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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坛
日前举行，2006年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今年已经80岁的美
国人爱德蒙希望年轻人毕业
回家后能说一声：“妈妈，我马
上要开家公司了。”他认为，年
轻人应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天
分，过早地进入公务员队伍或

者既有体制中，是对人才的浪费。(9月12日《新京报》)
尽管2011年、2012年“公务员报考热”有降温迹

象，但由于2013年是“最难就业年”，估计“公务员报考
热”有可能再度升温。而报考公务员者都是年轻人。
即使诺奖得主称中国年轻人做公务员是“严重浪
费”，此话很有道理，但也改变不了现状，因为公务员
仍是大多数年轻人择业时的首选。

事实上，年轻人喜欢做公务员不是我国特有现
象，近年来法国、美国、印度等国家报考公务员也很
火爆。比如，2010年韩国公务员(中央直属部门)的录取
比例为1100∶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经济不
振，就业情况不理想，而公务员却收入稳定，因而，公
务员成为最烫手的职业，在韩国被称为“神的职业”。

不过，我国年轻人热衷于做公务员，可能与国外
情况稍有些不一样。比如，其他国家的公民一般在经
济低迷的情况下热衷于做公务员，而中国经济长期
保持着较快增长，“公务员热”也持续了多年。也就是
说，“公务员热”有特定的原因。

有调查显示，82 . 5%的人看重公务员“福利待遇
好”。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也透露，公务员
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1万元，而企
业人员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可见，公务员

在我国是平均年薪最高的人群，再加上各种隐性福
利，自然会诱惑年轻人做公务员，而很多国家公务员
收入则处于中等水平。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指出，中国人才浪费触目惊心，仅2005年就有2500万
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
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而人才浪费主要体现在
政府系统，因为政府系统难以像各种社会机构一样
提供专业岗位。此外，年轻人热衷做公务员还影响到
社会各领域发展的活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表面上看，年轻人热衷于做公务员是因为“福利
待遇好”，但实际上与我国体制性改革以及收入分配
改革、社保改革滞后有关。由于体制性改革滞后，政
府相对强势，企业相对弱势，年轻人选择职业时就会

“人往高处走”。而且，公务员“福利待遇好”也与行政

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不仅政府的项目审批

权过多，而且不少领域被垄断，市场化程度较低，那
么，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就不好，进
而影响到人才合理流动和创业。再加上收入分配改
革、社保改革滞后，企业职工与公务员在收入、养老
等方面待遇差距很大，所以企业往往吸引不到需要
的人才。

当然，公务员招录制度不合理，也造成年轻人热
衷做公务员。尽管《公务员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可
以报考公务员，但很多地方明确公务员招考年龄要
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这就造成了公务
员成为年轻人“专利”。显然，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
更了解民生、民意、民情，更适合做公务员，而年轻人
更适合做创造性工作。

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
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
前段时间曾提出建议称，退休年龄不变，仍为50岁，
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9月12日《新华网》)

一直以来，到底该不该“延迟退休”颇有争议。特
别是“90%的公众反对”这一调查结果，让“延迟退休”
缺少了一点儿民意基础。如果说，退休年龄从50岁延
长到60岁，期间15年干着活拿着工资公众已经很难
接受，那么清华杨燕绥教授提出的“50岁退休，不干
活也断了工资，等65岁的时候再拿退休金”，难免就
让人感觉有些不近人情。

表面上看，这一设想颇有新意，也能解决不少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养老难题。比如一方面，50岁就退
休，退出工作职位，不再“占坑”，这保证了年轻人顺
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65岁再领养老金，无疑也能
大大缓解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压力。

站在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的角度，这一建议缺少
最起码的人情味。教授不能忘记了，大多数老百姓，
都有房贷和车贷，长达15年的时间，没有十几万的存
款，他们该如何生活？50到65岁这一群体，也已经是
老人，而且占老人总数量的大多数，让他们都去做
义工，社会需要这么多“男园林工”和“女洗衣工”吗？

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太不近人情，比“延
迟退休”更不靠谱。

《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沈阳的申
女士和丈夫都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家
境非常殷实。她怕女儿程程在这样的环
境中被宠坏了，就骗孩子说“不是亲生
的，你妈早死了”。此后女儿变得十分
独立，学习成绩突飞猛进，骄娇之气消

失殆尽，高考那年，正好赶上非典，学
校里上课断断续续的，但程程一天课业
也没耽误，当年以519分的成绩考上了大
连铁道学院。等到女儿成家立业、事业
有成，她才告诉女儿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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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市日前召开政务微博工作会议，指出
洛阳市在现有55家政务微博的基础上新增18家与
民生密切相关的试点单位开通政务微博。会议还发
布了8月份洛阳市政务微博试点单位的考评排名，
洛阳市公安局的政务微博“@平安洛阳”再次位居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双榜首。(9月12日大河网)

毋庸置疑，作为党政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落实
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载体，政务微博能拉近网络和政
务、线上和线下、政府和公众的距离。更令人欣慰的
是，此次新增的18家政务微博多是关乎民生的水、
气、暖等行业，再加上原有的55家政务微博，已基本
实现了民生相关政府部门、单位全覆盖，体现了关
注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根本宗旨。

不仅如此，与一些地方微博“又聋又哑、自言自
语”、“小事问不停、大事没动静”、更新缓慢不同，此
次洛阳对政务微博所发布的内容予以规定，市网管
办每个月还将从各试点单位的微博发布数、粉丝增
加数、微博信息被转发数、未更新天数以及微博质
量等方面进行考核，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弊
端，有效避免政务微博沦为“僵尸微博”。

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职能不同，各部门的
情况也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不能由一个固化
标准来限定。举个例子来说，相关部门规定政务
微博每日发布信息在5至15条，每次间隔30—50分
钟，这固然是为了防止某些政务微博偷懒，适应
网民刷新微博规律，但有时候确实没这么多的信

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导致一些政务微博
无所适从。

当然，作为政府部门主办的微博发布平台，
政务微博理应以“政”为本业，此次洛阳就规定
涉及本单位本部门的信息和其他信息的数量应占
每日发布信息总量的1/2以上。但有一点很容易被
忽视，就是政务微博若完全围绕政务进行，内容
枯燥，且全为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语言小清新
效应减退，亦难达到服务于政务公开、沟通官民
的目的。

其实，要办好政务微博，关键还在于政务部
门是否具有民本意识。若相关部门切实把民众放
在心里，在履行本职、服务民众方面切实行动起
来，政务微博自然会办得红红火火。与此同时，
政府也不妨把它当作改进工作的动力，因为在信
息爆炸时代我们却仍要硬性规定政务微博的内容
及更新数量，已经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所欠缺，还
有提升的空间。

进一步来说，政务微博是观察政务公开、能
力与效率的一个窗口，其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
来说也是好事，但公众对政务微博的期望显然不
只是有“数量”，更重要的还要有“质量”。微
博要有质量，就不能脱离行动，就应真正成为提
供公共服务的工具，而不能沦为摆设。倘若不分
青红皂白，盲目追求数量，统统一哄而上，恐怕
未必是件好事。

9月10日，浙江大学教师节典礼上，该校两位教
授因长年坚持在本科生教学一线、并受到全校师生
的广泛认可，每人获得了“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100
万元的奖励。(9月12日《新京报》)

通常情况下，大学教授搞科研才会有丰厚的奖
金，现在大学教授因为长期坚持一线教学也能够获
得一百万奖金，这确实让人感到欣喜。

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发文规定，高校要把教
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制度，教授、副教
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
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七条也规定，“教授、副教
授……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
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
学、科学研究成果”。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教授都该
给本科生授课。

当前，教授不愿在教学一线，一方面是利益单
薄，奖金不多；另一方面是对教授的考核，教学不占
重要比例，而且倾向于科研，如此，能够坚持教学一
线的，也只有那些有着“教育良心”的教授了。

鼓励教学，需要丰厚的奖金，但不能仅仅如此，
还应该有制度设计。不仅要扭转重科研的“偏差”，而
且要让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获得搞科研那样的丰厚
回报。比如在评职称时加大对一线教学工作的考
量，纳入奖评体系。如此，会有更多的教授专注于教
学一线。高校的教学质量也会越来越高。

让年轻人热衷创业而非做公务员
□ 冯海宁

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
不合适
□ 刘 鹏

政务微博要增加数量

更应提高质量
□ 杨 飞

鼓励教授教学
需要制度激励

□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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