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培荣：考公务员热并
非始自今日，早在几年前就
已显露端倪，可以说自我国
建立公务员招考制度以来，
考公务员的热度就直线上
升。不管考公务员的人心态
如何，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
总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考
公务员热的“热源”到底在
哪里？首先是考公务员热凸
显了公务员这个职业的高
含金量：稳定的收入、优厚
的待遇、较高的名望、体面
的生活甚至还有对灰色收
入的渴望。其次是就业压力
大，找工作难。许多大学生
虽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比
较盲目，却又不得不无奈地
投身到这种盲目中去。就业
压力的逐年增大，使他们不
得不寻求每一个可能的机
会。三是就业观念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受“学而优
则仕”观念的影响，人们总
是青睐机关工作，这种就业
观念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
面。即使大学生本人不想考
公务员，但是很多家长也会
施加压力。

孙玉栋：考公务员热
的出现确实与毕业生的就
业预期有关，公务员工作
稳定，受市场风险影响小，
而且掌握国家资源，旱涝
保收嘛！这也和我们国家
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与招
生规模有关。目前几乎所
有的综合类大学，都在重
复设置几乎相同的社会科
学专业，由于没有极强的
专业特点和专业限制，加
之近几年的扩招，因此可
以获得报考资格的人数也
非常多。

孔娜：现代社会阶层的
划分以职业结构为基础。职
业已不仅仅是养家糊口、谋
生的手段，更是衡量一个人
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对工
作的选择就是对未来生活
方式的选择。曾有学者提出
中国社会有十大阶层，居首
的就是由各级公务员构成
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公务员群体是社会中间阶
层，抛开各种利益不谈，单
凭这一光环也足够吸引众
多年轻人。

我的公考经历
□韩非

今年三月，孩子刚过百
日，作为新手妈妈，想到产
假即将结束，忙碌与无序的
工作又要开始，我变得越发
焦虑，有了换工作的冲动。
恰好那时公务员省考又开
始了，我便报了名。

对于公考，我并不陌
生。2007年，作为一名应届
毕业生，我参加了国考和省
考，却遗憾地与面试一步之
遥。当时，忙着四处找工作
的我郁闷异常，对公考的期
待更甚了。但是毕业后找的
工作尚体面、收入还不错，
我也逐渐淡忘了公考。只是
当了妈妈后，对过去那种没
白没黑的工作方式有了深
深的恐惧，又重新激起了考
公的想法。

报名后，一个月的备考
时间里，只能趁孩子睡觉时
看几眼几年前买下的书。没
有多少准备，我就去考试了。

4月25日的早晨，我所
在的考点，省农干院的门
前，黑压压一片年轻的姑娘
小伙，产后臃肿的我显得有
些另类。但我也不断安慰自
己，别太自卑了，和他们比，
咱还是有心态优势的。咱是
骑着驴找马，他们可能连驴
还没有呢。

这样想着，考试开始
了。会做的赶快做，不会做
的赶快过。也许是心态轻松
的原因，我竟然第一次在规
定时间内顺利地做完了所
有题目。下午的申论也是波
澜不惊地完成。

几天后，产假结束了。我
重新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也几
乎忘记了这次考试。忽然有一
天，老公打电话说我笔试考了
第一，我又惊又喜，真是放松
状态下的超水平发挥。

突如其来的“第一”让我

的这次公考瞬间“庄重”起
来，我不再是“无心插柳”了。
和笔试的“裸考”相比，我绞
尽脑汁，准备着面试的点点
滴滴。也许离目标越近，就会
变得越发小心翼翼起来。

老公建议我报个万元
的“保过面试培训班”，交钱
时发现要封闭七天，考虑到
要给孩子喂奶，我选了个便
宜的普通班。

公考的热度真是让人
吃惊。上课时，我发现偌大
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老师
口若悬河，我们奋笔疾书。
第二天模拟面试，为应付
“爆棚”的学员，培训班几乎
全是临时的老师。一个个比
我小五六岁的老师，在我答
完题之后，只会点评一下我
的神态举止，无从评论我的
思想内容，我觉得自己受骗
了，强烈要求退了班。

经过多日独自准备，我
有点忐忑、充满期待地站在
面试考场，回答第一个问题
时，我由工作感悟谈到刚刚
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并引用了温总理最新的谈
话内容，我看到考官们不约
而同地点头，我知道是我的
工作经历，而不是辅导班充
实了我。走出考场的那一
刻，我信心满怀。

如今我在新的岗位上工
作已近俩月。有意思的是，新
同事听说我原来的单位名
时，都会奇怪“怎么水往低处
流”？而我的老同事却又都祝
贺我“飞上高枝”。也许所谓
的“高”“低”，皆因所在的位
置与角度不同吧。

其实，公务员就是一个
职业，不坏，也没有很多人
想象的那么好。考公无非就
是找工作，不必太狂热，无
心插柳，也许成荫。

<<问题

公务员招考热凸显哪些隐忧
一年一度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网上报名时间将于24日截止。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为公民提供了一个通过公平

竞争进入党政机关的重要途径，被誉为“玻璃房子里的竞争”，说明它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场竞争越来越火热，越来越激烈，目

前个别职位的报考热度已经达到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面对如此庞大的报考队伍，我们有必要对考公务员热进行冷静的思考。为此，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

就此话题进行对话。

公务员招考咋就这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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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培荣：考公务员热的
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由于
考生高涨的报考热情和盲
目的报考目标之间存在巨
大的反差，所以，对于考生
来说那种“不成比例的录取
率和不菲的付出”是他们不
得不付出的代价。其次，对
于国家机关来说，由于参考
人员抱着各种不同心态来
参考，而被录取的并非都是
那些喜欢公务员工作的有
敬业精神的人，所以使得国
家花费了大量的招考成本
招来的人并不是都很好用，
也就是说考来的公务员并
不全是真正有敬业精神的、
也不全是真正具有处理公
共事务能力的人才，造成人
岗不匹配现象。这不仅浪费
了招考成本，也会影响政府
工作效率，给政府工作造成
损失。另外，对全社会就业
流动的导向作用，畸型的公
务员热会使就业群体的流
向不均匀。

孙玉栋：公务员热会产
生一种羊群效应，你报我也
报，似乎成了必然的首选，
报考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很

多职位出现几百人甚至几
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
看来是一种选拔，但有了这
种羊群效应以后，很多人是
一种试试看的状况，真到考
试时会有许多放弃的，所以
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另外容易产生所谓冷热岗
位，造成对国家机关的正常
职能范围进行人为排序和
不正当的诠释，滋长一些不
正常的情况出现。

孔娜：大量社会精英拥
入公务员队伍，人力资源得
不到合理配置，直接创造物
质财富的人减少，势必使得
社会创富能力降低。浩浩荡
荡的考试大军、纷繁复杂的
应考书籍、名目繁多的面试
技巧……无不在强化人们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反过来
又会促使更多人投入到公
务员考试的队伍里。“不考
公务员，读大学做什么？”本
已浮躁的大学校园又增添
了一个纯粹功利性目的。
“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
问”愈加清晰，中国大陆距
离诺贝尔奖愈加遥远。

<<问题

高烧不退会产生什么后果

<<问题

应该怎样降温

纪培荣：现在我们从
“公务员热”中能看到公务
员机制建设的缺陷。国家
机关之所以诱人，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公务员这
个饭碗目前还比较“铁”。
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公务员
队伍，既存在动力不足的
问题，又存在约束不力的
问题。竞争机制、淘汰机制
缺失或形同虚设，很可能
使一些无所用心、无所作
为且无饭碗风险的人在公
务员队伍中沉淀下来。如
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让
大家知道公务员队伍也不
是铁饭碗，端这个饭碗也
不容易，或许会让那些没
有能力的人知难而退。

在我国，之所以大家
都愿意当公务员，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的
稳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
真正的能人是不愿意去当
公务员的，因为他们那里
公务员的工资不高。新加
坡公务员工资是由市场决
定，一般是私企的三分之
二。我国情况就不一样，在
诸多行业里比较，公务员
的总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养老
保险的双轨制对大学生的
就业选择影响极大。所以，
调整我们目前的收入分配
结构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
就业导向作用。

另外，做好反腐的工
作，也可以使那些觊觎公
务员灰色收入的因素不再
对公务员报考热起到火上
浇油的作用。

孙玉栋：主要是如何

引导，现在已经有规定应
届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有限
制了，越来越多的岗位要
求有两年的基层工作经
验，这应该可以为公务员
热降温，但效果要观察，可
能的情况是那些不限制资
格的岗位报考的人数会激
增。所以报考资格方面可
以更严格和细分，条件也
可以再根据所招的岗位进
行更多的合理限制，对于
弃考的考生有一定的要求
等等，同时增加毕业生就
业的选择机会，对那些自
愿去基层、边疆、贫困地区
工作的毕业生有一些政策
倾斜，这些应该都会引导
毕业生合理选择。

孔娜：公务员热说明
我们国家社会垂直流动的
渠道缩窄，阶层之间尤其
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之间
流动的途径非常稀少。假
定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做
了快递服务员，五年后，他
想转向更高层级的职业，
除了参加相对公平的公务
员考试，他还能有哪些选
择？寥寥无几。所以，拓宽
社会流动渠道，降低阶层
流动门槛应该是解决公务
员热的重点。另外，应该还
原公务员的本来面目———
公务员是职业，非职权。这
点我们可学学近邻韩国。
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韩国，
公务员考试一度狂热。李
明博执政后，提出“公务员
雇工论”，热度消退。其实，
“公务员雇工论”就是把公
务员从“职权”还原为“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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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沙元森(本报评论员)

□纪培荣(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孙玉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孔 娜(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部)

沙元森：每年公务员考试都能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热潮，
今年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火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之骄
子”争挤公务员考试这条“独木桥”？

沙元森：考公务员热不仅对广大高校学生产生了重要
影响，也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气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极
度的公务员招考热将对社会产生哪些负面作用呢？

沙元森：几位学者的分析，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这
股热潮的副作用，那么又该如何进行降温，使之达到一
个稳定的正常状态？

核


