“权益荒”
未来任何一个工种都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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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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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
这种现象正常吗？

【一】福建省建阳市小湖镇马坑
村支书徐承云代表：没什么不正常
的。大学生读书多，并不代表大学
生什么都能干。而农民工实践经验
多，操作能力强，能吃苦耐劳。

【二】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院长马胜荣委员：这只是暂时
现象。有时农民工是赚得多，但是
不稳定，今天多了，明天又少了，而
且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难再涨
了。大学生就业一般比较稳定，开
始可能钱少一点，后来还会慢慢涨
上去。从长远看，还是大学生的提
升空间更大。

【三】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施
作霖代表：不正常。不能一味指责
大学生，大学生的培养成本远高于
农民工。特别是农村家庭要供一个
大学生，发生了多少辛酸故事。要
是念了4年大学出来，还不如城市打
工者、保姆、理发的、开小卖部的，我
们怎么向孩子的父母交代？

北京大学女硕士苏黎
杰（如图）毕业后在京城就
业连连碰壁，最后作出一
个“雷人”决定：回南阳老
家和农民工一道学习油漆
技术。

这件事似乎为两会前
一则网帖提供了注脚。“回
家后，我无颜面对的事情：
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呢”，
这个引起广泛争论的网帖
指向一个中国独有现象：“民
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
存。大学生与农民工没有
可比性？这一现象折射出
哪些深层根源呢？

一边民工荒一边就业难，问题出在哪里？
【一】大连重工高级工人技师王亮代表：是企业太急功近利了。按理说，大学

生基础好，学习能力强，开始操作方面差点，但进步会很快。可是很多企业想降
低成本，尽快赚钱，所以喜欢用技术熟练的农民工。这些企业没有长远眼光，没
有耐心培养大学生。

【二】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谢朝华委员：企业不要大学生，可是对农民工也不
够好。一方面急着用人，另一方面又不想提高工人待遇。新一代农民工也转变
了就业观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就什么都肯干。现在农民工选择越来越多，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凭什么还大老远跑你这儿来受气？“民工荒”本质是“权益荒”。

【三】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委员：根源在社会。社会正处于一个特
殊时期，存在“三碰头”现象：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要
求高，困难职工数量也到达峰值。几个群体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压力很大。这
与当年的“脑体倒挂”没什么直接关系。

“女硕士当油漆工”是高等教育的悲哀？
【一】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代表：大学生应当转变就业观念，放下

“身段”，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当年的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不是也卖
得很好吗？大学教育不是只培养科学家。

【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大学生就业难
是表面现象，更深刻是教育结构、教育质量如何同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
相结合。这些年数量型教育发展很快，大规模扩招、增设新专业，很多
专业不对口、不匹配，和企业不对接，也缺乏监测和适时调控。另外，学
生多了，培养水平下降的问题也值得反思。

【三】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委员：大学生就业难反应了大
学教育和现实脱节的问题。未来的工人可能技术含量很高，国外很多
清洁工就是大学毕业生。并不是说大学生必须从最低等工种干起，而
是说未来任何一个工种都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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