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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来

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公布了2021年新入职入编的40
名教师，其中有 9 名博士及博士
后。财经网为此发起一个投票：
你怎么看待博士去中小学当老
师？截至目前，有7.2万人投给了

“没啥看法，尊重个人选择”，有1.9
万人投给“多多少少觉得浪费了”，
前者高居第一，后者仅列第三。

这个投票反映了当前的社会
价值，就是公众对个人选择越来
越宽容、理解和尊重，不再以严肃
抽象的社会贡献来评价和约束个
人选择。这是社会的进步。

我们再细究这些博士教师的
学习经历，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中
外名校，甚至在求学阶段就是同
龄人中的佼佼者，比如硕博在北
大完成的化学老师谭灏诚，曾获
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其
他的高学历老师，有来自美国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主攻细胞生
物学的博士后，有来自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大学的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博士，其他如语文、数学、物理
老师，也都是名牌大学的比较文

学、统计学、光学等专业的博士，
履历金光闪闪。

所以，有 1.9 万人投给“多多
少少觉得浪费了”，也情有可原。
比如有位高赞网友就这样评论：

“高精尖人才应该去做研发或者
更能为国家创造的事业，而不是
为了钱去当中小学老师。我并不
是说中小学老师怎么样，而是说
相应的人就该做对应的事。”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分歧？
对于多数人支持的“尊重个

人选择”，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
些博士为什么选择当中小学老
师？在网友的评论里，内卷、体
制、稳定等词汇不时出现。毋庸
讳言，当前的人才竞争相当激烈，
像这种博士去中小学当老师早已
不鲜见，去年不是还有清北的博
士去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任职的
新闻吗？当时也曾引发舆论热
议。教师工作稳定，而且还有教
师收入不得低于公务员的政策保
证，因此，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
选择当老师是一种利己的理性选
择，教育部 2021 年的统计数据就
证明了这一点。数据显示，报考
教师资格证书考试人数，2019 年

比2018年增长了38.5%。
但是，个人角度的理性选择，

在社会角度，就不一定理性了。
理想的社会资源配置当然是

人尽其才。如果高学历的人才选
择低配，不仅造成人才资源浪费，
而且挤压了同样胜任这个岗位的
较低学历者的就业空间。更不用
说由于高考录取的人数限制，考
上清北的人，同样会挤压他人接
受清北教育的机会。你清北毕业
读到博士，却做了小学老师，被你
挤掉清北机会的同学情何以堪？

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才都是
宝贵的资源。最宝贵的资源当然
要实现最优配置，否则就是浪费
人才、资源错配。美国有个研究
经济的大学教授对人才配置进行
了研究，将工作岗位分为两类：创
新型和寻租型。前者负责把“社
会蛋糕”做大，比如科学家；后者
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负责“社会
蛋糕”的分配，比如公务员。

他指出，合理的人才配置，应
该是顶尖人才去从事创新型工
作，把蛋糕做大。相反，当最有才
能的人成为寻租者，他们的个人
报酬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

配，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这
样的结果就是：有才能的人没有
参与改进技术，与普通才能的人
一起成为分食蛋糕者，那么，经济
将陷入停滞。

也就是说，对个人选择而言，
趋利没有错，但这种个人理性对
社会发展，没有更多促进作用。

我们继续往下问：这些博士
到中小学屈就的原因还有哪些？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逻辑不发达的
网友建议：应该把高收入给科学
家。现在，我们未来的科学家都
被迫去小学谋生了，他们连科学
家的岗位都没有，咋获得那份高
收入？

对，问题就在于科学家的岗位
不够。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产业
升级还不到位，至少没有与人才的
供给相匹配。在当前以及可见的
未来，国内外形势都要求我们在高
科技领域占据制高点，而科技岗位
与人才是互为因果的相长关系。
理想的愿景是：产业升级对人才如
饥似渴，博士们进入专业领域施展
才华，实现最优的人才配置，整个
社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这一
天，我们期待早点到来。

博士当中小学老师是人才浪费吗？

文┃沈克鲜

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维
护律师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是
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9月13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
发生一起律师被枪击案。据媒体
报道，雷俊因纠纷对律师薛伟不
满 遂 行 凶 ，薛 伟 送 医 后 不 幸 去
世。被害人薛伟今年 30 岁，2018
年 8 月才领到执业证。公开的民
事判决文书表明，凶手雷俊是薛
律师代理的民事案件的对方当事
人。而在1个月前的8月14日，辽
宁一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遭委
托人持刀伤害，不幸身亡。

输了官司，就去杀害对方的
代理律师，或者怪罪自己的代理
律师，这是何等奇葩的逻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哪怕在
凶案发生之后，还有一些人在散
布对律师、律师行业的褊狭和恶
意。“律师就是收费办事的，与法
治无关”“谈枪杀就行，不要突出
死者是律师”等言论频频出现在
网上。对于律师的恶意，大多数
都来自于对法律的无知。这些扭
曲的观念意识，将成为我国法治
建设的绊脚石。

律师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重要社
会制度中的关键一环，不是可有
可无的“点缀”。“律师兴，则法治
兴”。律师行业，也是衡量一个国
家法治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发挥着
重要约束制衡作用，对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利、排除非法证据、杜绝

冤假错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民
事诉讼中，律师作为代理人，利用
法律知识、专业素养，维护当事人
利益。

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
说，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终极
路径，律师的积极参与，能够提升
司法公信，引导当事人通过法治
手段解决纠纷，避免社会矛盾升
级。凶残地伤害律师，为法治所
不容。

那种“法治是好的，律师是坏
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错误
的逻辑，但近年来，这种反法治的
谬论，却借着民粹情绪甚嚣尘上，
破坏着来之不易的法治共识。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律师行业
有着明确定性：律师队伍是依法
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切实

加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
去年，中央领导人还强调，要充分
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
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帮助群
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1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关
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
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等文件，为
提高律师社会地位、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提供了保障。

“奉法者强则国强”。正如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就此次律师遇害
案所发声明，律师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社会
公平和正义的职责使命。保障律
师正当执业权利，维护律师的人
身自由、生命安全，是依法治国的
应有之义。

维护律师权益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律师是
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力
量，肩负着维
护社会公平
和正义的职
责使命。

选择当
老师是一种
利己的理性
选择，但个人
角度的理性，
在社会角度，
就不一定理
性了。

中秋节临近，月饼消费市场
逐渐升温，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
产品也涌入市场。近年来，在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下，中秋
月饼逐渐回归食品属性。但记
者采访发现，一些月饼产品追求
豪华外观的过度包装现象仍存，
不少月饼仍然追求“观赏”价值
大于“食用”价值，而过度包装的
产品不仅让消费者多花冤枉钱，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使
用后还会产生大量包装垃圾。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拒绝过度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